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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凯 1979 年出生于加拿大温尼
伯，父亲曾是大学教授，母亲是一名社
工志愿者。受家庭熏陶，王凯从加拿
大乔治布朗学院教育学本科毕业后便
留校，从事教育工作。

文学，是王凯的毕生热爱。他从
小就喜欢看书，12岁时写出第一本科
幻小说，还专门去到加拿大达尔豪斯
大学和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学习诗歌和
创作。数十载的文学生涯，王凯在加
拿大发表过《龙虾革命》《新斯科舍省
的超市》等作品，参加过美国小说创作
月线上活动，推出过系列魔幻故事《吴
畏的神奇之旅》。

2014 年，得益于加拿大乔治布朗
学院和重庆外国语学校的教学合作项
目，王凯来到重庆工作。“在嘉陵江、长

江交汇处，这里重峦叠嶂、烟雾缭绕，
风景美丽，人也热情、友善。”王凯说，
初到重庆他就被重庆的城市特色吸
引。2016年，他与重庆姑娘王晓琳结
婚，就此安下心来，在山城做一名“教
书匠”兼“小作家”。

“写作，于我而言是最舒服的状
态，可以分享，给他人带去启发、快
乐。”教书之余，王凯保持着每天写
日记的习惯，旅行见闻、地道美食、
山水风光都被他记录在案，统一整
理后发至网络平台。在他的 Face⁃
book、Twitter 账号上，常有网民点
赞，称“有趣”“好玩”“看到了不一样
的中国”。

2020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
在重庆官方海外传播平台 iChongqing

担任兼职编辑的王凯，在搜集、编辑新
闻之余，用日记形式记录下在中国疫
情从暴发到得到有效控制的全过程。
从 2020 年 1 月 20 日到 3 月 19 日的 60
篇日记，被集结成《凯哥日记：一个加
拿大人的重庆战“疫”》出版，目前书籍
以多语种形式在海外面世。

“当时，社会各项工作都停摆。外
界对发生在中国的事很好奇，也有误
解。我想做的是，告诉大家一个真实
的中国。”王凯说，他惊叹于面对疫情
中国政府的快速响应和市民的众志成
城。在书中，收录着他的所见所思，取
消年夜饭、有限次数地去超市、网上参
加“云火锅节”……日记既纪实性地反
映他的生活体验，也描写了中国各地
的抗疫壮举。

字体设计师
尚巍去世

曾设计《我不是药神》

曾为《我不是药神》《哪吒之魔童降世》《白
日焰火》等影视作品进行字体创作的字体设计
师尚巍因车祸去世，年仅 30岁。8月 16日，尚巍
生前创办的笔染时光工作室发布讣告称，7 月
11日尚巍因为车祸意外不幸去世，现已返回家
中发丧安葬。

2018年年初《我不是药神》制作团队找到尚
巍，请他为电影定制了片头片尾字幕手写字
体。这在当时算是国内首部了。尚巍曾表示
《我不是药神》字体创作心得是“字写得很素，安
安静静地去表达吧”。之后，尚巍成为电影的特
约字体设计师，曾陆续为《悟空传》《白日焰火》
《军师联盟》等多部经典影视作品片名及字幕进
行过字体创作。

“汉仪尚巍手书”是尚巍在 2016 年 10 月份
发布的字体包，与传统的规整字体不同，这款字
体笔画张扬，极具个性，一经发布，就成为走红
的手写体字库。据悉，一套汉字字库的手稿制
作，至少需要三到四个月的时间，尚巍仅仅花了
28天就完成了创作。这 28天里，他每天工作 14
个小时以上，报废 4支毛笔、用尽 3瓶 500g的墨
汁，右肩膀全部肿起，右手比左手整整大了一
圈。

2019年，尚巍参与录制了《了不起的匠人》第
三期，讲述了自己的故事。作为一名手写字体设
计师，他坚持用手写延续书法的温度，将“手写”
的标签牢牢打在自己的身上。他自创的“汉仪尚
魏手书”字体被很多人喜欢，并使用。

尚巍写于今年7月3日的微博，提及了死亡：
“挺多次了，遇到了很难的事情，我都会问问自己
会不会死？如果不会……只要死不了，那就得继
续野蛮和倔强。所以你啊，不要遇到一点点压力
就把自己搞成不堪重负的样子，不要有一点点迷
茫就觉得前途暗淡无光，不要有一点点不开心就
搞得像是人生的至暗时刻。该奔跑的时候奔跑，
该休息的时候休息。白天归顺生活，夜晚臣服灵
魂。嗯。” 据《北京青年报》

《中国医生》票房
突破13亿元

据国家电影专资办数据统计，《中国医生》
的票房已突破 13亿元，位列年度票房总榜第四
名，国产片年度票房第三名，排在它前面的是两
部春节档华语片《你好，李焕英》《唐人街探案 3》
和好莱坞影片《速度与激情 9》。

《中国医生》是由刘伟强执导，张涵予、袁
泉、朱亚文、李晨领衔主演的抗疫医疗片。本片
根据 2020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真实事件改编，
讲述中国各地的白衣逆行者在这场浩大战役中
纷纷挺身而出、争分夺秒、浴血奋战在武汉前
线，不顾自身安危守护国人生命安全的震撼故
事。 丁晓晨

重庆“洋女婿”
写下“中国日记”

荷兰一座博物馆为有视力障碍的
人士举办特殊展览，向参观者提供视
觉以外的多重感官体验。

据路透社 8 月 18 日报道，乌得勒
支中央博物馆本月开始举办名为“盲
点”的展览，用实物还原一些艺术品描
绘的场景，同时提供耳机等，以方便视
障人士获得听觉、触觉、嗅觉等感官体
验。视力正常的参观者可戴上眼罩，
获得别样“观展”体验。

比如，荷兰画家弗洛里斯·范戴克

1610年创作的《静物和水果、干果及奶
酪》就以另一种形式出现在展览中。
原画中的餐桌、桌布、水果、奶酪等物
品以实物形式按画作中布局固定在画
框内。

路透社网站发布的照片显示，一
名参观者戴着耳机、眼罩站在画框前，
伸手触摸“画作”中物品。

有视力障碍的法里德·埃尔·曼
斯索里“参观”完上述作品后笑着
说，“首先打动我的是气味”，“我确

实能闻到奶酪气味，而且我也摸到
它了”。

筹划这次展览的是荷兰艺术家雅
斯珀·于丁克·滕卡特和设计师杰伦·
普林斯。滕卡特说，他们先前在一次
展览中帮助一名盲人参观者触摸到参
展作品。那名盲人当时非常感动，于
是两人策划了这次展览。

“盲点”参观者巴斯·苏尔兰说，这
场展览激发参观者视觉以外的感官体
验，让人“叹为观止”。 据新华社电

荷兰为视障人士举办“画展”

在重庆定居的加拿大人乔拉·凯·伍德（Jorah Kai Wood，中文名王凯）是重庆外国语学校
的外籍教师，同时也是一名作家。生活中，他会通过“写日记”的方式，记录下在中国的所见所闻，
并发布在海内外社交账号上。8月18日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希望通过文字增进外国友人对
中国的了解，架起交流的桥梁。

值得一提的是，《凯哥日记》发行
后，他还找到来自意大利、加拿大、美
国、澳大利亚等 12 个国家的文学博
主，请他们分享自己在疫情中的故
事。目前相关文字已整理好，正等待
校对出版。

“我是一半加拿大人，一半重庆
人。”王凯笑称，入渝七年，自己已是

“无辣不欢”，“最爱岳父的盐煎肉，老
婆包的饺子，早晨来碗豌杂面，火锅必
吃毛肚鸭肠”，甚至外出旅行时，他会
特意叮嘱爱人“记得带上火锅底料”。

“团团圆圆”“尊老爱幼”“和为
贵”……多年来，在妻子四世同堂的

家风影响下，王凯对中国文化有了
更深刻的理解，并身体力行地把中
华民族传统美德带回加拿大，以“团
圆”为例，曾经王凯家族成员几年见
一面，关系疏离，如今几十口人在王
凯号召下，常坐在一起聚会谈天。
青年时，王凯常与父母争得面红耳
赤，离家数月也不一定会打个电
话。现在，尽管隔着 13 个小时的时
差，他每天都要与父母视频一小时，
说说近况。

王凯告诉记者，他追求简单的生
活，教书育人、环游世界、含饴弄孙。
在教学中，他努力成为学生们的朋友，

不仅教授语言、创作、写作等课程，还
会通过一起看电影、去乡村研学等方
式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尽管已至不惑之年，王凯对科幻
写作的热爱丝毫不减，其以重庆乡村
见闻为灵感创作的小说《AmosGoe⁃
sElsewhere》已完成第一册，“后期还会
继续写下去，争取做成一个科幻系
列”。

王凯说，在长期计划里，他将继续
认知中国，向外传递好中国故事。短
期愿望，则是希望早日战胜全球疫情，
让远在加拿大的父母来中国看一看。

据中新网 钟旖 赵霄宇

描写中国各地抗疫壮举

向外传递好中国故事

王凯和妻子王晓琳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