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电 由北京市文物局
等单位主办的纪念老舍先生120
周年诞辰系列活动13日在首都博
物馆开幕。 “老舍笔下的人物与
街市” 主题画展、 讲座， 及以老
舍作品改编的北京曲剧 《龙须
沟》 《正红旗下》 等演出， 将轮
番与观众见面。

据主办方介绍，本次“老舍笔
下的人物与街市”展览，展现了76
幅国画、油画、素描等作品，包括
蒋兆和的老舍像、 盛锡珊的北京
市井风情系列作品，以及李燕、李

滨声、牛星丽等名家作品，其中大
部分是专门为此次展览创作。

据介绍， 为使更多人有机会
欣赏老舍笔下的北京传统风情，
此次展品已汇编成画册。 此外，
老舍研究家关纪新、 京味民俗专
家高巍， 也将在首都博物馆带来
专题讲座， 谈谈老舍笔下的人物
及京味文化。 纪念活动期间， 老
舍纪念馆还推出了 “老舍在北京
的足迹” 展览， 串联老舍在北京
生活、 居住过的15处地点， 讲述
老舍与北京的情结。

新华社电 作为国家艺术基
金2019年度资助项目， 辽宁人民
艺术剧院创排话剧 《工匠世家》
将于19日 、 20日在国话剧场上
演。 该剧通过三代工匠在困境中
的 奋 进 和 崛 起 ， 展 现 了 新 时
代 工 人阶级的骨气 、 韧劲和顽
强精神。

据辽宁人艺院长佟春光介
绍， 话剧 《工匠世家》 的故事发
生在东北重装集团， 老中青三代
工匠面临东北经济滑坡的被动局
面坚守工作岗位 ， 在逆境中崛
起， 在困境中突围， 在平凡的岗
位上实现了人生价值。

该剧由黑纪文编剧， 宋国锋

导演， 姚居德、 高爱军等主演。
剧组主创曾走访沈鼓集团、 北方
重工集团体验生活。 “重工业是
国之重器， 咱们干重工业的人，
首先要自重。” 黑纪文在采访中
听到一位青年工匠这样说。

黑纪文说 ， 话剧 《工匠世
家》 反映的正是三代工匠的自强
不息、 困境中的奋进和崛起、 逆
境中的忠诚与坚守的精神。

该剧去年在沈阳首演后， 国
家话剧院导演查明哲评价说， 话
剧 《工匠世家》 豪迈激越、 激情
四射、 灵巧大方， 探索创造了独
特的舞台调度， 感染力极强， 是
辽宁人艺创作风格的新发展。

老舍120周年诞辰
纪念活动开幕

■北京展览

即日起至2月15日
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

甘肃河西水陆画展

于彧 整理

新考工记
即日起至3月17日
中国国家博物馆方寸之间显身手

指肌劳损不罢休

2001年6月23日夜 ， 世界三
大男高音放歌北京紫禁城， 为中
国喝彩、 为奥运放歌， 而他应主
办方之邀为三大歌唱家雕制数枚
大印作为纪念。 2008年，北京成功
举办了一届无与伦比的奥运会，
北京奥组委又专门邀请他设计雕
刻了 “世界属于你” 的印石并篆
印， 作为礼物赠送给各国奥委会
贵宾。近日，笔者专访了创造这一
传奇的我国著名篆刻家陈林龙。

走进北京琉璃厂文化街118
号， 只见头发稀疏的陈林龙戴着
老花镜， 正在灯光底下聚精会神
地为客人篆刻一方印章， 无暇招
呼来客。 笔者看到， 占地三百多
平方米的店堂分为里外两大间，
外间纸、 笔、 墨、 砚等文房用品
一应俱全， 墙上挂满了装裱好的
书面作品， 赏心悦目。 里间四面
倚墙而立的实木玻璃柜里， 摆满
了从全国各地 “淘” 来的印石。
寿山石、昌化石、青田石、巴林石、
鸡血石，应有尽有；方形章、长形
章、圆形章、扁形章、随形章，形形
色色， 令人叹为观止。 里外间过
渡地带是陈林龙的工作台， 台旁
的展柜里陈列着大大小小的篆刻
作品， 十足的 “金石味” 吸引着
进店客人驻足观赏。

刻完印章， 送走客人， 陈林
龙一边沏茶倒水， 一边与笔者聊
了起来。 他1961年生于浙江乐清
的一个艺术世家， 自幼酷爱石雕
艺术， 师从金石篆刻家、 书法家
王玉书先生。 上世纪80年代初 ，

他从浙江来到北京琉璃厂文化
街， 一直从事书法篆刻， 师法吴
昌硕、 齐白石诸大家， 受前人启
蒙慧根， 多年潜心研习名家碑帖
玺印， 逐渐形成了雄强峻健、 豪
放率直的个人篆刻风格。

话题转到 2008年北京奥运

会。 陈林龙说， 有一天， 店里来
了一位 “不速之客”， 这位年轻
女士自称是北京奥组委的工作人
员， 欲寻找一位名家设计制作一
枚具有中国特色的印章， 作为礼
物送为各国奥委会贵宾， 但各地
推荐的人员名单中只能篆刻不会

雕刻。 篆刻是将篆文用刀刻在印
石上， 而雕刻是将原石设计制作
成造型各异的印石， 难度更大。
陈林龙的过人之处在于， 既能篆
刻也能雕刻。 很快， 他设计雕刻
的 “世界属于你” 印石和篆印得
到了北京奥组委的认可， 其篆刻
作品被收录于 “人文奥运全国书
画篆刻选集 ” 并荣获银奖 。 此
后， 运动员、 志愿者等纷纷求他
刻章留念， “那些日子， 最多的
一天刻一百多方， 刻得手指都发
酸发麻， 疼痛难忍。 后来到医院
检查 ， 被确诊为 ‘指肌劳损 ’。
大夫都吃惊地说， 腰肌劳损很寻
常， 指肌劳损真新鲜。” 他伸出
右手中指活动了几下， 笔者看到
仍不能完全伸展自如。

篆刻不同于书法、 绘画， 方
寸之间尽显碑版铭刻风采。 清代
书画家、 篆刻家丁敬先生在 《论
印诗 》 中说 ： “古人篆刻思离
群， 舒卷浑同岭上云。” 这正说
明了篆刻作品鲜明感、 新颖感以
及和谐感的重要性。 技巧上的不
拘成规 ， 从而在创作中获得自
由。 陈林龙既尊重传统又不拘泥
古法， 既敢突破陈规， 又不失法
度， 其印作更注重线质与气势。
陈林龙所篆之印， 既有画像的典
雅， 又具图案装饰之美， 景中有
情， 情中有景， 构成了一种深远
的艺术佳境。 陈林龙至今为人治
印数万方， 作品被国内外书画篆
刻爱好者广为收藏。

（刘永前 刘浦泉）

“新考工记———中法手工之
美” 由15位法国顶级手工艺大师
与11位中国国家级手工艺大师、
非遗传承人和知名艺术家参与，
共展出作品180余件（套），涉及陶
瓷、玻璃、金属锻造、麦秆编织、榫
卯、皮革、皮影、羽毛、折扇、折伞、
褶裥、全形拓、凹版照片术、木版
水印等。

本次展览所邀请的艺术家，
他们的技艺或源于家族传承， 或
师从名门， 都有着数十年的积累
和磨砺， 承得技艺精髓。 而与此
同时又都以其大胆创新而成为各
自领域的时代翘楚， 他们的作品
或于工艺 、 或于形制 、 或于材
料， 自觉融入当代的气息， 因此
既具有传统的根基， 又带有当代
的审美， 由此呈现传统手工艺的
当代活性。

水陆画是我国珍贵文化遗产
中的一项重要组成部分， 对研究
我国佛教史、 儒释道三教融合、
民俗信仰、 服饰变迁等都有着不
可估量的价值。 甘肃河西地区水
陆画，上承敦煌艺术，被称作“可
移动的壁画”，无论从数量、规模、
内涵还是研究价值来看， 都在全
国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本次展览的是甘肃文博机构
珍藏的河西地区明清时期水陆画
精品， 其绘制精美、 色彩鲜艳、
内容多样， 具有丰富的艺术价值
和历史价值。 展览还对水陆法会
的起源与发展、 仪式与类型、 内
容与表现形式、 艺术特征与宗教
思想等作了详细介绍。 透过这些
精美的画卷， 观众可以领略中国
古代民间工笔重彩的艺术殿堂、
民众奇幻瑰丽的信仰世界。

———访2008北京奥运礼品创作者
陈林龙

话剧《工匠世家》将进京
体现新时代工匠精神

■文化人物

新华社电 当 “上海女婿 ”
遇上 “俄罗斯岳父”， 会上演怎
样的故事？ 近日， 喜剧电影 《战
斗民族养成记》 观影交流会在俄
罗斯驻华大使馆内举行。

电影讲述了一个上海小伙为
追求真爱远赴俄罗斯， 最终通过
俄罗斯岳父设置的一系列爆笑考
验： 伏特加酒局、 俄式桑拿、 雪
地赛车、 坦克营救……电影同名
剧集 《战斗民族养成记 》 曾于
2015年在中国上映， 此次由中俄
合拍的电影不仅延续了同名剧集
的幽默情节， 更是将中俄两国文
化元素进行了巧妙的碰撞与融
合， 在轻松欢乐中流露出爱意和
感动。

活动上， “上海女婿” 的饰
演者董畅、 “寡头爸爸” 的饰演
者维塔利·哈耶夫和 “搞笑前男
友” 的饰演者谢尔盖·奇尔科夫
纷纷亮相， 并与现场观众进行了
亲切互动。

这部影片由导演夏昊和阿卡

基·萨赫拉什维利联合执导， 将
于1月25日在中国正式发行。

俄罗斯驻华大使杰尼索夫在
交流会上发言指出， 2017年俄中
签署了关于合拍电影的框架协
议， 为两国电影合作奠定了良好
的基础， 同时也为双方文化交流
创造了有利条件。 《战斗民族养成
记》是此框架下的代表项目之一。

电影中方导演夏昊在接受新
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 这次联合
拍摄的机会非常宝贵， 影片分别
在北京、上海、苏州、莫斯科等地
取景拍摄， 从剧本创作到拍摄剪
辑都由中俄双方合作完成。 “希
望影片中丰富的文化元素能使两
国人民的相互了解更进一步。”

俄方制片人格奥尔吉·沙巴
诺夫认为， 考虑到两国观众的文
化差异， 在电影拍摄过程中， 俄
方与中方进行了深度的配合和沟
通。 他希望， 这部影片在中国的
上映有助于进一步加深两国人民
的友谊。

中俄合拍电影
《战斗民族养成记》即将发行

■文娱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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