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资讯

本报讯 （记者 刘欣欣 ）以庆
祝改革开放40周年为主题的 “八
里庄街道纺织文化博物节” 近日
在八里庄东里社区居委会正式拉
开帷幕。活动由八里庄街道主办，
社区社会组织联合会承办。

此次纺织文化博物节以 “物
语·故事·对话” 为主线， 现场设
置了 “纺织物语展” “纺织群英
汇” “芳华记忆展” 三个展区。
其中， “纺织物语展” 集中展示
了京棉集团发展历程中具有历史
纪念意义的40府绸、 精梳纱、 纱
锭、 经纬纱线等工具， 见证了岁
月变迁的老电话、 老相机、 搪瓷
杯子、 油纸伞等老物件， 以及老
纺织工人在厂期间获得的奖状、
奖章、 荣誉证书等。 “纺织群英
汇” 则展示了京棉集团先后获评
的103位劳动模范， “芳华记忆
展” 再现了老纺织工人的青春岁
月， 并通过今夕照片的对比， 唤
起那段历史记忆， 不忘初心， 使
更多人感受到那个年代留下的情
与物。

在活动现场， 一位老人指着
一张老照片兴奋地说： “这就是
周恩来总理当年接见我们时的场
景， 那个时候我才30出头， 一转
眼间我已经80多岁了， 我把我的
一生都献给了京棉二厂， 今天的

活动使我仿佛又回到了当年。”
据了解， 此次纺织文化博物

节活动现场， 在原有 “会兰孝亲
敬 老 服 务 队 ” 社 区 社 会 组 织
基 础 上 ， 从中挑选成员组建了
“八里庄街道劳模宣讲团”， 将通
过 在 八 里 庄 街 道 巡 回 宣 讲 他
们的劳模故事， 传承纺织精神，
动员社区广大居民群众参与社区
建设， 营造和谐一家的社区共融
共建氛围。

八里庄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姬
连娣介绍说， 八里庄街道的很多
居民都是老纺织厂的退休工人和
家属， 是他们用勤劳的双手精纺
细织， 绣出了八里庄欣欣向荣的
今天。 希望能通过劳模宣讲团的
宣讲 ， 将 “爱岗敬业 、 争创一
流、 艰苦奋斗、 勇于创新” 的劳
模精神在八里庄街道发扬光大，
使更多的人学习劳模先进事迹，
精纺细织， 精耕细作， 引领八里
庄街道精神文化建设新风貌。

未来， 八里庄街道办事处将
继续深入挖掘纺织文化和传承劳
模精神， 并建立 “八里庄街道纺
织文化博物馆”， 使八里庄人的
集 体 记 忆 和 精 神 得 到 传 承 ，
使 纺 织文化和劳模精神成为八
里庄街道具有代表意义的精神文
化元素。

本报讯 （记者 陈艺） 近日，
文史作家纪陶然的新书 《搜神志
怪： 魏晋人的幽明世界》 由中华
书局出版发行。

该书是解读魏晋志怪小说的
文化普及类读物。 作者选取魏晋
南北朝志怪小说中的经典作品，
如 《搜神记》 《搜神后记》 《拾
遗记 》 《述异记 》 《幽明录 》
等， 仔细研读、 研究和考证， 用
轻松的笔调揭示深邃的道理， 知
识性和可读性较好。 本书按照志
怪小说的内容归类， 分为七辑：
人仙之恋 、 异度奇情 、 神话溯
源、 鬼话连篇、 论怪谈玄、 妖魅
传奇、 佛道斗法， 计44篇。

以神话传说、 妖魔鬼怪故事
为主要内容的玄幻文化是大众文
化最为重要的分支之一。 董永与
七仙女、 牛郎织女、 白蛇传、 梁
山伯与祝英台等神话传说在魏晋
志怪小说中都已有所体现。

据作者纪陶然介绍， 魏晋志
怪小说除了情节本身引人入胜，
小说背后隐藏的历史、 文化、 民
俗知识更是令人拍案称奇。 但很
可惜， 市场上关于魏晋志怪小说
的图书并不多， 这些图书大概可
分为两类： 研究性学术著作和白
话翻译类著作。 前者过于深奥晦
涩， 后者则流于浅薄生硬。 这使

得很多优秀的志怪小说没能进入
到一般读者的阅读视野。 即使一
些名篇， 读者也只是知其大概。
而小说情节的背后， 到底反映了
什么深层次的文化问题， 就更不
得而知了。 基于这种遗憾， 他才
着手写作了这部作品。

该书的责任编辑胡正娟也表
示， 此前对于魏晋志怪小说的翻
译类作品共同的缺陷是一篇一
事， 既无内在联系， 也无文化阐
释。 而 《搜神志怪： 魏晋人的幽
明世界》 对于志怪小说的解读，
并非分篇解读， 而是归类解读。
作者将同属一类的志怪小说归类
整理， 选取可读性强的篇什， 在
讲故事的同时， 深度解读故事背
后蕴含的文化含意， 让读者获得
更多的知识和启发， 可读性、 易
读性、 耐读性更强。

副刊【文娱】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 E—mail:ldwbtxy@126.com│校对 吉言│美术编辑李媛│本版编辑 于彧│２０18年 11月 5日·星期一12

■银幕掠影

导演：岩井俊二
11月9日

《你好，之华》

于彧 整理

毒液：致命守护者
导演：鲁本·弗雷斯彻
11月9日

蜘蛛侠最强劲敌 “毒液” 强
势来袭！ 《毒液： 致命守护者》
改编自漫威漫画， 影片将根据原
著漫画中的内容， 把 “毒液” 这
个角色的来龙去脉进行进一步延
展。 在演员方面， 曾主演 《敦刻
尔克》 《盗梦空间》 等口碑大片
的肌肉型男汤姆·哈迪饰演 “毒
液” 的宿主———埃迪·布洛克。

该片讲述身为记者的埃迪在
调查生命基金会老板卡尔顿·德
雷克的过程中， 事业遭受重创，
与未婚妻安妮·韦英的关系岌岌
可危 ， 并意外被外星共生体入
侵， 历经挣扎对抗， 最终成为拥
有强大超能力， 无人可挡的 “毒
液”。 他将以毒攻毒， 破解生命
基金会的惊天阴谋， 拯救世界。

杨立新导演的北京人艺京味
儿话剧 《小井胡同》2日晚起再次
登陆首都剧场。 该剧是已故剧作
家李龙云的现实主义代表作，被
誉为“新中国成立后的《茶馆》”。

《小井胡同 》 写于 1980年
冬， 是李龙云作为南京大学硕士
研究生的毕业作品， 作家以自己
从小在北京南城胡同的生活为原
型， 讲述了一群生活在小井胡同
的老百姓在新中国成立前夕 、
“大跃进” 年代、 “文革” 初期、
“四人帮” 垮台和十一届三中全
会后这30年间所经历的生活变迁
与命运坎坷。

剧中40多个角色五行八作，
都是来自社会最底层的小人物。

但在李龙云看来， 小井人民是不
可小视的。 他在 《作者的话》 中
写道 ： “历史无情地嘲弄过他
们， 但历史又不得不依赖他们。
我希望人们知道北京南城有个
‘小井’， 知道小井人民有多么善
良美好……”

1985年 2月 ， 《小井胡同 》
在首都剧场首演并连演112场 ，
引起极大反响。 “当时多少老头
儿老太太 （年轻人不必说了） 大
老远赶了来， 排半天队花上那么
一块钱， 巴巴地坐在那台下抹眼
泪。” 作家宋学孟曾在回忆文章
中写道。

李龙云在南京大学时的导
师、 剧作家陈白尘曾说， 李龙云

“从这些普通劳动人民中探索出
他们勤劳、 善良、 朴实、 深沉而
又细腻的心灵中的美和在危难中
刚正不阿、 侠肝义胆的风格”。

“这是一部歌颂老百姓的话
剧， 更是一曲有关人格尊严的悲
歌。 剧中那些可笑之处， 让人笑
中带泪， 笑过之后是一种悲伤。”
北京人艺剧作家郭启宏说。

2013年， 北京人艺再次复排
《小井胡同》， 由当年首演中扮演
“小力笨儿” 的杨立新担任导演。

杨立新说， 由于剧院多年不
排该剧， 年轻演员对那段历史和
老北京的风貌、 胡同生活缺乏了
解， 这次复排困难重重， 不得不
花大量时间补课。 除了通过找资

料、 听讲座、 看专题片了解历史
外， 他带着演员专程到南城溜了
一圈。

“我们从正阳门箭楼子下
来， 走五牌楼， 到大栅栏， 看六
必居、 内联升、 大观楼， 然后往
西到观音寺， 到朱家胡同， 到王
寡妇斜街、 石头胡同、 陕西巷、
胭脂胡同、 韩家潭、 五道庙， 一
直到湖广会馆……”

这正是李龙云从小生活的地
方。 从1948年出生起， 他在北京
南城的穷街陋巷中度过了童年 、
少年时代， 直到1968年插队到黑
龙江生产建设兵团， 开始10年的
知青生涯。

“乡土是作家赖以生存的基
础， 它为我幼小的心灵涂上了一
层底色， 它铸就我一种独有的自
尊 。 它告诉我 ， 什么叫善良美
好、 什么叫正直倔强、 什么叫底
层人的尊严……” 李龙云在该剧
《作者的话》 中这样写道。

对于李龙云， 养育了他的老
北京和磨炼了他的北大荒， 是他
赖以生存的乡土。 那片乡土和生
活在那里的老百姓成为他日后戏
剧创作的重要素材。 从 《小井胡
同》到《荒原与人》，从《万家灯火》
到《叫我一声哥，我会泪落如雨》，
“老北京”和“北大荒”始终是贯穿
他戏剧创作的两大主题， 底层小
人物始终是他剧中的主角。

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 导
演王晓鹰说， 李龙云作品的力量
不仅来自他的技巧和学养， 更来
自他对那片故土和那群老百姓的
深厚感情， 他把自己的生命和情
感同生活在那片故土的人们联系
在一起。 “跟龙云谈创作，谈戏剧，
你可以很深刻地感受到他那种伤
感、忧伤的气质，就像艾青的诗所
说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据新华社

《你好， 之华》 由陈可辛监
制 ， 岩井俊二执导 ， 周迅 、 秦
昊、 胡歌等主演， 讲述了一段意
外的书信往来而引发的往事纠
葛， 发起人之华是其中的关键人
物， 一封封书信将三代人的故事
串联了起来。 该片是岩井俊二首
次执导华语影片。

因为 《情书》， 岩井俊二被
中 国 观 众 所 熟 知 ， 这 位 最 会
拍爱情与青春电影的日本导演，
在豆瓣上评分8分以上的作品超
过十部。

由于电影都与书信有关， 观
众难免会联想到 《情书》， 不过
岩井俊二表示这是完全不同的故
事和主题。 他说 : “也有很多人
找他翻拍 《情书》， 可是现在很
少人写信， 感觉很难拍。 后来想
到了一个不能用手机的故事， 于
是决定拍一个类似 《情书》 的电
影。 以前写信就和现在的手机一
样， 是很自然平常的， 如今设置
了这样的情景， 让写信变成不得
不做的事， 感觉挺有意思的。”

八里庄举办纺织文化博物节
回忆纺织岁月 见证街道变迁文史作家新书

系系统统解解读读志志怪怪小小说说

北北京京人人艺艺再再演演《《小小井井胡胡同同》》：：

““这这是是一一曲曲
有有关关人人格格尊尊严严的的悲悲歌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