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资讯

北京人艺再演《晚餐》
诠释古希腊式悲剧的现代性

本报讯 (记者 陈曦 通讯员
张海涛) 3月13日， 一场以 “红
楼” 为主题的演出在湖广会馆上
演， 由此拉开了白纸坊街道社区
教育学校2019年红楼特色文化系
列活动的序幕。 据悉， 今年， 该
学校将相继开展 “红楼笔会 ”
“红楼知识讲座” 等活动。

当日演出由白纸坊街道社区
教育学校与北方昆曲剧院联合打
造。 国家一级演员翁佳慧和张媛
媛主演的昆曲红楼梦折子戏 《共
读西厢》， 邵天帅主演的 《黛玉

葬花》， 相继登场。 精彩绝伦的
唱词， 婉转缠绵的唱腔， 得到台
下居民一片叫好声。 演出间隙 ，
著名昆曲演员周好璐为观众讲解
了昆曲的历史 、 行当等相关知
识， 介绍了昆曲与红楼文化结合
的独特魅力， 让居民们感受到戏
曲的柔美和名著的文化。

精彩的活动受到了居民们的
热烈欢迎， “感谢白纸坊街道组
织这样的活动， 既现场欣赏了高
雅艺术， 又通过老师讲解和分析
了解了更多的知识和文化。” 一

位居民阿姨说道。
白纸坊街道社区教育学校相

关负责人介绍， 学校从2013年开
办以来一直致力于打造红楼特色
活动。 本次演出活动为2019年红
楼特色文化系列活动的第一场，
接下来， 学校还将开展 “红楼笔
会”“红楼知识讲座” 等活动。 通
过开展红楼特色文化系列活动，
加大文化惠民力度， 使高雅艺术
能进入更多居民的日常生活，夯
实居民群众心中的文化根基，更
好地发挥艺术的美育、德育作用。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3月15日 ， “深入生活 、
扎根人民———国家大剧院
百场公益演出走进北控集
团”。本次演出也是北控集
团工会“庆三八 ”系列活
动 的 重 要 组 成 部分 ，让
女职工们足不出户就能欣
赏到国家级音乐盛宴。

来自国家大剧院的歌
唱家及知名艺术家组成的
文艺队， 现场为大家奉上
了 一 场 精 彩 的 演 唱 会 。
《 可 爱 的 一 朵 玫 瑰 花 》
《我爱你中国》 《我和我
的 祖 国 》 《一 杯 美 酒 》
《红星照我去战斗》 《举
杯吧， 朋友》 ……耳熟能
详的经典曲目， 歌唱家们
优美动人的嗓音， 为在场
观众带来一场视听盛宴。

演出结束后， 女职工
们表示 “意犹未尽”， 同
时感谢北控集团工会给女
职工带来的福利， 让大家
有机会看到大剧院水准的
精彩演出， 真是一场艺术
享受。 据介绍， 国家大剧
院百场公益演出根据不同
演出对象设计不同内容，
将音乐、 戏剧等不同形式
的艺术表演带给广大群
众， 切实体现大剧院公益
演出 “低姿态、 高质量”
的特点 。 截至 2018年年
底， 共演出500余场 ， 参
演艺术家3000余人次， 参
与观众10万余名。

本报讯 15日晚 ， 北京人艺
话剧 《晚餐》 再度登台， 再次将
这部希腊戏剧中讲述的不朽的人
性、 情感的种种矛盾呈现于实验
剧场。

《晚餐》 经由古希腊文化专
家罗锦鳞的导演以及北京人艺演
员孔维 、 徐岑子 、 张福元 、 高
倩、 丛林等人近十年的演绎， 刘
倍伯、 王宁、 王君瑞等青年演员
的加盟， 如今已经成为北京人艺
的保留剧目。

《晚餐》 其实并不是一部古
希腊时期的戏剧作品， 它诞生于
希腊当代最有名的剧作家卡巴奈
利斯笔下， 作者借由古希腊神话
中的人物 ， 演绎出一个新的故
事。 但其剧情又与古希腊悲剧一
脉相承———全剧内容接续古希腊
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的三联剧：
《阿伽门农》 《奠酒人》 和 《复
仇女神》， 讲述的是阿伽门农及

妻子和他们的情人死后的故事。
既然是一个接续的故事， 所

以最初接触到这个故事的观众，
还需要熟悉一下背景知识， 为此
剧组不仅印发了前情故事的宣传
材料， 导演罗锦鳞还会在开演前
上台为观众做一个小型的普及讲
座。 让观众迅速补上背景知识，
进入到故事当中。

走进 《晚餐》， 观众看到满
台悬挂的锁链， 神秘而悠远的音
乐， 演员传统考究的服装， 这种
风格在北京人艺的舞台上着实不
多见。 这也是导演罗锦鳞对该戏
的一次二度创作， “这部戏作者
写的时候其实是戏中戏， 是现代
人在演古希腊故事， 我想这样容
易让我们这些异国的观众产生距
离感， 同时人艺舞台上还没有这
样的纯古希腊戏剧样式的作品，
所以我就完全按照古希腊戏剧样
式来排， 让演员去掉戏外， 直接

演出戏中的部分。” 接触希腊戏
剧三十余年 ， 一直致力于用话
剧、 戏曲的方式来表现古希腊文
化的导演罗锦鳞做了这样一个大
胆的处理， 给了观众一个视觉与
心灵的双重震撼。

“观众从开始不是很容易接
受， 到现在看完戏、 散场后还不
走 ， 还在讨论 ， 还没有从中抽
离。” 导演罗锦鳞说道。 这样一
部古希腊式悲剧距离观众看似遥
远， 但其实里面所反映的主题却
是具有现代性的， 让观众看后引
发思考和共鸣。

“这部戏表现的是，在巨大的
精神枷锁下， 活着的人与死去的
人，共进晚餐。为了结束‘诅咒’和
精神上的痛苦，最终选择了死亡。
这部戏是一个现代的作家， 在写
反对仇恨、反对杀戮、反对战争。
告诉我们人类要用大爱去宽恕一
切。 ”罗锦鳞说。 （中新）

■银幕掠影

导演： 布莱恩·辛格
3月22日

《波西米亚狂想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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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 王小帅
3月22日

《地久天长》

继获得最佳影片等3项奥斯
卡奖的 《绿皮书》 后， 4座奥斯
卡小金人在手的 《波西米亚狂想
曲》 将于本周通过全国艺术电影
联盟专线发行。

《波西米亚狂想曲》 由布莱
恩·辛格执导， 还原了皇后乐队
传奇的舞台经历， 也记叙了主唱
弗雷迪·莫库里的个人生活和心
路历程。 为了能完美还原出纯粹
的乐队细节和生活细节， 主创团
队更是请来皇后乐队成员布莱
恩·梅 （皇后乐队吉他手） 与罗
杰·泰勒 （皇后乐队鼓手） 两位
本尊参与影片监制工作。 皇后乐
队是上个世纪乃至现今最伟大的
摇滚乐队之一， 曾获得1990年全
英音乐奖杰出音乐贡献奖、 第60
届格莱美奖终身成就奖、 2001年
入驻美国摇滚名人堂。

□本报记者 赵思远 文/摄

对于北京市煤热院的职工们
来说， 地处西单地区的煤热院不
仅紧邻大悦城， 更拥有着属于职
工自己的 “大阅城”。 午后的北
京煤热院格外安静， 阳光洒进院
内的熊猫咖啡馆， 办公室职员张
梦妍在靠窗的桌前看着书， 窗外
有猫来回漫步。 舒服地坐在单位
的 “职工驿站” 里， 挑选、 阅读
自己最爱的书 ， 张梦妍相信 ，
“一本好书， 能教人了解这个世
界以及自己”。

小小煤热院 遍地是书香

工作时间外的张梦妍， 喜欢
游览大千世界，走过之处，看山水
景色，抑或是风土人情，印象深刻
的，便回去买来相关的书籍，读个
畅快。令张梦妍感到温暖的是，热
爱阅读的她在煤热院并不孤单，
不管是支部、社团，还是书屋、驿
站，都与书有着不解之缘。

在张梦妍看来， 煤热院读书
学习的氛围十分浓厚。 每逢单位
年度培训， 领导都会为职工推荐
一部好书； 工会、 人力资源部等
部门， 会为职工集中买书， 还为
大家购买了文创类的小笔记本，
供职工们记录读书心得； 大大小
小的社团， 经常会组织社员一起
读书； 就连煤热院的院刊上， 都
有 《悦读》 栏目， 给职工们分享
好书的平台。 2016年， 煤热院为

了让职工们拥有更加舒适的工作
和休息空间 ， 建成了熊猫咖啡
馆。 这家由职工自己设计的咖啡
馆， 装潢独具匠心， 色调素雅自
然， 职工们捐出的书， 摆放在阳
面的书架上， 琳琅满目， 在阳光
照射下充满温度， 让置身繁华商
区的煤热院 ， 多了几分安静悠
然。 “不午休可以来这里读书，

环境好 ， 看书也不觉得枯燥 。”
从此， 在熊猫咖啡馆读书， 成为
了张梦妍的习惯， 更成为了煤热
院的企业文化。

怀敬畏之心 做爱阅之人

“公司对书是敬畏的。” 煤
热院党委副书记、 纪委书记、 工

会主席井帅向记者介绍， 煤热院
读书的传统从未改变， 一直延续
到今天。 她表示， 公司团总支经
常为大家买书， 党支部也有流动
的图书角， 今年公司党建工作的
主题之一便是 “读一本好书 ”，
而公司培训发放的奖品， 也都是
书。 “我们拥有一支年轻的员工
队伍 ， 职工的平均年龄在三十
四、 五岁， 让我欣慰的是， 大家
都有着读书的习惯， 无论是管理
类的、 技术类的还是个人成长类
的书籍。” 井帅说， “读书使人
明理、 使人进步， 更重要的是读
书锻炼了大家的思维和表达能
力， 工作时交流起来， 沟通、 理
解能力都在一个频率， 能够提高
工作效率和水平。”

新入职员工如何快速了解专
业知识？ 中层管理人员如何提升
管理能力？ 女职工如何进一步实
现自我价值？ 煤热院针对不同的
职工群体 ， 都会为他们营造读
书、 学习的氛围。 张梦妍表示，
自己是学法律专业的， 而公司从
事的大多是工程设计工作， 这便
要 求 她 要 多 读 一 些 与 公 司 核
心 业 务相关的专业书籍 。 每逢
向公司申请， 公司都会为她提供
她想要的书籍进行 “精准服务”。
“我们鼓励职工读书， 除了希望
促进他们心灵成长， 更希望促进
他们的各方面 ‘技能’ 的成长，
在企业更好地实现自我价值 。”
井帅说。

由王小帅执导的影片 《地久
天长》， 刚刚在第69届柏林国际
电影节上揽括最佳男演员、 最佳
女演员两项大奖。 该片将于本周
上映。

《地久天长》 讲述患难与共
的两个家庭因为一场有隐情的意
外被迫疏远， 他们在时代洪流下
历尽伤痛与不安 ， 人生起伏跌
宕， 最终选择面对真相， 坦荡向
前的故事。 最新的海报， 截选了
影片中王景春、 咏梅扮演的父母
与独生儿子一家三口围坐吃饭的
画面。 场景逼真地还原上世纪80
年代的时代质感， 唤醒众多观众
久远的温馨回忆。 正如导演王小
帅的创作阐述， 当人们回望过去
的时候， 会直接切入某段经历，
就像 《地久天长 》 中的某段画
面。 王小帅表示， 希望观众们看
完电影， 就如同和角色一起， 走
过三十年起伏的人生。

这儿是西单
“大阅城”

■职工文化

白纸坊社区学校打造“红楼”文化系列活动

国家大剧院
公益演出
走进北控

■书屋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