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通讯员
徐菁） “精彩！ 这位选手真的唱
出了我的心声， 我决定把这宝贵
的一票投给他!” 9月12日， 在成
都温江区第一福利院内， 上演了
一场精彩的 “红歌好声音 ” PK
赛， 300余位耄耋老人和中建二
局安装公司的志愿者围坐在一起
提前庆祝国庆。

清晨6点， 志愿者们就赶到
福利院布置会场， 摆放瓜子、 水
果和精心准备的晚会纪念品； 打
气球、 弄彩带， 忙的不亦乐乎。
上午9点， 老人们在志愿者的搀
扶下陆续进场。脸上粘着贴纸，92
岁的梅继志笑得像个孩子：“今天
的比赛 ， 我一定是全场最闪亮
的。 ” 随着一声“比赛开始”， 第
一位参赛者率先上场。 一首 《没
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瞬间点

燃了全场的气氛， 全场300多人
齐声和唱。 86岁的姜秀华激动地
说：“我们这些人一路见证了祖国
日益强大、富强，现在日子啊， 甜
得像蜜一样， 我从心底里祝愿我
们的祖国越来越好。”

比赛现场， 来自中建二局的
志愿者胡定章忙着给老人们递水
果， 这已经是他投身公益志愿服
务的第五个年头。 提起做公益的
初心， 他说： “作为新时代的中
建青年， 我们都要努力活成一束
光， 传递更多的正能量。”

除了日常的义工服务， 中建
二局安装公司还积极投身于精准
扶贫， “彩虹益路” 助学行动连
续三年资助近百名高三学生圆梦
大学 ， “中建高技能人才培训
班” 帮助贫困青年学习技术、 获
得岗位， 助推脱贫攻坚。

耄耋老人赛红歌迎国庆

■职工文化

本报讯 （记者 王路曼 ） 为
弘扬民族传统文化， 提高职工综
合素质， 丰富业余生活， 近日，
顺义区胜利街道总工会举办手工
扎染体验活动， 吸引30余位职工
前来参与。

“扎染， 是我国民间特有的
印染方法， 其工艺从扎到染都具
有丰富的创造性。 扎染作品色彩
艳丽、 图案变化无穷。” 活动中，
老师为大家详细讲解了扎染的历
史、 技巧和扎染基本技法。 听完
讲解， 职工们已经迫不及待地想
要把捆绑、 染色、 冲洗、 拆线等
技法运用到自己的作品中。 扎染

作品随机性强， 充满光晕渐变的
神秘感 。 职工们充分发挥想象
力， 各自进行创作， 一件件色彩
亮丽、 风格独特的作品随之呈现
在大家面前。

“此次活动不仅让职工们体
验了扎染这种古老的染色工艺所
蕴藏的智慧与创造力， 同时还提
升了职工的个人技能、 综合素质
和自我价值感。” 胜利街道总工
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未来， 他们
将举办更加丰富多彩的特色文化
活动， 邀请职工参与其中， 在提
高职工综合素质的同时， 丰富职
工们的业余文化生活。

■文娱资讯 ■北京展览

9月17日至11月17日
中国国家博物馆

回归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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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利的《神曲》版画展

“回归之路———新中国成立
70周年流失文物回归成果展 ”，
是中国首次对流失文物追索返还
工作成就进行全景式展览， 一大
批重磅文物将集中亮相。

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
通过执法合作、 司法诉讼、 协商
捐赠、 抢救征集等方式， 已促成
了300余批次， 14万余件海外中
国文物的回归。

在此次展览中， 国家文物局
从中精心挑选了25个最具代表
性、 文物价值高的流失文物回归
经典案例在展览中展出， 来自13
个省市、 18家文博单位的600余
件回归文物参展， 对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以来流失文物回归的历
史性成就进行全面总结展示。

展出文物包括大名鼎鼎的伯
远帖卷、 中秋帖卷、 五牛图卷、
圆明园兽首、 秦公晋侯青铜器、
青铜虎鎣、 王处直墓浮雕、 龙门
石窟佛像等珍贵文物。 而最新回
流的曾伯克父青铜组器也将在该
展上 “首秀”。

总总有有一一种种精精神神
让让人人类类为为自自己己喝喝彩彩

但丁·阿利基耶里被认为是
中古时期意大利文艺复兴中最伟
大的诗人， 也是西方最杰出的诗
人之一， 最伟大的作家之一。

达利为但丁 《神曲》 创作的
100幅插画， 与 《神曲》 诗篇的
三部曲在节奏、 内容和内在精神
上保持了一致 ， 他以 “地狱 ”
“炼狱” “天堂” 三大篇章为题，
在但丁逝去700年之后， 达利用
了十年的时间研究并完成创作，
又在插画的基础上， 于上世纪60
年代在巴黎完成了此次来到中国
展出的这批版画的制作。

在这批作品中， 观众将能看
到达利常用的一些夸张怪异的变
形与绘画符号， 但他在这批作品
的画面中呈现给观众的， 更多的
是理性的思考、 深沉的情感， 以
及对但丁在 《神曲》 中对自由平
等的诉求、 对理想爱情的诗意表
达和对现实生活中艰苦磨难的绘
画语言转化。

《徒手攀岩》 不是一部故事
片， 而是一部纪录片。 由美籍华
裔导演金国威与其妻子伊丽莎白
联合执导。 该片于2018年8月在
美国上映， 于2019年9月在中国
上映， 记录了美国攀岩大师亚力
克 斯·霍 诺 德 （Alex Honnold）
2017年6月3日无辅助徒手攻克美
国优山美地国家公园3000英尺高
（约914米） 的酋长岩的全过程，
这次攀岩共用时3小时56分钟 ，
是人类第一次徒手征服酋长岩。

它是酋长岩， 世界上最高的
单体式花岗岩巨石， 几乎垂直耸
立于天地之间， 壮观又让人望而
生畏， 仿佛在告诫人们———“我
就是来供人类膜拜敬畏的”；

他是亚力克斯， 1985年生于
美国加州， 世界上最优秀的攀岩
选手。他从11岁开始，连续7年，每
周花6天时间在攀岩馆训练自己
的攀岩技巧和体能。 19岁那年，
他从大学缀学， 私自开走家里的
旅行车， 由此全身心投入他的徒
手攀岩生涯。 他已经征服了全世
界所有的陡岩， 除了酋长岩。

它与他， 由此开始了一场漫
长的死磕。 酋长岩不需要说话，
因为在此之前， 全世界的徒手攀
岩选手从来没有在它身上成功
过， 更何况一大批最优秀的徒手
攀岩选手已经相继殒命。 据说这
个行当的死亡率是50%,而顶尖选
手的死亡率肯定超过80%， 剩下
的20%是因为望而却步， 选择了
金盆洗手，才得以保全性命。亚力
克斯曾经数十次开车围着酋长岩
兜圈打量 ， 他也无数次劝诫自
己———“退缩才是明智的选择”。
但酋长岩对顶级攀岩选手的诱惑
力实在太大了， 用亚力克斯的好
友 、 职业攀岩高手汤米的话来
说———“酋长岩就像攀岩界的奥
林匹克金牌 ， 选手要么拿下金
牌， 要么丧命”。

登顶就是全世界的金牌， 失
手就是万劫不复的毙命。 亚力克
斯该何去何从？ 或许有人会说，
既 然 徒 手 攀 岩 风 险 这 么 大 ，
为 什 么不选择带上安全绳攀登
呢 ？ 亚力克斯等人对此的解释
是： 徒手攀岩完全依靠的是人类
自身的能力， 而带着安全绳， 就
像烧水， 只能烧到90度， 永远烧
不开。

完全依靠人类自身的力量征

服酋长岩这个 “宇宙中心”， 亚
力克斯最为可敬的地方， 不在于
其超凡的勇气， 而在于其超常的
智慧。 人， 作为万物之灵， 在攀
爬的天赋技能上远远不及猿猴，
但人类特有的智慧和知识， 则是
动物界望尘莫及的。 亚力克斯在
征服酋长岩的过程中， 淋漓尽致
地展示了人类智慧的高度。

亚力克斯在2017年徒手攀爬
酋长岩之前， 已经有20年的经验
积累， 然而面对狂傲的酋长岩，
他还是做了最周密的备课。 他曾
先后60多次系上安全绳攀爬并记
录下每一个难点要点， 并规划出
了一条最科学的线路， 而后对这
条线路划分出20多个区块， 对每
一个区块的动作要领做了反复演
练和记录。 他说： “只有我有十
足的信心后， 我才会开始徒手攀
岩的挑战。” 换句话说， 这位高
手之所以仍然幸存， 是因为他从
来不打无准备之仗。

一旦攀岩开始， 与亚力克斯
博弈的就不再是岩体 ， 而是死
神。 克服恐惧的方法， 对亚力克
斯来说， 永远只有一个， 那就是
人皆有恐惧———“我通过不断地
反复练习动作， 来拓展我的舒适
区。 我会一点点减少恐惧区， 直
到压根儿感觉不到恐惧。”

这一段心得简直可以作为人
类修身进阶的圣经来看待———因
为人类皆有一颗向上的心， 为了
更高更快更强， 我们唯一能做的
就是不断地消减恐惧和风险。 而
克服恐惧和风险的不二法门， 就
是用不断的学习和训练让自身日
益强大起来。 在生命的每一天，
都要不放松地提升自己， 驱除阴
影， 修正错误， 直至进入光明敞
亮的新境界。

我们并不会因为有了亚力克
斯的徒手登上酋长岩的记录而因
此停止敬畏自然法则， 但我们真
的可以因为有了亚力克斯真实的
战胜自我的心路历程而为人类的
上进心感到骄傲。 心灵的成长与
否其实并非由业绩的成败来决
定， 但追求心灵的高光点却不能
因为阴霾和挫折而停止脚步。 既
然选择了出发， 就请拿出人类的
精气神， 告诉自己， 孤独和苦难
是完全属于你自己的财富， 心灵
只有经过漫长寂寞的加持才会最
终闪闪发光。

□□周周兴兴旺旺

《《徒徒手手攀攀岩岩》》：：
■■娱娱乐乐杂杂谈谈

新华社电 人物传记纪录片
《百年巨匠———京城四大名医 》
近日在京开机。

《百年巨匠———京城四大名
医》 是 《百年巨匠·中医篇》 的
开篇之作， 将以４部８集的规模，
拍摄萧龙友、 施今墨、 孔伯华和
汪逢春4位以高尚的医德、 精湛
的医术， 在20世纪30年代就享誉
华夏的中医大师。 此片将记录他
们的成长经历和人生故事， 回望
20世纪中国社会的思想发展 、
文化演进、 社会变迁的史实， 展
示近现代中国中医药事业的发展
历史。

《百年巨匠———京城四大名

医 》 总导演周兵说 ， 本片将以
“寻访、 感受、 呈现” 作为风格
的依据， 化说教为故事， 化学术
为知识， 化笼统为细节， 集结有
价值的人物与事件、 珍贵的影视
资料， 呈现大师心路历程。

《百年巨匠———京城四大名
医》 由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中国艺术研
究院、 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
（集团） 等单位联合摄制。

大型人物传记纪录片 《百年
巨匠》 聚焦20世纪为中华文明作
出突出贡献的大师巨匠。 目前 ，
已在央视等数十家电视台播出，
受到广泛好评。

纪录片《百年巨匠》在京开机

胜利街道总工会
开展职工手工扎染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