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驻京记者 周渊

京味儿话剧诠释“玩家”百态
北京人艺原创大戏《玩家》再登首都剧场舞台

“价码儿” “上道儿” “甜买卖”
“辨 窑 口 ” ……满 台 纯 正 的 京 味 儿 语

言， 拷问人性真假的深刻主题 ， 浓浓

的 生 活 气 息 和 时 代 变 迁 、 人 生 起 伏 ，
北京人艺原创大戏 《玩家 》 暌违一年

再度与观众见面 ， 本轮演出将从 8 月

10 日持续至 27 日。
这部三个多小时的 “超长” 大戏，

既讲述了收藏 “玩家 ” 们的故事 ， 也

让人在笑与泪之间咂摸人生况味 。 10
日晚的首都剧场座无虚席， 开演前 14
场门票均售罄 ， 谢幕时满堂叫好 ， 这

些熟悉的场景与去年如出一辙 。 散场

时分 ， 一些上了年纪的老戏迷不住地

说： “好看！ 京味儿大戏又回来了。”

戏里戏外展现“求真”精神

一只真假莫辨的 “元青花 ” 瓷瓶

让玩家惦记了三十年 ， 也折射人心的

真与假。
《玩家 》 由作家刘一达编剧 ， 北

京人艺院长任鸣导演， 汇聚了冯远征、
闫锐 、 梁丹妮 、 王刚 、 杨佳音等北京

人艺实力派演员。
“京城的地面儿卧虎藏龙 ， 玩家

向来真人不露相。” 《玩家》 全剧围绕

冯远征饰演的大玩家靳伯安祖传的元

青花瓷瓶展开 ， 故事背景贯穿上世纪

80 年代 、 90 年代和 21 世纪 ， 一个负

载了靳家血泪 、 数十年没人见过真容

的瓶子 ， 围绕它营造出一个又一个悬

念 ， 也 展 现 了 不 同 人 的 层 次 和 境

界———老 一 代 玩 家 靳 伯 安 ， 看 似 在

“玩”， 却参透收藏和人生 ； 梁丹妮扮

演的关婶 ， 则用女性特有的宽容化解

着人与人之间的隔阂 ； 青年演员闫锐

饰 演 的 新 玩 家 齐 放 ， 在 时 代 中 沉 浮 ，
始终没有丢掉玩家的骨气和北京人的

局气……
二度与观众见面的 《玩家 》 有何

新亮点？ 在 10 日举行的发布会上， 导

演任鸣坦言， 通过更深入地挖掘作品，
使他有了更深感悟 ： “我们的主题就

是求真 。 收藏界在求真 ， 人性更是在

求真。”
这种 “求真 ” 精神也融入到戏里

戏外。
“与以往看录像复盘表演的情况

不同 ， 《玩家 》 的再排练充满了重新

创作的乐趣。” 任鸣举例， 冯远征和闫

锐 扮 演 的 师 徒 二 人 之 间 对 手 戏 最 多 ，
剧中一段师傅拿出珍藏的元青花 ， 徒

弟在一旁惊呆了的戏 ， 俩人就反复试

了不知多少次 。 “虽然曾有过演出经

验， 但此番从眼神 、 表情 、 停顿到整

体行动 ， 在排练过程中都进行了反复

试验 ， 最终真正做到了在舞台上的真

实感 。 组里很多青年演员们则从细节

入手 ， 一边琢磨一边改 ， 正是这种不

断求新的再创作精神 ， 让 《玩家 》 本

轮演出又增添了很多新亮点。”

京味儿最重要的是精神和情怀

京 味 儿 十 足 的 人 物 语 言 无 疑 是

《玩家》 的另一大亮点， 地道的京片子

从演员口中密集而出 ， 犹如 “北京话

测试 ” 一般 ， 或幽默十足 ， 或犀利精

辟 ， 插科打诨 、 嬉笑怒骂间 ， 尽显京

味儿文化独特的魅力。
“话剧姓话 ， 这部戏最重视语言

的韵味和灵魂。” 编剧刘一达表示。 此

前他曾耗费 40 多年心血研究北京话 ，
为创作 《玩家》， 他把自己 “沉” 进收

藏界 ， 十年间修改了十余稿 ， 才将这

部 戏 搬 上 舞 台 。 他 坦 言 ： “十 年 间 ，
主题也由单纯歌颂改革开放逐渐打磨

成今天 ‘求真’ 的深意。”
京味儿 ， 在语言之外更是一种精

神和情怀 。 已执导了十余部京味儿戏

的任鸣认为 ， 《玩家 》 除了要给观众

呈现出生动 、 好看的故事情节 ， 刻画

鲜活深刻的人物形象 ， 还要在传承京

味 儿 文 化 上 有 所 继 承 、 发 展 和 创 新 。
“用戏剧在舞台上记录北京， 突出表现

北京文化、 北京记忆、 北京特色”， 正

是他希望传递的精神内涵 。 值得一提

的是 ， 该剧中青年演员们塑造的角色

也让观众看到了人艺新生代对京味儿

戏的传承。
北京戏剧家协会副主席李龙吟曾

在观剧后第一时间就以 “北京的地儿，
北京的事儿 ， 北京的人儿 ， 北京的味

儿 ” 肯定了 《玩家 》 作为京味话剧的

成功 。 李龙吟曾在北京市朝阳区分管

文物工作多年 ， 著名的潘家园旧货市

场就在他的管辖范围内 。 他感叹 ， 舞

台上所演绎的 “玩家风云”， 很多都能

在潘家园找到原型 ， 比如以收藏为主

的靳伯安 ， 以倒腾为主的魏有亮 ， 还

有收藏和倒腾兼顾的齐放 ， “《玩家 》
里 还 有 一 位 王 小 民 ， 捡 了 一 个 漏 儿 ，
几万块钱出手 ， 认为自己发了 ！ 看到

这 东 西 上 拍 卖 行 卖 了 上 百 万 ， 疯 了 ！
抱个垃圾筒非说是青铜器 ， 这事儿在

古玩行不鲜见。”
李龙吟说 ： “以老舍先生开创的

京味儿话剧一直是北京人艺的看家本

领 。 弄出北京的味儿是真功夫 ， 北京

什么味儿 ， 文字还真不好表达 ， 进了

剧场看了戏 ， 你才能体会到 ： 北京的

味儿， 回来了。”
（本报北京 8 月 12 日专电）

《赵
城
金
藏
》史
料
抢
救
性
摄
录
取
得
重
要
发
现

与
《永
乐
大
典
》《四
库
全
书
》《敦
煌
遗
书
》一
同
列
入
国
图
专
藏

本报北 京 8 月

12 日专电 （驻京记

者周渊）11 日， 国家

图书馆举办 《赵城金

藏》 珍贵史料调查工

作报告会，介绍《赵城

金藏》 重要历史资料

抢救性摄录取得的重

要发现以及 《赵城金

藏》 复制工作和后续

揭示利用等计划。
《赵 城 金 藏 》与

《敦煌遗书 》《永乐大

典》《四库全书》 一同

被誉为国家图书馆四

大专藏。 800 多年来，
围绕着《赵城金藏》涌
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

事迹， 特别是抗战时

期我党领导下的八路

军和爱国志士共同抢

救藏经， 谱写了一段

光辉历史。 国图副馆

长、 国家古籍保护中

心 副 主 任 张 志 清 表

示， 为让广大民众深

入了解这一历史 ，缅

怀先烈在民族危亡之

际保护转移 《赵城金

藏》的义举，国家古籍

保护中心将进一步做

好《赵城金藏》珍贵史

料的整理工作， 并与

相关单位共同合作挖

掘其所蕴藏的文化宝

藏， 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于今年 6 月正

式启动《赵城金藏》重要历史资料抢救

性摄录工作。 工作组于 7 月起赴山西

太原、临汾、运城等六个地市，收集抗

战时期我党领导抗日武装抢救 《赵城

金藏》的档案、史料等有关内容，抢救

性拍摄现存碑铭、寺院、遗址、遗迹。据
介绍，通过此次抢救性摄录，国家古籍

保护中心初步形成了一份全面系统的

历史资料，对《赵城金藏》的传承保护

和学术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据悉，此次拍摄全程近 2000 公里，

走访各类单位、机构近 30 家，采访相关

知情人 20 余位， 了解到更多不为人知

的历史细节。 比如：工作组实地考察绛

县太阴寺，得到了《雕藏经主重修太阴

寺碑》碑阴资料，对判断太阴寺碑的性

质、考证《赵城金藏》刊刻历史等提供了

证据；在重走八路军抢救《赵城金藏》
路途中， 找到太岳二军分区驻地和反

扫荡中转移藏匿《赵城金藏》的亢驿小

马岭的三口石窑，充实了抢运《赵城金

藏》 情报提供者穆彬烈士的生平事迹

……这些历史细节， 更让人切身体会

到八路军为保护《赵城金藏》辗转各地

的艰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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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家》 暌违一年再度与观众见面， 本轮演出将从 8 月 10 日持续至 27 日。 图为演出现场。 李春光摄

足尖和冰刀交替演绎古老故事

莫斯科芭蕾舞剧院创排《天鹅湖》亮相京城

本报讯 （记者姜方 ）冰舞芭蕾舞剧

《天鹅湖》 昨晚在北京展览馆剧场上演。
这场《天鹅湖》由俄罗斯莫斯科芭蕾舞剧

院创排， 其独特之处在于根据剧情将舞

台一分为二， 芭蕾舞和冰舞两种叙事方

式交替讲述“天鹅湖”这个古老的故事。
舞台上， 既有芭蕾舞步演绎的高难

度技巧动作， 也有冰舞演员带来的极速

滑行。 莫斯科芭蕾舞剧院曾携这部作品

造 访 世 界 多 个 舞 台 ， 收 获 了 不 俗 的 口

碑 。 有 评 论 认 为 ， 两 种 艺 术 样 式 的 融

合， 不仅渲染出了 《天鹅湖》 的梦幻氛

围， 也带给观众视听冲击。 值得一提的

是， 根据演出的需要， 舞台上还会融入

呼啦圈、 花式跳绳等其他表现元素， 而

此次中国巡演则特意加入了中国元素 ，
演员会踩着冰刀在舞台上抖空竹。

自 1877 年首演以来 ， 芭蕾舞 《天

鹅湖》 被改编成多种艺术样式。 相比观

众熟悉的足尖上的艺术芭蕾舞， 冰舞则

相对小众。 冰舞源于花样滑冰， 舞者伴

随音乐节奏在冰上进行表演。 经过多年

演 变 ， 冰 舞 不 仅 成 为 一 项 冰 雪 运 动 项

目， 也被不少艺术院团运用在舞台表演

之上。 据悉 ， 在结束了北京演出之后 ，
冰舞芭蕾舞剧 《天鹅湖》 将在下周亮相

于上海东方艺术中心的舞台。

舞台上，
一 边 是 芭 蕾

舞 者 用 芭 蕾

舞 步 演 绎 高

难 度 技 巧 动

作 ， 另 一 边

是 冰 舞 演 员

进 行 炫 目 的

极 速 滑 行 。
图 为 该 剧 先

前 来 华 演 出

时的剧照。
图 ／视觉中国

“帐篷不断运来，住得也更舒服了”
———九寨沟地震震中漳扎镇群众安置点见闻

“这都是昨天晚上运来的，现在一

共有 150 顶左右的帐篷了。 ”漳扎村党

支部书记尼美指着新搭建的一批帐篷

说，“第一次运来七八十顶，比较小，容

易折。 昨天晚上又运来 76 顶棉质的，
很厚很大，住着更舒服了。 ”

漳扎镇是四川 “8·8”九寨沟地震

震中，漳扎村位于镇政府附近，这里是

较大的受灾群众临时安置点， 分为一

队二队三队 3 个片区，共安置 1000 人

左右。8 月 11 日，四川九寨沟地震抗震

救灾工作进入新阶段。 受灾群众是否

得到充分安置，受到更多关注。 记者走

进了漳扎村受灾群众安置点。
更多帐篷、食品发放到群众手中。

记者 10 日来到一队走访时看到，很多

村民住得还比较紧张， 并处于缺电状

态。 而 11 日，记者再次来到安置点走

访看到， 这里新搭建了一批更加宽敞

舒适的棉质帐篷， 很多村民已搬到里

面居住。 一些村民说：“帐篷不断运来，
住得也更舒服了。 ”住得更加舒服的同

时，供电问题也已初步解决。 此前由于

没有电力供应，村民吃饭大为不便，只

能靠存有的煤气或木柴取火做饭。 11
日下午，记者在三队走访时，恰逢四川

阿坝州红原县供电公司抢修队来到了

漳扎村安置点进行抢修作业。 抢修队

李师傅对记者说， 此前他们堵在了路

上，昨晚道路打通，他们今天上午赶到

了漳扎镇，为这里每户帐篷架设电线。
两天来， 吃饭问题一直有基本保

障。 这里客栈饭店众多，村民把储存的

肉、菜等食品取出来，生火做饭。 记者

看到，有的村民吃的是炖排骨，有的村

民菜品有白菜、萝卜、土豆等等。 相关

部门还发放了很多矿泉水和一些方便

面到各个安置点。 记者在存放救灾物

资的漳扎镇小学看到， 这里堆放着大

量饮用水 、帐篷 、棉被等物资 ，一些群

众拿着村里的证明前来领取。
更让群众感到踏实的是， 医疗队

伍也从九寨沟县城来到各个安置点 ，
为受灾群众提供医疗服务。 在漳扎村

二队， 记者见到了来这里提供服务的

四川省人民医院医疗服务队。 村民聚

在一张桌前， 请医疗队员给自己量血

压等。 服务队队长、四川省人民医院急

诊科主任曾俊说，此前他们一直在九寨

沟县医院救治伤员，现在县城的伤员处

置得差不多了，11 日就来到安置点。 与

他们一起到来的还有华西医院等医疗

队，主要诊治轻伤员、慢性病患者和地

震中受到惊吓的群众， 还有一些腹泻、
发热患者，并关注是否有疫情发生。 当

天下午，九寨沟县防疫中心人员也来到

安置点喷洒药物，开展防疫工作。
为防范意外情况， 村里还成立巡

逻队。 “每天对各个安置点进行巡逻，
以确保安全。 ”尼美对记者说。

新华社记者 张萌 钟群 杨迪

（新华社四川九寨沟 8 月 12 日电）

■关注九寨沟 7 级地震

匠心筑造，与时间打擂台
(上接第一版 ) 这一想法得到了公司高

层的肯定， 邓福弟被派去坐镇现场， 这

位在建设领域浸润了 30 多年的 “老兵”
擅打硬仗， 担任过中俄商务项目 “波罗

的海明珠” 总指挥， 以及上海迪士尼项

目执行副总指挥。
去年底， 第一批 “先遣部队” 上岛

时， 没树、 没水、 没电、 没信号， 只有

黄沙遍野、 海风劲吹。 现场由上海建工

总承包部统筹， 土建、 钢结构、 水电安

装、 装饰等工序无缝连接。
技艺得之于守， 用之于破， 创之于

离。 负责旅检大楼项目主体结构施工的

项目副经理范欢欢介绍， 合计土方开挖

6.58 万立方米 、钢筋 1.29 万吨 、混凝土

7.37 万立方米的工作量，需要在短短 75
天内完成。 即使在上海完成如此大工作

量，通常也要半年以上工期。 为此，项目

部组建远超常规编制的 63 人精英管理

团队， 合议制定超过 30 本专项方案，解
决澳门与内地之间建设规范不 同 的 困

难，为项目急速推进保驾护航。
从上海调配而来的主设备———6 台

1200 吨的巨型塔吊 ， 仅次于建设上海

中心的 1280 吨塔吊。 由上海市政府授

予的 “吊装英雄队” 集结领命， 依仗一

手精吊细筑的绝活， 操纵铁臂衔起万吨

钢梁， 凭借日积月累练就的手感， 大胆

实施变幅、 回转、 起升、 降落， 最终安

全精准地把巨型柱吊装到位。 一个月就

完成了 2.3 万吨的吊装量， 创下上海建

工 60 年吊装历史的新纪录。 随着钢结

构大功告成， 项目的生产重心将逐步转

移， 防火涂料施工渐进佳境， 幕墙部分

穿插其中 ， 各道环节齐头并进 ， 主 抓

“两个一体化” ———钢结构、 幕墙、 屋

面一体化； 设计、 制作、 安装一体化。
同心山成玉， 协力土成金。 如今走

上人工岛， 一眼望去， 大规模钢结构建

筑群已然成型。 “这么多人、 设备顶着

太 阳 在 ‘熬 ’ ， 大 家 真 的 是 用 心 在 建

设。” 邓福弟说。 每每看到热火朝天的

建设场景， 他的心中泛起波澜： 从最初

上岛时， 全部家当只有两台土方车、 一

台挖掘机、 十几名工人， 到项目一步步

踏上正轨， 有了像模像样的指挥部、 办

公区、 生活区， 再到最高峰时 3000 名

建设者的日夜劳作 ， 这一路艰 辛 与 磨

砺， 惟有亲历者才能体会。
进入雨季， 岛上海风不息， 乱云飞

渡，正合着一句古韵：大风起兮云飞扬，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邓福弟的办公室位于指挥部二楼， 开窗

就能一睹工地全貌， 列次左右的正是建

设者上岛时铺设的两条“生命线”，一条

连接岛外，一条通向工地，来自上海的建

设者以自我激励的方式为它们命名———
“上建东路”和“上建西路”。如今，澳门口

岸管理旅检大楼建设正在冲刺……

救援队伍持续在灾区搜救失联人员
四川省对灾区房屋建筑开展震后安全性鉴定

本报讯 综合新华社消息， 12 日，
救援队伍在九寨沟地震灾区对失联人

员进行了持续搜救，并将此前 11 日发

现的遇难者遗体运送下山。 截至记者

发稿时为止，暂未发现失联人员踪迹。
另悉，中国地震局 １２ 日发布，九寨

沟 ７．０ 级地震最大烈度达到九度， 六度

区及以上总面积为 １８２９５ 平方千米，共

造成四川省、甘肃省 ８ 个县受灾。
目前四川省已开始着手组织专业

力量， 对灾区的房屋建筑开展震后安

全性鉴定工作。 专家提醒广大受灾群

众，已明显不能正常使用的房屋，要禁

止随意靠近和进入；对那些受损不重、
但又不确定是否安全的房屋， 应根据

鉴定结论来决定是否可以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