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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横议

本报讯 为献礼第二届中国—

南亚博览会，云南省昆明市近日在

莲花池庭院剧场举办了为期 5 天的

戏曲文化周。其间，中国戏曲学院

副院长周龙等 20 余位教授和知名

演员，为观众演绎了精彩纷呈的经

典戏曲。 （余结红）

云南昆明戏曲文化周精彩纷呈

剧院博物馆：让观众多维度体验艺术
本报驻北京记者 李 雪

我们总是很难踩着点儿观看剧院

的演出，或者没有提前了解背景信息就

被动地开始欣赏一场表演。除了品茗、

上网和翻阅节目单，还有哪些方式可以

帮助观众一边消磨等候的时光，一边进

行观赏的预热？在为表演艺术搭建舞

台之外，剧院对艺术本体的延续还有其

他方式吗？

6 年 200 余场展览，超过 1000 万观

众，国家大剧院无疑给出了肯定的答

案。剧院在北边的水下廊道东西展厅、

艺术沙龙、现代艺术馆和可利用的公共

空 间 构 建 出 5000 余 平 方 米 的 广 阔 空

间。如果说剧场里的精彩演出只能浓

缩在一两个小时里，那国家大剧院的展

览则从容地铺陈开每部作品，呈现其文

化内涵和幕后细节。

剧院办展，提供一种新视角

将博物馆搬进剧院，在国内外都早

有实践。“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一些文化

机构、商业机构博物馆化的趋势就已出

现。这些机构把注意力转移到过去只

有博物馆才具备的收藏、展示，甚至研

究功能上，展览规模或大或小，藏品来

源于自身收藏或租借。”中国博物馆协

会秘书长安来顺说。安来顺曾在奥地

利维也纳、荷兰阿姆斯特丹、法国巴黎

等城市的知名剧院看到过不少此类展

览，这些博物馆每天接待大量的艺术爱

好者。在流行跨界融合的今天，国内剧

院办展正成为风尚。坐落于北京王府

井大街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其四层约

1300 平方米的空间即为国内首家展示

话剧艺术的专业性博物馆，漫步其中，

可一睹郭沫若、老舍、曹禺等戏剧大师

的手书文稿、导演手记、往来信件等，堪

称北京人艺的活历史。

国家大剧院副院长王争鸣表示，剧

院办展览并非易事，“历史上的剧院是

不具备展览功能的，所以公共空间面积

都不大，没有专门展厅，或只能在稍微

大些的空地上举办小型展示。而国家

大剧院作为国家最高表演艺术中心，在

建设之初，展览会议、艺术普及功能便

被考虑其中。”

“剧 院 展 览 的 特 殊 价 值 正 在 于 它

介于博物馆与剧院的中间地带，位置

上 的 模 糊 性 恰 恰 带 来 内 容 上 的 丰 富

性。基于这种中间地带，剧院的展览

可以为反观表演与展示提供一种新的

视角。”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著名策

展人徐冰表示。

打造多维度艺术体验模式

“很难想象，欣赏完用竹子做的奇异

乐器，晚上就能看它们是如何演奏出动

听的音乐的。”在近日开幕的“绿韵——

竹乐器暨竹文化艺术展”上，200 余件世

界竹乐器、竹工艺品集中亮相。一位来

自世界自然基金会的荷兰籍工作人员在

欣赏《翠竹清风·天籁之音——世界环境

日主题音乐会》前，参观了这些展品。

目前，国家大剧院的展览主要分为

表演艺术、视觉艺术和文化遗产3类。提

及这些展览，国家大剧院艺术品部部长

刘欲晓如数家珍：2009 年的“今夜无人

入睡——歌剧艺术主题展”展出了普契

尼、威尔第等作曲家的珍贵手稿、舞美

设计图、老海报及拍摄于 1915 年的普契

尼的唯一存世视频，让观众看到了歌剧

圣地意大利的艺术珍藏；2010 年的“高

山流水——古琴艺术展”举办了 24 场讲

座，现场的古琴演奏和制作工艺展示，

掀开了古琴艺术的神秘面纱；2011 年的

“兰苑芳鳌——中国昆曲 600 年全景”特

展，仅存一本的《昆剧全目》抄本、周总

理特批黄金制造的戏装和折子戏演出

等让人惊叹……据统计，仅 2007 年至

2012 年，国家大剧院的 128 场艺术展览

就累计接待了 720 万人次观众，同期 参

观 的 观 众 达 到 了 261.1 万 人 次 。 通 过

展 览 进 行 的 专 题讲座、学术研讨已超

百场。

“展览、演出、讲座三位一体，就是

为了给观众打造多维度、立体式艺术体

验模式。每场展览，我们都力图拉近艺

术和人们的距离，让观众在短时间内产

生对艺术的认同，同时拓展剧院舞台边

界，保护文化遗产。”国家大剧院院长助

理李志祥表示。

剧院文保，慎之又慎

国 家 大 剧 院“ 高 山 流 水 —— 古 琴

艺术展”举办期间，国家大剧院艺术品

部策展人陈非遇到一位专门负责古琴

修 缮 的 故 宫 博 物 院 工 作 人 员 。 可 就

是如此接近文物的人，都要借国家大

剧院的展览机会才能得见这些古琴，

可 见 这 些 文 物 的 珍 贵 和 文 物 展 的 级

别之高。而“中国玉雕石雕作品天工

奖 九 年 回 顾 展 ”的 玉 石 更 为“ 娇 气 ”：

展品不能用手摸，戴的手套要时刻保

持干净。

“动辄上千万元或上亿元，每个展

览都让我们提心吊胆。”提及展品的价

值，陈非表示。文物布展时，剧院只负

责定展位，在柜子里安置文物等工作

都是文物专业人员亲自动手。柜子封

上后上锁，钥匙封在信封里，文物专业

人员在信封上签字后交给剧院，但剧

院并没有开锁权。某次展览，工作人

员发现展柜里面玻璃没擦干净，又专

门请来专家，开信封取钥匙。“展览工

作 就 麻 烦 在‘ 文 物 ’二 字 上 ，运 输 、保

险、布展、撤展，所有环节都不能出纰

漏。我们对每个展品都有湿度、温度

的测量和记录，冬天干燥，湿度不够，

就摆一杯水，或者用加湿器加湿；夏天

湿度高，就要用干燥剂等排湿。”国家

大剧院艺术品部的庞杰介绍。

“齐物等观：2014年国际新媒体艺术三年展”于 6月 11日至 7月 7日在北京中国美

术馆展出。展览汇聚美国、法国、意大利、韩国等 22个国家和地区的 65位艺术家及艺

术家组合创作的 58件作品。图为观众在展览现场参观。 本报记者 陈 曦 摄

湖北举办第二届皮影戏调演

语文教材修订有待实践检验
房清江

日前，第 54 届兹林国际电影节

在捷克落下帷幕，由央视少儿频道

和央视动画选送的原创动画片《新

大 头 儿 子 和 小 头 爸 爸》荣 获 特 别

奖。这是央视原创动画作品首次在

国 际 重 大 电 影 节 上 获 得 殊 荣 。 同

时，电影节还为央视《新大头儿子和

小头爸爸之马年新愿》举办了专场

放映会，现场反响热烈，动画片受到

了当地小朋友们的欢迎。

《新 大 头 儿 子 和 小 头 爸 爸》是

一部以亲情和快乐成长为主题、适

合全家一起观看的动画片，该片第

一季自去年 11 月在央视少儿频道

播出以来反响热烈，最高收视率达

2.7%。作为《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

爸》的 创 作 和 出 品 单 位 ，央 视 动 画

更加关注给 予 孩 子 们 精 神 上 的 养

分 ，创 作 者 们 不 仅 充 分 发 挥 了 动

画 视 听 语 言 的 想 象 力 和 幽 默 感 ，

还 在 新 的 时 代 背 景 下 融 入 了 时 下

流 行 的 娱 乐 和 生 活 元 素 ，通 过 大

量 现 实 中 的 细 节 来 展 现 一 个 时

尚 、现 代 、温 馨 的 家 居 生 活 ，平 实

地 普 及 与 传 递 了 中 国 文 化 中 的 亲

情 观 与 家 庭 观 。 目 前 ，该 片 第 二

季 正 在 央 视 少 儿 频 道 每 晚 黄 金 时

间 播 出 ，“ 合 家 看 大 头 ”成 了 一 种

家庭时尚新主张。

兹林国际电影节是世界上历史

悠久、权威的国际性儿童和青少年

电影节，在业界享有盛誉。此次获

奖成为央视动画走向国际市场的重

大里程碑。 （陈 涛）

央视动画《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

荣获第 54届兹林国际电影节大奖

兹林国际电影节组委会主席为央视动画颁奖。

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揭晓
本报讯 （记者洪伟成 实习生

黄思宇）在《歌声与微笑》的熟悉旋

律中，第 20 届上海电视节颁奖典礼

暨闭幕式于 6 月 13 日晚在上海浦东

东 方 艺 术 中 心 举 行 。 万 众 瞩 目 的

“白玉兰”奖项在晚会中一一揭晓，

给第 20 届上海电视节画上了圆满

句号。

最具关注度的电视连续剧单元

中，《假如生活欺骗了你》摘取“白玉

兰”金奖，刘江凭借《咱们结婚吧》获

最佳导演，李潇、于淼凭《大丈夫》获

最佳编剧，王志文凭《大丈夫》再夺

“视帝”桂冠，“视后”则花落《辣妈传

奇》中的“辣妈”孙俪。电视电影/迷

你剧类、动画片类、纪录片类的各类

奖项也都“名花有主”。

整台颁奖典礼在“捡拾”几代电

视人集体记忆的过程中，对上海电

视节举办 20届的历程进行了盘点。

2013 年 7 月，语文出版社召集

启动语文版小学、中学教材修订的

攻坚战。据媒体报道，目前，语文

版小学一二年级新版教材和初中

一二年级新版教材已经通过教育

部验收。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

教材修订是脱胎换骨的。”比如，二

年级上学期第二课，记者看到歌曲

《天路》以诗歌的形式入选教材，三

年级的延伸阅读中收录了台湾歌

手周杰伦的歌曲《蜗牛》。

这些年，对语文教材诟病的声

音不断，比较集中的观点是经典的

缺失、儿童视角的缺失、快乐的缺

失和事实的缺失。因而，如何对语

文教材进行修订便成为各方议论

的焦点。

语文教材修订最终需要靠课

文内容的选定来体现，这恰恰是难

点，也最容易引起争议。毕竟，所

选定的课文本身所传递出来的信

息是相当丰富的，每个人都有不尽

相同的解读。这丰富的集合，或许

远 大 于 编 者 切 合 定 位 的 那 个 范

围。譬如《天路》、《蜗牛》都是歌

词，有形式合适与否的争议，也有

内容俗与雅的争议，还有所谓“正

能量”的争议。

事 实 上 ，语 文 作 为 表 达 的 手

段，其表达的思想和审美取向有争

议也是魅力之一，哪怕是经典，没

有 质 疑 的 也 只 是 极 个 别 的 现 象 。

换言之，语文教材的修订过程中，

围绕自身的定位，其实难以避免课

文内容本身道德标签的判断，能够

做的是尽可能淡化和避免固化，问

题 是 内 容 的 选 定 如 何 在“ 众 口 难

调”中兼顾做得更好。

语文教材修订只有“方向标”

没有“标准件”，判断一本教材是否

成功的标准之一是孩子们是否喜

欢，是否能够从中受到启迪、领略

到美感。对于一本尚在路上的修

订 教 材 ，说 其 脱 胎 换 骨 还 为 时 过

早，还有待实践的检验。此外，教

材终究是服务于教育的，教育方向

与教学手段还需要回归到语文的

规律与价值立场上来，剥离掉承载

的 过 多 目 的 ，跳 出 标 准 答 案 的 窠

臼，放弃单纯道德与价值说教的立

场，顺应孩子们天性和自由发展的

特点，来引导和培养孩子的认识能

力和思维能力。只有如此，教材之

于教育才会相得益彰。

本报讯 （驻 湖 北 记 者 徐 超

王永娟）由湖北省群众艺术馆和湖

北省皮影艺术协会主办的第二届

皮影戏调演于 6 月 14 日至 16 日在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礼堂举行。

本届皮影戏调演精选仙桃、云

梦、巴东、麻城等地的 10个皮影戏团

队，进行了4场高质量的皮影戏演出。

本报讯 （驻黑龙江记者张建友）

记者 6 月 13 日从黑龙江省文化厅了

解到，由文化部和黑龙江省人民政府

共同主办，黑龙江省文化厅、黑龙江

省外事办和黑龙江省人民广播电台

共同承办的第四届黑龙江国际文化

周将于 6月 30日至 7月 4日在哈尔滨

举办。

第四届黑龙江国际文化周共分

演出板块、展览板块、讲坛板块和哈

尔滨板块四大部分。演出板块共设

21 场演出，来自俄罗斯、阿尔及利

亚、韩国等国的演出团体与中央民

族乐团、黑龙江省歌舞剧院、黑龙江

省杂技团等国内演出机构共同参与

演出。活动期间，黑龙江省图书馆

将开展“俄罗斯文学赏析”“永远的

莎 士 比 亚 ”两 场 讲 坛 活 动 ，省 博 物

馆、省图书馆等多家单位将举办 17

个大型展览。哈尔滨板块将举办歌

舞演出、交响乐演出、民乐演出及美

术展览、文艺讲坛等活动。

黑龙江省文化厅厅长宋宏伟表

示，黑龙江开展面向全球的文化交

流活动，对于增进了解、加深友谊，

推动黑龙江与世界各国多领域合作

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也是黑龙江经

济社会文化发展的迫切需要。

本报讯 （记者白炜）为进一步打

击网络侵权盗版，依法治理网络空间，

净化网络版权环境，6月 12日，国家版权

局、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工业和信

息化部、公安部 4 部门在北京启动第十

次打击网络侵权盗版专项治理“剑网”

行动（简称“剑网 2014”专项行动）。与

以往专项行动相比，此次专项行动将打

击部分网站未经授权大量转载传统媒

体作品、严重侵害权利人合法权益的侵

权行为纳入重点任务之中。

据 国 家 版 权 局 相 关 负 责 人 介 绍 ，

“剑网 2014”专项行动确定了 4 项重点任

务，即保护数字版权、规范网络转载、支

持依法维权和严惩侵权盗版。

专项行动将通过查办案件和引导

规范两个手段，组织网站开展自查自

纠，加大主动监管工作力度，加强网站

版权监督审核，完善网络版权许可付酬

机制，引导报刊社与大型商业网站开展

版权合作，完善网络转载许可付酬措

施，形成网络转载等使用作品依法依规

许可付费使用的合作双赢机制。

此次“剑网 2014”专项行动将加强

对新闻网站、音视频网站、文学网站、游

戏网站的监管力度，严厉打击未经许可

转载、非法传播他人作品的侵权盗版活

动；严厉打击故意为侵权盗版提供搜索

链接、广告联盟接入、信息存储空间等

违法网络服务行为。

中国老年书画研究会山西扶贫

黑龙江国际文化周设21场演出

“剑网 2014”行动严打网络侵权盗版

简 讯

“大地情深”——国家艺术院团志愿服务走基层青岛行活动，近日在山东省青岛市大剧院和人民会堂举行，中央民族乐团为

当地观众带去两场精彩的管弦乐音乐会，演出曲目包括琵琶独奏《十面埋伏》、二胡齐奏《赛马》等。图为演出现场。

本报驻青岛记者 华 伟 摄

本报讯 （记者李珊珊）6 月 14

日、15 日，北京西城区百花深处艺

术团小百花越剧团在民族文化宫

大剧院演出原创越剧《黄道婆》。

《黄道婆》以真实史料为基础，

讲述了南宋末年的黄道婆从童养

媳到世界闻名的棉纺织革新家不

平凡的一生。

《黄道婆》在民族文化宫大剧院上演

（上接第一版）

“ 我 们 从 没 和 这 家 机 构 有 此 类 协

议，古董、艺术品抵押贷款业务我们也

从没开展过，我们已经注意到这种虚假

宣传行为，已经由法务部门出面要求他

们立刻停止这种恶意行动并且承担法

律责任。”这家国有大型银行的相关负

责人向记者表示。

对此，信昶方面改口称，它们发放

的贷款均由基金自身提供，不需要从银

行获取。

市场创新应鼓励
跨部门监管补漏洞

广州市文化主管部门有关人士接

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作为一项新

生事物，古董、艺术品抵押贷款本身受

到鼓励，但近年来发展迅猛的艺术品流

通市场的确存在很多不良现象，如何加

强监管是一个紧迫课题。

“以往一些拍卖机构故意虚构价值

甚至欺骗收藏者，让他们缴纳高额手续

费、中介费参与拍卖，最后流拍，这种现象

已经引起了市场的警惕，一些机构可能会

构想出其他渠道诱骗收藏者。”他说。

张铮说：“现在全国收藏市场很火

热，参与者很多都是普通百姓，如果没有

外在约束和监管，欺诈行为泛滥，会有很

多人受骗上当，会给这个行业乃至全社

会带来不好影响。”

针对藏家疑虑，有关专家接受记者

采访时认为，随着各类创新金融工具的

引入，古董、艺术品市场流通已变成跨

部门监管领域。“文物、文化部门可以管

辖到是否出境等非法倒买倒卖行为，但

是在拍卖、估价、保险等方面的运作，涉

及工商、银监等多个部门，一旦发现违

法违规现象就应及时查处，避免造成更

多恶果。” （新华社广州 6月 16日电）

本报讯 （记者胡克非）6 月 10 日至

12 日，由文 化 部 主 管 的 中 国 老 年 书 画

研究会组织、30 多位书画家参与的扶

贫助教活动在山西省两个国家级贫困

县娄烦县和静乐县举行。画家挥毫泼

墨，现场为两县分别创作了 100 幅书画

作品。

中国老年书画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唐麟松代表中国老年书画研究会向娄

烦县和静乐县各捐赠了 100 幅会员书

画作品。两县也随即举办了获赠书画

作品展，深受书画爱好者的欢迎。这次

扶贫活动将书画家的作品完整地保留

在县里，以便当地的群众、爱好者以及

青少年学习参观，像这样大规模地将

书 画 作 品 赠 与 贫 困 地区，在国内尚属

首次。

此外，书画家们还在两县为孩子们

进行了作品赏析和点评。中国美术家

协会会员王明泽对记者说，他没想到在

贫困地区学校中，教师们还在平时的授

课中加入了书画课程，看到他们为中华

传统文化薪火相传做出的不懈努力，自

己感到非常欣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