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电 北京人艺 “镇院
之宝” 《茶馆》 近日再次登上首
都剧场。

北京人艺院长任鸣说， 深刻
反映时代 、 反映人民生活 ， 是
《茶馆》 成为北京人艺乃至中国
话剧史上里程碑式作品、 上演至
今仍然受到热捧， 甚至成为一种
文化现象的重要原因。

老舍于1956年创作三幕话剧
《茶馆》， 以老北京裕泰茶馆的衰
败为背景， 以茶馆掌柜王利发为
线索， 展现了戊戌变法后、 军阀
混战时期和抗战胜利后中国三个
时代的社会变化， 用老舍自己的
话说， 要表达 “葬送三个时代的
目的”。 1958年首次被北京人艺
搬上舞台 ， 由焦菊隐 、 夏淳导

演 ， 引起轰动 。 60多年过去 ，
《茶馆》 已成为北京人艺的 “看
家戏”， 也是中国目前演出场次
最多的话剧。

此次复排由杨立新任执行艺
术指导。 梁冠华、 濮存昕、 杨立
新、 雷佳、 吴刚、 龚丽君、 冯远
征、 兰法庆、 闫锐等演员将登台
演出。

北京人艺再演“镇院之宝”《茶馆》

69场精彩演出亮相暑期艺术节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近

日 ， “ 八 喜·打 开 艺 术 之
门———2021暑期 艺 术 节 ” 启
动。 在59天的艺术节期间， 69
场精彩演出、 10个特色艺术夏
令营、 10场名家讲堂将亮相中
山公园音乐堂。

据了解， 今年暑期艺术节
从7月4日起持续至8月31日 ，
共推出名家名团、 挚爱经典、
国乐流芳、 童趣时光、 青春芳
华、 紫禁城听戏6大系列、 69
场演出。

今年暑期艺术节将分别由
北京交响乐团、 中央芭蕾舞团
担纲开幕、 闭幕演出。 艺术节

期间， 北京京剧院、 北方昆曲
剧院、 中国评剧院、 中国杂技
团、 北京儿童艺术剧院、 中国
木偶艺术剧团等北京市属院
团， 将携手中国广播电影交
响乐团、 中国广播民族乐团、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 北京爱乐
合唱团、 北京现代舞团等国家
级 院 团 倾情奉献一场暑期文
化盛宴。

今年暑期艺术节还将推出
京剧、 琵琶、 合唱、 打击乐、
竖琴、 铜管、 吟诵朗诵等10个
艺术夏令营。 此外， 还全新开
设昆曲 、 古琴 、 埙笛箫夏令
营， 并特设 “进阶班” 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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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光影映“红楼”

本报讯 （记者 陈曦 ） 西城
区西四南大街24号， 是有着近70
年历史的红楼电影院。 经过改造
后， 它变身为北京市首家公共藏
书楼———红楼公共藏书楼 。 近
日， “百年光影” 红色电影展映
季首映式在此举办， 一系列经典
红色电影将随之上演。

首映活动充分利用了前身为
红楼电影院的红楼公共藏书楼特
点 ， 以 “阅读+电影 ” 的方式 ，
与现场观众一同重温红色经典电
影 《开天辟地》， 并特邀全国党
的建设研究会特邀研究员、 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顾问李洪

峰 ， 对影片进行深度解读 。 在
“百年光影” 电影展映季活动中，
红楼公共藏书楼还将放映 《建党
伟 业 》 《 辛 亥 革 命 》 《 我 的
1919》 《建国大业 》 《革命者 》
等一系列经典红色电影。

西城区相关负责人介绍， 西
城区政府从2012年开始对红楼电
影院进行改造， 将这里打造成由
政府提供空间， 委托社会机构运
营 ， 集私人藏书楼 、 公共图书
馆、 实体书店诸多功能于一身的
复合型阅读空间， 有效盘活闲置
的文化资产， 延展留存的文化记
忆， 实现阅读内涵的与时俱进，

现成为以阅读为核心竞争力的文
化新地标。

记者了解到， 除开展 “百年
光影” 红色电影展映季活动外，
北京市西城区委宣传部、 西城区
文化和旅游局以及西城区阅读推
广中心还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100周年阅读活动 ， 包括 “夏
日晒书节” “火红七月·共享书
韵” 阅读空间特色活动等， 将挖
掘西城红色资源， 整合阅读空间
特色资源， 借助 “阅读地图” 小
程序 ， 以 “阅读+红色文化传
播+红色景点深度游 ” 的方式 ，
开展系列主题阅读活动。

百年戏院吉祥大戏院重张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近日，

“百年正芳华 梨园献吉祥” 吉祥
大戏院开业典礼暨京剧名家名段
演唱会在吉祥大戏院上演。 随着
演唱会中 “吉祥如意 ” 篇的开
场， 阔别28年的百年戏院吉祥大
戏院重张。

当晚， “京胡圣手” 燕守平
率先携中、 青年琴师带来京胡名
曲 《迎春》， 奏响了演出的序曲。
随后来自北京京剧院、 上海戏剧
学院、 中国戏曲学院的众多京剧
名家轮番登台， 带来了 《四郎探
母》 《红灯记》 《锁麟囊》 等经
典名剧片段。

吉祥戏院的装修改造工程于
2020年5月启动， 2021年4月工程
竣工。 重张的吉祥大戏院大量应
用预铸式高强度玻璃纤维石膏板
等新型建筑材料， 辅以剧院内大

量的装饰彩绘， 打造出 “原声剧
场”， 让无论是位于一层的古风
茶座， 还是二层的贵宾沙发席位
观众处处都能感受VIP的视听感

受。 同时， 剧场设计了伸缩座椅
等多功能设施， 场地空间灵活多
变， 为举办多种类型的演出创造
了条件。 盛丽 摄

西城红色电影展映季启动

本报讯 （记者 于彧 ）记者近
日从北京市广播电视局了解到，
献礼建党百年的电视剧 《铁马豪
情的日子》（原名 《北京以南》）即
将播出。该剧以长辛店为背景，以
民国初期民间“小人物”的视角，
展示了大时代背景下的中国工人
运动和爱国主义精神。

作为北京产业工人的主要集
聚地， 长辛店在中国马克思主义
传播史、 中国共产党创建史、 中
国工人运动史上， 都占有十分重
要而特殊的地位， 是中国共产党
早期组织领导建立的第一个产业
工会所在地。 电视剧 《铁马豪情
的日子》 讲述了20世纪初至新中
国成立后， 长辛店工人阶级在民
族独立、 国家强盛、 工业崛起的

历史进程中奉献自我的故事， 记
录了长辛店铁路工人大罢工事
件， 展示了中国工人阶级在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发展壮大， 并登上
世界政治舞台的历史进程。

电视剧男女主人公为长辛店
普通的铁路工人， 在接受了中国
共产党的先进思想之后， 开始组
织工人运动 ， 反抗资本家的压
迫。 “七七事变” 后， 长辛店被
日本人占领， 二人配合晋察冀抗
日根据地运送战备物资、 搭救技
术骨干、 传递重要情报。 新中国
成立后， 男女主人公分别担任机
修厂的车间主任和设计师， 带动
工厂开启了建设社会主义的热
潮， 作为民族工业发源地的长辛
店开始崛起并取得了飞速发展。

改革开放以后， 新时代工人代表
继承了老一辈工人的遗志， 刻苦
钻研高科技， 最终研发出了世界
先进的轨道维修技术装备， 实现
了老一辈工人的 “大工匠 ” 梦
想。

记者了解到， 2019年北京信
托与北京市广播电视局签署 《战
略合作框架协议》， 启动 “主旋
律影视剧” 文化产业投资合作框
架， 电视剧 《铁马豪情的日子》
为该协议下首个落地项目。 北京
信托相关负责人介绍， 参投该剧
是北京信托立足首都文化中心功
能建设，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 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
有机统一， 是为首都影视剧行业
发展作贡献的具体体现。

记录长辛店工运历史

电视剧《铁马豪情的日子》将播

本 报 讯 （ 记 者 边 磊 ）
《胡同里的幸福》 新书发布仪
式近日在朝阳门社区文化生活
馆举办。 该书以图文并茂的形
式记录城市发展， 深入聚焦百
姓的幸福感。

由中共东城区委、 区政府
策划， 中共东城区委宣传部与
北京广播电视台合作推出的十
集大型人文纪录片 《胡同里的
幸福》，在BTV新闻频道《这里
是北京》 栏目播出后引发广泛
反响， 为了更好地展现近年来
东城区建设成果， 同名图书同
步推出。 全书以“五个东城”谋
篇布局，共分为十个篇章，涵盖
文化建设、城市更新、优化营商

环境、基层社会治理、助力脱贫
攻坚等多个领域， 从不同角度
展现了东城区各项事业的发展
成果，诠释在建设首善之区、追
求美好生活道路上的东城风
貌。

中共东城区委宣传部有关
负责人介绍说： “新书 《胡同
里的幸福》 以 ‘幸福’ 为着眼
点， 以东城的文化地貌胡同为
标识， 以图文并茂的形式记录
城市发展， 深入聚焦百姓的幸
福感、 获得感， 透过群众身边
的点滴变化， 呈现核心区的幸
福生活 ， 生动讲好 ‘东城故
事’ ‘北京故事’。”

通讯员 王峥 摄

新书《胡同里的幸福》发布
生动讲好“北京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