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娱资讯

本报讯 （记者 陈艺）
8月27日，由北京市旅游发
展委员会主办的 “纪念改
革开放40周年京津冀红色
旅游征文摄影大赛” 在北
京正式启动。

近年来， 京津冀地区
的红色旅游线路越来越受
到广大消费者的喜爱。 本
次大赛采取征文与摄影两

种参赛的方式， 让参赛者们可以
通过两种不同的途径重温红色
经典 、 传承红色基因 ， 分 享 与
京 津 冀地区这些红色景区间的
点点滴滴。 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

年的同时， 推动京津冀红色旅游
融合发展。

本次大赛于8月27日开始 ，
截稿日期为10月10日。 征稿方向
主要是体现京津冀红色旅游的纪
实或风光照片以及与红色旅游这
些年的征文故事。 同时， 在征文
摄影大赛征稿期间， 主办方还将
组织市民进行红色旅游一日游参
观游览。

组委会将通过层层筛选， 评
选出优秀作品， 予以奖励和公开
展出。 本次大赛设置一等奖1名、
二等奖2名、 三等奖3名、 优秀奖
15名、 征文奖10名。

回首改革之路 聚焦红色旅游

米兰·昆德拉背书

赫拉巴尔作品
在京受关注

捷克著名作家赫拉巴尔的
作 品 近 期 逐 渐 为 中 国 读 者 认
识 ， 而 在 刚 刚 结 束 的 北 京 国
际 图 书 博 览 会 上 ， 这 位 被 米
兰·昆德拉称作 “我们这个时
代 最 了 不 起 的 作 家 ” 的 作 家
再次引发了颇多关注。

赫拉巴尔是捷克文学的悲伤
之王， 其传奇的人生和平民化的
写作色彩， 让他成为最具捷克味
道的捷克作家 。 捷克人说 ， 米
兰·昆德拉的文章过于深邃， 读
起来有沉重感； 而赫拉巴尔则像
是啤酒馆里坐在你桌子旁的熟
人 ， 将无数奇特的故事娓娓道
来， 幽默而富有哲理， 这才是纯
正的捷克味道。

在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
一场由北京出版集团、 北京十月
文艺出版社、 捷克共和国驻华大
使馆联合主办的 “北京遇上布拉
格———在小酒馆里听到的赫拉巴
尔” 文学交流活动吸引了很多读
者的关注。

著名作家、 鲁迅文学院常务
副院长邱华栋谈到阅读赫拉巴尔
小说的感受表示， “他的小说有
一种特别的语调， 这种语调， 亲
切、 随意、 幽默， 第一句话就能
把你带入他的小说 ， 又在告诉
你， 随后有事发生。 可以说， 他
的小说开口很小， 进入之后你会
发现他的小说世界绵密、 细致，
写的是小人物的命运， 折射的却
是家国情怀与民族命运。 另外，
阅读赫拉巴尔的作品， 常常能感
受到他作品中带泪的笑和无可奈
何的幽默感。”

关于赫拉巴尔作品中的 “幽
默” 特质， 著名作家石一枫说，
“赫拉巴尔以幽 默 的 方 式 呈 现
苦 难 与 荒 诞 ， 是 东 欧 文 学 的
传 统 ， 我 们 从 《 好 兵 帅 克 》
就 可 以 看 到 这 种 气 息 。 我 个
人最喜欢赫拉巴尔的 《我曾侍

候过英国国王》， 在这部作品中，
他把宏大的事情写得轻松无比，
而这种能力是许多作家都无法做
到的。”

25日晚上， 在关于赫拉巴尔
的另一场分享活动中， 诗人、 翻
译家、 《世界文学》 主编、 “蓝
色东欧” 译丛主编高兴， 著名学
者 、 传记随笔作家止庵 ， 剧作
家、 导演过士行作为活动嘉宾就
赫拉巴尔的作品展开深入的交流
和讨论。 捷克共和国驻华大使馆
的政治参赞路德维特出席本次活
动并用捷克语朗读了赫拉巴尔作
品选段。

谈及第一次阅读赫拉巴尔作
品的感受 ， 过士行最喜欢的是
《过于喧嚣的孤独》， 这部作品是
赫拉巴尔必生的心血之作， 他用
一生的积累写这部书， 值得反复
阅读。 让他深受感动的还有 《我
曾侍候过英国国王 》， 看完这部
电 影 后 再 去 读 小 说 ， 过 士 行
萌 生 了 将 赫 拉 巴 尔 作 品 改 编
成 话 剧 的 想 法 ， 并 从 话 剧 的
角 度 解 读 了 赫 拉 巴 尔 ， 分 析
其作品中的戏剧性， 以及神性和
自我救赎。

过士行坦言， 赫拉巴尔的东
西拿到舞台上一定是不一样的东
西， 但也是非常困难的， 这个需
要去仔细斟酌 、 思考 。 他还提
到， 赫拉巴尔的作品写出了生命
存在所受到的挫折 、 夭折与叵
测， 类似于老子 “天地不仁以万
物为刍狗 ” 的意思 ， 深受老子
《道德经》 的影响。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
韩敬群认为， “赫拉巴尔之所以
迷人， 不只在于他作品的忧伤而
孤傲的抒情气质， 不只在于他作
品的那些身居社会底层的小人物
身上饱经患难而快乐纯净的珍珠
般光泽， 也不只在于他以艺术与
诗的美好， 以诙谐嘲戏的姿态对
抗平庸生活的倔强坚韧， 他作为
一个艺术家的生活方式更是一个
迷人的存在，提示我们，一个艺术
家， 他的生活是如何与他的创作
浑然一体， 互相生发。 对于赫拉
巴尔， 爱上他和爱上他的作品简
直就是一件事。”

（高凯）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刘刘欣欣欣欣

“当时导演来我们公司采
风， 我负责介绍了公司的基本
工作情况 。 本以为这就结束
了， 没想到后来导演让我出演
这部话剧的男主角。” 李建伟
是CBD总工会下属建会单位
日本最大型综合商社北京分公
司的兼职工会主席， 刚得知这
个消息时， 他感到十分惊讶。

李建伟告诉记者， 惊讶是
因为他不仅从未接触过话剧，
甚至连学校的文艺演出也没有
参加过。 虽然内心忐忑， 但经
过一番考虑， 他还是答应了导
演的邀请。 “话剧对我来说是
件新鲜、 好玩的事情， 想通过
这次活动， 锻炼一下自己， 最
起码上台别再紧张了。”

对于话剧的概念， 李建伟
说还停留在 《骆驼祥子》 《茶
馆》 等剧目中， 对新的话剧形
式和感觉并不了解。 好在， 剧
中角色的职业和他现实中的
工作相似， 使得他能够自然的
演绎。

剧组刚组建起来的时候，
十多名演员都是来自CBD区
域内的企业职工， 只有三人有舞
台经验， 其他的几位演员都是
初次接触话剧演出。 “最初排
练的时候 ， 可以说是一盘散
沙。” 李建伟笑着说， 虽然大
家都不专业， 但是导演要求严
格， “拿我们当专业的练， 大
家慢慢的也越练越认真了。”

由于日常工作繁忙， 最让
李建伟挠头的问题是没时间看
剧本。 排练期间， 他到国
外出差， 还把剧本带到了
飞机上， 尽可能的抽出时
间背台词。然而，毕竟缺席
了几次排练， 眼看着大家
都有了很大进步， 只有自
己还不断出错， 李建伟心
里着起了急。

“从我的角度， 不断
给自己施加压力。 既然我
答应工会组织了， 答应导
演， 我就一定要
演好。 台词背不
好， 我就多看两
遍， 细节不好把
握 ， 我 就 多 揣
摩 、 多 尝 试 。 ”
李建伟说， 只
要拿出用心工
作的态度， 就
没有完成不了
的事情。

于是， 他
利用每天上下
班的时间背台
词 ， 坚 持 跟
着 大 家 一 起
排练， 每天到
家后还要完整
的排练一遍 ，
他 的 表 演 水
平 很 快 得 到

了提升。
“我们公司的工作气氛很

和谐， 我生活中也不愿意跟别
人吵架。” 李建伟笑着说， 排
练中， 最难的就是他的角色要
经常跟 “家人” 吵架， 还要狠
狠地拍桌子来表达愤怒之情。
“每天复习台词后， 就好像都
跟谁打了一架似的， 是种挺奇
怪的感觉。”

不仅导演发现了这个问
题， 就连同组的演员也调侃他
不会拍桌子， 这让李建伟压力
很大。 这种压力让他在演出结
束后做了一个真切的梦 ， 梦
中， 剧组的全部演员把他围了
起来 ， 一起批评他不会拍桌
子。 “我这是太投入了， 演出
结束后还想着这件事。” 李建
伟边说边笑了起来。

今年4月 ， 在北京M剧院
的舞台上， 北京商务中心区总
工会出品、 北京CBD话剧社制
作的 “梦在CBD” 系列话剧第
七部 《拥抱·光辉岁月》 上演，
李建伟和剧组的演员们连演了
三场。

“三场都演完了后， 和剧
组其他人一样还有点不过瘾，
还想继续演 。 ” 通过话剧演
出 ， 李建伟说自己找到了登
上舞台的信心和成就感。 “特
别感谢CBD总工会为企业员工
提供了工作之外， 展示自己的
平台。”

■职工文化

即日起至9月12日
朝阳大悦城

叛逆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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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日起至11月8日
798·悦美术馆

新壶中天·桃源篇

在古代文学中， 桃源是超然
于现世之外的仙境， 寄托了文人
超脱于浊世之外的人生理想 。
“新壶中天·桃源篇” 旨在以桃源
文化为背景， 对 “壶中天地” 进
行具现， 以沉浸式艺术展的方式
将美轮美奂的壶中天地、 逍遥自
在的世外桃源展现给观众。

与以观赏为主的展览不同 ，
“新壶中天·桃源篇” 利用光影与
互动技术， 让科技与艺术进行更
好的碰撞与融合， 将展览升级为
体验度更高的沉浸式展览， 使观
众如桃源幻境中的主人公一般，
沉浸在梦幻的桃源世界里。

一件老玩具、 一本旧漫画 、
一个卡通场景， 无意间就会撬开
回忆的大门， 引领我们去怀念那
曾经单纯美好的童年时光。 本次
“叛逆复兴” 展览将会展出上千
件经典卡通主题展品， 时间跨度
近80年。

本次展览围绕 “经典+复
兴”， “艺术+叛逆 ” 2个主题 ，
展出来自世界各地的上千件展
品 。 展品既包括来自 7个国家
15位艺术家 ， 专程为本次潮流
跨界艺术展创作的近百件艺术作
品 ， 还有KAWS、 RonEnglish、
空 山 基 等 艺 术 家 的 卡 通 元 素
潮玩 ， 更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复
古卡通玩具 、 书籍 、 周边与徽
章等。

热爱卡通与潮流元素的朋友 、
不妨去欣赏一下不同年代， 不同
国度， 不同社会背景下人们所喜
爱、 所理解的卡通形象。

“话剧让我找到
登台的成就感”
———访日本最大型综合商社

北京分公司兼职工会主席李建伟

京津冀红色旅游
征文摄影大赛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