
本报讯 （记者 崔欣 通讯员
胡京成 ） 近日 ， 以 “弘扬国粹
传承文明” 为主题的茅子芳大师
《玉琢成器》 一书的首发式， 在
位于千年古刹承恩寺的北京燕京
八绝艺术馆举办。 本次活动是5
月首都文明办———春之约 “致敬
工匠精神” 文明论坛的延续。

茅子芳在答谢词中感言， 自
己作为一个在工美行业从业五十
多年的老工匠， 在晚年更有责任
把所掌握的一切知识和技艺， 毫
不保留地传给下一代， 传给年轻
人。 让他们坚定文化自信， 传承
华夏文明， 为社会进步和民族复
兴不懈奋斗。

■文娱资讯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近日，
“万物生长，休闲平谷”生态田园
乡旅文创大赛正式启动 ，2018北
京文化创意大赛平谷乡创赛区正
式授牌。

此次乡旅文创大赛围绕平谷
区刘家店镇和大华山镇文化、 历
史、 自然资源、 规划定位和村落
风貌等当地文化特色， 面向全国
文旅创客征集包含住宿类、 食品
类、 科技类、 社群类、 公益类、
娱乐教育类、 手作类、 媒体类、
设计类等七大类产品项目。

同时 ， 大赛还邀请来自学
界、 文创联盟、 投资机构等文旅
产业相关行业的专业评委对参赛
作品的创新性 、 可行性 、 环保
性、 商业价值等各方面进行综合

评分， 筛选出优秀项目， 推举至
“2018北京文化创意大赛” 市级
竞赛 ， 获得更高水平角逐的机
会。 大赛最终将通过海选、 初步
评审、 闭门路演、 现 场 总 决 赛
四 个 阶 段 评 选 出 前 十 名 优 秀
项 目 团 队 ， 为 十 强 获 奖 团 队
提 供 平 谷 区 刘 家 店 镇 、 大 华
山 镇创新创业有关政策扶持及
创业项目基金扶持， 引导创客们
在两镇进行落地， 实现最终的成
果转化。

大赛报名日期为即日起至8
月24日。 大赛设冠军1名、 亚军3
名、 季军6名， 冠军奖金5万元，
落地支持15万元； 亚军奖金3万
元， 落地支持10万元； 季军奖金
1万元， 落地支持6万元。

新华社电 上周北美周末电
影票房榜前五名全部是续集电
影， 其中新上映的两部影片 《制
裁特攻》 与 《妈妈咪呀２》 展开
激烈争夺， 前者险胜登顶北美周
末票房榜。

由索尼公司发行的动作惊悚
片 《制裁特攻》 上周末在北美上
映后取得３５８２万美元的票房成
绩 。 该片是２０１４年影片 《伸冤
人》 的续集。 两部影片都由安东
尼·福奎阿执导， 黑人影星丹泽
尔·华盛顿主演 。 《制裁特攻 》
讲述了一名退休特工以身犯险为
被杀害的老友报仇的故事。 这是
丹泽尔·华盛顿从影数十年来出
演的第一部续集电影。

《制裁特攻》 的北美影院观
众评分为“Ａ”， 但是在影评网站
“烂番茄” 上的新鲜度只有５１％。

影院观众约６０％为男性。
由环球影业发行的音乐喜剧

片 《妈妈咪呀２》 上周末３天入账
３４３８万美元。 前作 《妈妈咪呀》
２００８年上映后在全球 “吸金” 超
过６亿美元。

《妈妈咪呀２》 吸引了大量
女性观众， 首周末影院观众中有
８３％是女性。 该片的北美影院观
众评分为 “Ａ－”， 但在 “烂番
茄” 的新鲜度高达７９％。

由索尼公司制作发行的动画
片 《精灵旅社３： 疯狂假期》 ３天
入账２３１５万美元， 从此前的榜首
滑落到第三名， 上映１０天来的北
美票房总收入为９１０８万美元。

迪士尼公司发行、 漫威影业
出品的超级英雄片 《蚁人２： 黄
蜂女现身》 入账１６１２万美元排名
第四。

■明星故事

即日起至10月7日
中华世纪坛

《印象莫奈》

于彧 整理

即日起至8月12日
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
西雁翅楼展厅

《清平福来》

■北京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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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画家克劳德·莫奈是印
象派代表人物和创始人之一， 擅
长光与影的实验与表现技法。 莫
奈晚年的 《睡莲》 系列作品以独
特的视角描绘大自然并被世人评
为杰作。 此次展览将以多媒体形
式展出莫奈的400多幅珍贵名作，
包罗11大展区，分别为“特设波士
顿艺术博物馆官方复刻品专区”
“印象的旅程”“印象的曙光”“曼
妙的巴黎”“日出的印象”“弥漫的
天空”“邂逅爱情”“印象的色彩”
“灵感的源泉”“秘密的花园”“小
小莫奈·造梦工厂”。 展览采用现
代多媒体与艺术互动的形式， 让
艺术拥抱生活。 展厅内还设有大
片睡莲与日本桥环绕的特色休息
区、 观影体验区、 卡米尔花艺专
区、 儿童体验区等， 同步增加了
许多互动体验设计， 并针对自拍
潮流， 设计了专属的摄影区域。

凭 《暗恋桃花源》 《宝岛一
村》 等被人们熟知的舞台剧导演
赖声川近日接受采访， 谈论人生
经历和创作理念， 解读当下文化
戏剧市场， 并再次强调原创的重
要性。

谈戏剧： 要为属于中国
人的独特剧场效力

在赖声川看来， 戏剧真正的
原创力在于创意。 文化创意产业
的蓬勃有赖于创意 。 不同的创
意， 能够带给观众不同的思路，
将观众带入到不同的艺术鉴赏领
域。 而这也是他多年来所坚持的
戏剧理念。

赖声川表示， 与中国传统戏
剧相比 ， 舞台剧是很现代的东
西。 在他看来， 中国人也应有自
己的现代戏剧。

“当时念博士的时候我就在

想 ， 我 一 定 要 想 办 法 为 属 于
中国人的独特剧场来效力。” 赖
声川说。

在美国伯克利大学读完博士
之后， 赖声川回到台湾 ，
于1984年创作了他的第一
部戏 《我们都是这样长大
的》。 这部戏着眼于当时
生活在台湾的青年人的故
事， 让演员演绎自己， 取
得了良好的效果， 奠定了

赖声川戏剧创作的基调。
在这之后 ， 赖声川创作的

《那一夜， 我们说相声》 《暗恋
桃花源》 《宝岛一村》 等， 均取
得了成功， 在演出市场获得了长
期 的 欢 迎 。 其 中 《 暗 恋 桃 花
源 》 在大陆演出已经多达五六
百场， 成为最受观众喜爱的舞台
剧之一。

赖声川回忆起1998年第一次
来北京做演出的情景， 当时的戏
剧市场并不成熟， 大多数都没有
去剧场看戏的概念。 时至今日，
戏剧市场在商业上已经非常繁
荣， 进入剧场看戏， 对于很多中
国人来说， 已经成为必要的文化
消费。

戏剧市场的繁荣体现在各个
方面， 以赖声川、 孟京辉和黄磊
等人发起的乌镇戏剧节为例， 它
已经成为全国乃至全世界戏剧人
的嘉年华， 很多人每年都会到乌

镇集中体验属于戏剧的魅力。
可是在赖声川看来， 繁荣背

后， 原创力缺乏的问题依旧让人
无法忽视。 赖声川认为， 本土的
原创者应该更有信心， 要相信我
们自己的故事可以吸引人， 相信
我们可以有自己的戏剧。

谈乡愁： 希望帮助家乡
江西会昌脱贫

江西会昌是赖声川的祖籍，
对于赖声川来说， 这是一个绕不
过去的地名。 虽然他生在美国，
直到12岁才回到台湾， 甚至此前
从未到过会昌 。 但对赖声川来
说， 会昌这座小城， 就像一个灯
塔一样， 在内心深处召唤自己。

由于在美国长大， 在台湾成
长， 所以赖声川过去时常困惑于
自己的家乡究竟是哪里。 随着年
龄的增长， 他开始意识到， 无论
是自己童年经历的华盛顿， 还是
后来生活的台北， 都是短暂的栖
居地。

赖声川告诉我们， 他最初去
会昌， 是出于对父亲的好奇， 但
在与自己的家乡相遇后， 他便决
定为那个地方做点什么。 所以从
2015年开始， 赖声川决定每年带
一部戏回到会昌这座小城。

“会昌需要帮助， 我们希望
通过文化戏剧这种方式来帮助它

脱贫， 我觉得可以走出一条这样
的路来。” 赖声川说。

谈个人： 接受自身处境
从中获得力量

在近日播出的 《朗读者》 节
目中 ， 嘉宾赖声川朗读了一封
信， 这封信是他在女儿20岁的时
候写的 ， 在信中他以诚挚的情
感， 表达了对女儿殷切的爱意。

在写完信的八年之后， 他创
作了《宝岛一村》，同时把这封信
用在了这部戏的最后， 承载着的
是父母对儿女的深情厚谊。 无论
是在戏剧中，还是在《朗读者》舞
台上这封信都能引起人们的共
鸣， 是因为他是源自一位父亲内
心最真实、 最笃定的想法。 没有
对女儿未来的担忧， 有的只是感
谢女儿给自己人生带来的改变。

在 《朗读者》 中， 赖声川回
顾了自己人生经历的种种坎坷，
并将这些遭遇视作让自己生命变
得更完整、 更丰富的重要元素。
无论是幼时父亲的变故， 还是婚
后面临的经济危机， 都在痛苦之
外， 带给了他力量。

赖声川也给刚刚离开大学校
园的年轻人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无论面对何种情境， 接受并从
中获得力量， 也许就是年轻人应
该走的路。” （新华）

齐白石生于乱世， 晚年常以
“清平福来” 为题， 画老翁持瓶、
蝙蝠展翅 ， 以此传达自己对安
定、 祥和生活的期许。 本次展览
分为 “天道酬勤” “扶梦还乡”
“老当益壮” “白石篆字” 4个部
分， 不仅展出了齐白石绘画、 篆
刻精品， 还展出了他获得的 “国
际和平奖” 证书与奖章、 “人民
艺术家” 奖状等。 200多件展品
全方位、 多角度呈现齐白石老人
勤勉艰辛的探索、 心系故土的乡
愁和老而不颓的豪情。

1954年， 在故宫博物院的承
乾宫曾举办过 “齐白石绘画展览
会”， 轰动一时。 时隔64年， 齐
白石展览在故宫再次举办， 将让
齐白石艺术的爱好者们共享艺术
盛宴。

赖声川：中国戏剧原创者
应该更有信心

平谷生态田园
乡旅文创大赛启动

新片《制裁特攻》北美登顶
险胜《妈妈咪呀2》

新书《玉琢成器》
致敬工匠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