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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京味儿碰上匠味儿
□本报记者 赵思远/文 彭程/摄

话剧《翔云8号院》幕后

4月21日 ， 在京演民族文化宫
大剧院， 由北京市总工会出品， 劳
动午报社与北京纯京味儿艺术剧院
共同制作的话剧 《翔云8号院》， 将
照常在晚上七时三十分与观众们见
面。 可下午三四点的化妆间里， 便
陆陆续续地挤满了准备的演员。

一部弘扬工匠精神的话剧， 同
样汇聚了具有工匠精神的主创人
员。 年轻的95后女演员于姿逸， 在
剧中饰演了中年女性角色 “顾嫂”，
不管是服装发型 ， 还是妆容表情 ，

她都尽可能地去运用各种细节， 最
大限度地贴合角色年龄与故事情
节； 而中年演员李北为演好自己的
反面角色， 一个接打电话的动作都
要将时间节奏控制到极致。

反映工厂生活， 展现京味儿文
化， 这部汇聚众多元素的话剧在舞
台上通过对场景逼真的设计和服装
道具的高度还原， 让观众产生身临
其境之感。 路边摊儿的小桌子，成排
的啤酒瓶，颜色鲜艳的工装，抑或是
工会主席衣服上别着的党徽， 都让

台下的职工观众联想到自己工作生
活的诸多场景，引发内心的共鸣。

饰演工会主席 “周武” 的主演
杨平友坦言， 文艺界经常提倡要坚
守的 “艺德 ”， 与本剧中要弘扬的
工匠精神有着相通之处。 面对台下
的 “北京大工匠 ”、 产业工人 、 职
业院校学生， 杨平友表示， 要真实
地还原工会主席的 “娘家人 ” 形
象， 并和同事们用匠心演好工匠角
色， 以实际行动向社会传递弘扬工
匠精神的声音。

第一次饰演工会主席的杨平友， 为了将角色刻
画的细致入微， 背后做了许多工作。

话剧在舞台上通过对场景逼真的设计和服装道具的高度还原， 让观众产生身临其境之感。

董丹军演过工人、 农民、 技术能手， 也在小时候体验
过这些职业， 所以演起工匠得心应手。

执行导演兼陆大拿扮演者云峰， 在演出前对现场道具
进行最后的调整工作。

演出开始前， 观众们纷纷在巨幅海报前留影。 下午一点左右， 演员陆续来到化妆间开始化妆。

大工匠王月鹏在演出结束时代表北京大工匠致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