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职工文化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 胡同
的变化， 身边的小事儿， 新生的
事物……8月28日至8月31日， 东
城区总工会在崇文工人文化宫幸
福小剧场举办第九届 “挥笔聚焦
新东城 ” 职工书画摄影展评活
动。 东城职工通过书法、 绘画、
摄影作品， 记录描述了改革开放
四十年身边眼前发生的变化。

活动现场， 部分书画爱好者
和历届获奖职工进行了笔会， 大
家挥毫泼墨， 交流技艺， 其乐融
融， 也吸引了很多参观者驻足欣
赏。 会后大家共同参观了 “挥笔
聚焦新东城” 职工书画摄影展。

“挥笔聚焦新东城” 职工书
画摄影活动已连续举办九届， 在
今年的活动中， 共展出职工书画
作品163件， 摄影作品461余幅。
参展的绘画作品意境深远， 气韵
传神； 书法作品书体种类丰富 ，
内容大气磅礴； 摄影作品视角新
颖， 或突显职工风貌， 或展现美
好生活。 每一幅作品都体现了职
工对美的追求、 对艺术的探索和
对祖国、 对东城区的美好祝愿。

今年参赛的作品数量较上几
年有所增加， 作品质量也有所增
长， 且涌现出一大批歌颂党、 歌

颂祖国及庆祝 “改革开放四十周
年” 展现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优
秀作品。 职工们用艺术的手法，
从不同的角度讴歌时代、 赞美东
城， 展示风貌、 吟诵和谐。 表达
了他们对祖国 、 对东城 、 对劳
动、 对生活的热爱。

东城区人大副主任、 区总工
会主席许汇表示， “挥笔聚焦新
东城” 职工书画摄影展活动是区
总工会的一项品牌文化活动， 从
2010年至今 ， 已连续举办了九
届。 通过这项活动， 给全区广大
职工提供了一个学习交流、 展示
才华的平台， 提高了职工的艺术
品位， 激发了职工的创造活力。
全区各级工会要充分认识工会组
织在加强职工精神文化建设中的
重要地位和作用， 将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宣传实践与职工文化
活动有机结合， 用文化的力量温
暖人、 鼓舞人、 启迪人， 引导职
工提升思想认识、 文化修养、 审
美水准、 道德水平， 激励职工永
葆 积 极 健 康 、 昂 扬 向 上 的 乐
观 心 态和进取精神 ， 促进职工
队伍整体素质的提升， 为加快建
设 “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区”
再力新功。 万玉藻 摄

■文化资讯

由国家一级演员史依弘担任主演、 上海京剧院担任演出团队
的 《梅尚程荀·史依弘》 京剧专场展演， 受邀加入国家大剧院秋
季演出季系列， 将于9月22日-9月23日登上国家大剧院的舞台。
该专场演出的剧目分别选取京剧 “四大名旦” 颇具代表性的四部
作品： 《苏三起解》 （梅派）、 《昭君出塞》 （尚派）、 《春闺
梦》 （程派） 和 《金玉奴》 （荀派）。 在舞美方面， 本次展演将
首次运用新材质， 在维持传统京剧舞美的基础上， 注入更多现代
元素， 让观众对京剧艺术有一种更新的视觉呈现。

本报记者 张江艳 陈艺 摄影报道

沪上名角将进京展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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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途换飞机的
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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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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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个明天》

《十二个明天 》 是刘慈欣 、
刘宇昆、 尼迪·奥科拉弗等13位
荣获过星云奖、 雨果奖等奖项的
全球科幻大师联手奉献给全人类
的硬科幻小说集。 在这本书中，
没有龙， 没有魔法， 没有时间旅
行或曲速飞行， 所有的场景都是
你当下正在经历的未来———人工
智能、 虚拟现实、 脑植入、 区块
链、 智能代理……先人一步， 解
锁被科技颠覆的12个未来， 其场
景设定熟悉到足以使你产生联
想 ， 但又会陌生到让你辗转反
侧、 坐立不安！

《十二个明天 》 不仅是一本
“科技内核 ” 够硬的 “硬科幻 ”
小说集， 还是一本足以唤醒 “人
性中的善良天使 ” 的未来启示
录。 通过12个场景展现科技对社
会带来的冲击与变革， 让你对科
技， 对社会， 对人性和自身的处
境产生更加深刻的理解与思考。
如果你关心人类命运， 也曾在某
个深夜对科技的未来充满担忧，
那么你该仔细研读下这本书： 解
决之道， 就在其中。

文学是多样的，
写好最重要

《在中途换飞机的时候》 收
录了 《世界文学》 杂志创刊65周
年以来刊载的19篇以 “爱” 为主
题的经典名作。 作者多是享有世
界级声誉的文学家， 如霍桑、 纪
伯伦、 欧亨利、 皮兰德娄、 布尔
加科夫等。 所选篇目皆为具有深
刻现实意义的佳作， 在这些作家
笔下， 红尘之人如何爱自己、 爱
他人 ， 以及由爱延伸而出的婚
姻、 家庭关系及其他情感———诸
如爱极而生的恨、 失却爱所导致
的癫狂、 在无私大爱面前对个人
情感的牺牲和舍弃等， 多角度阐
释了 “爱” 作为人类永恒情感的
复杂性与多样性。

由国家新闻出版署、 北京市人民政府指导第二届中国 “网络
文学+” 大会组委会和 《中国作家》 杂志社共同承办的 “网络文
学VS传统文学六家谈” 第二场活动8月25日在北京十月文学院举
行， 著名作家， 原文化部部长、 中国作协副主席王蒙与鲁迅文学
院常务副院长邱华栋、 青年作家大头马、 网络作家管平潮、 乱世
狂刀、 疯丢子围绕 “网络文学路在何方” 展开讨论。 王蒙表示，
网络文学创作者无需囿于写作风格， 把作品写好才是最重要的。

我国网络文学发展一般被认
作分成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以
痞子蔡的《第一次亲密接触》的出
现为标志。 第二阶段则是奥运会
以后，一种非传统意义上的文学
抑或是通俗文学形式 ，在资本
的支持下， 释放了中国数百万写
作者写作热情。 在此背景下文学
和游戏、 影视、 声音、 音频等结
合， 形成了产业化。 此次六家谈
便聚焦于火热的网络文学， 并就
其路在何方话题展开热烈讨论。

活动当日， 王蒙精神矍铄出
现在六家谈的现场。 今年85岁的
王蒙仍然精力旺盛， 对新鲜事物
充满好奇， 平时每天坚持游泳、
走路、爬格子、追剧、看电影，年轻
人的爱好一样不落， 他笑称自己
是 “耄耋腹肌男”。

对于目前网络文学迅猛的发
展势头， 王蒙感同身受， “其实
除了网站的签约作家、大神级作
家 ， 网络上还有数百万业余作
家， 我很多亲友的孙子辈也有写
网络文学的， 最后也出了书， 当
然属于那种绝不畅销的类型。”

王蒙认为网络文学的顺畅发
展得益于更自由的 “审稿 ” 机
制， “所以它很宽泛， 每一个写
作者都是希望自己写得好。”

不管对网络文学还是传统文
学， 王蒙都充满了包容， 他建议
所有的写作者都应该保有开阔的
视野， 他自己就刚刚尝试写了一
部爱情小说 《生死恋》。 之所以
能保持旺盛的创作精力， 王蒙认
为创作题材的丰富是基础。 他以
自己举例，称选取题材时“从来不

是我选材，而是材选我”，而其中
的关键是 “好事不糟践， 坏事更
不 糟 践 。 ” 对 此 王 蒙 解 释 称 ：
“好的经验可以写， 安徒生 《海
的女儿》 大概是世界上圣经级的
爱情小说， 坏的经验也可以写，
比如说福楼拜的小说， 所以题材
每天都在环绕你。”

在王蒙看来， 作家是各式各
样的， 只要能写得好， 没什么是
不可以的。 王蒙举例， 德国汉学
家顾彬在莫言得诺贝尔奖的时候
就批评莫言写得太快了， 而他们
德国大作家一天顶多能写一页，
王蒙就跟他说， 你知道陀思妥耶
夫斯基是怎么写的吗？

“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个爱好
就是赌博， 快到交稿的时候交不
出稿子就要进监狱了， 所以他就
找了一个速记员， 一路走他就像
疯子一样开始说， 所以陀思妥耶
夫斯基最大的特点是不分段， 相
比较现在的个别作家写作， 风格
太不一样， 他们恨不得一个字占
一行。”王蒙笑言，“如果你写得不
好，不管用什么平台都没用。 ”

随着网络文学作品不断被影
视公司改编并搬上荧屏， 流量经
济主导创作的现象导致很多作品
在被改编的时候不尊重原著， 最
后既不叫好也不叫座。 对于此种
现象， 王蒙借用作家毕飞宇的一
个比喻安慰年轻的网络作家们，
“作品被改编就好像自个女儿嫁
出去了， 一方面很高兴建立她自
己的家庭； 第二有点伤感， 不过
你也别瞎掺和了； 第三你也可以
关心， 也别太关心。”

王蒙建言网络文学创作者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

职工挥笔聚焦新东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