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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银幕幕掠掠影影

《史努比：花生大电影》
导演： 史蒂夫·马蒂诺
11月6日

《移动迷宫2》
导演： 韦斯·波尔
11月4日起

电影 《移动迷宫2》 根据詹
姆斯·达什纳的畅销小说改编而
成， 由迪伦·奥布莱恩、 卡雅·斯
考达里奥、 托马斯·桑斯特、 李
基弘等多名鲜肉演员继续主演，
韦斯·波尔担纲导演。 此番迎来
续集， 在第一集中成功逃出迷宫
的小鲜肉们， 似乎将面临更加棘
手的挑战。

早在第一集中， 电影如游戏
闯关的设定就让观众们觉得扣人
心弦， 第二集闯关将会升级。 最
令喜欢末日题材观众惊喜的是，
《移动迷宫2》 加入了被耀斑辐射
感染的 “僵尸” 这一族类， 如何
对抗这群因病毒感染而变为嗜血
怪兽的生物也成为小组成员的一
大挑战。 在新的一集里由派翠西
娅·克拉克森饰演的Wicked头目
艾娃·佩吉将会重新复活， 托马
斯如何带领成员们一步步揭开神
秘组织Wicked的种种内幕将是
本集最大的看点。

““红红迷迷嘉嘉年年华华””
打打造造红红学学最最大大盛盛会会

曹曹雪雪芹芹诞诞辰辰330000周周年年纪纪念念大大会会举举行行

本报讯 （记者 白莹 ） 10月
30日下午， 由北京曹雪芹学会、
海淀区委宣传部联合主办的 “第
六届曹雪芹文化艺术节·纪念曹
雪芹诞辰300周年纪念大会” 在
北京植物园曹雪芹纪念馆雪芹广
场举办。

今年是曹雪芹诞辰300周年，
为纪念和缅怀这位伟大的文学
家、 思想家， 也为更好地扩大曹

雪芹 《红楼梦》 文化的国际影响
力， 进一步推广中国传统文化走
出去， 曹雪芹诞辰300周年纪念
活动贯穿今年全年， 从2015年4
月至12月 ， 陆续举办了文艺演
出、 曹红文化展、 学术论坛等活
动 ， 形成 “一个主场 、 两条线
路” 即北京海淀主场、 国内文化
之旅 、 海外文化之旅的活动布
局。

曹雪芹诞辰300周年纪念大
会重磅推出五大亮点， 成为第六
届曹雪芹文化艺术节全年系列活
动的高潮。

由二十世纪福克斯出品的电
影 《史努比： 花生大电影》 将以
3D、 中国巨幕的版本同步全球
在 中 国 内 地 全 面 上 映 。 史 努
比 这 个诞生65周年的卡通人物
将被好莱坞著名动画制作团队蓝
天工作室 ， 首次以3D形式搬上
大银幕。

影片中， 熟悉的花生角色查
理·布朗、 史努比、 查理·布朗的
妹妹、 露西等等跃上大银幕， 通
过3D效果与观众近在咫尺 ， 更
觉可爱。 透过片方发布的零星片
段， 也能看到电影的一些核心元
素， 爱情、 友情等等， 经常闹出
一些搞笑 “囧” 事的查理·布朗
在这一集中会迎来自己绽放光芒
的时刻， 而史努比也会在天马行
空的幻想中上演一出决战 “红色
男爵” 英雄救美的故事。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 10月
30日， 京津冀 “非遗” 舞蹈和民
间传统舞蹈展演在北京月坛体育
馆举办， 从京津冀地区一百多个
节目中脱颖而出的16个节目参加
展演。 现场既有入选国家级或省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
狮舞、 京西太平鼓、 霸王鞭等舞
蹈， 也有充满浓郁地方风情， 特
色鲜明的民俗舞蹈。

此次活动是由北京市文联、
天津市文联、 河北省文联主办，
北京舞蹈家协会、 天津市舞蹈家
协 会 、 河 北 省 舞 蹈 家 协 会 承
办 ， 是落实京津冀三地文联在
京签署的 《京津冀文艺事业协同
发展合作框架协议》 的一次具体
行动， 旨在为了充分展示京津冀
区域文化特色， 深入挖掘文化内
涵。

展演现场， 北京市西城区第
二文化馆、 北京市门头沟区京西
太 平 鼓 民 间 艺 术 团 、 天 津 北
辰 区 文化馆 、 天津汉沽文化馆
龙舞飞镲老会、 河北省沧县龙凤
特技舞狮团等演出单位为观众献
上了 《京竹声声 》 、 《鼓舞太
平》、 《津门太平鼓》、 《汉沽飞
镲》、 《狮舞》 等精彩的舞蹈节
目。

近年来， 非物质文化遗产民
间舞蹈的传承与保护成为当代舞
蹈艺术发展的一项重要课题。 人
们已经日渐深刻认识到作为草根
文化的民族民间舞蹈， 它蕴含着
民族特有的思维、 理念、 情感、
习俗、 生活方式， 是表达民族认
同感和历史感的重要方式， 正是
因其文化内涵的包容性才长存于
历史流变中。 京津冀 “非遗” 舞
蹈和民间传统舞蹈展演汇集了京
津冀三地的 “非遗” 保护项目和
民间传统文化项目， 在展演现场
演员们的精彩表演赢得了观众的
阵阵掌声， 受到了观众和评委的
一致好评。

京津冀 “非遗” 舞蹈和民间
传统舞蹈展演的成功举办， 在充
分展示京津冀地区经济快速发展
的同时， 反映了京津冀地区群众
文化活动的蓬勃发展， 提升了京
津冀地区民间传统文化的知名度
和影响力。

本报记者 马超/摄

10月31日， 麦子店街道第五
届国际社区文化季正式开幕。 此
次文化季活动将持续到明年2月，
分为 “味道、 温馨、 生活” 等共
计8大板块 ， 将举行厨艺大赛 、
残疾人欢乐康复嘉年华、 中外居
民圣诞嘉年华等活动， 让居民在
家门口找到属于自己的文化舞
台。 另外， 中国舞蹈家协会将在
麦子店地区设立服务点， 为居民
提供专业文化指导。

本报记者 陈艺 摄影报道

孙隆椿向北京曹雪芹学会捐赠了所有 《红楼梦》 藏品

麦子店
社区文化季开幕

京津冀“非遗”
展各地民俗风情

为纪念这位伟大的文学巨
匠， 2015年曹雪芹艺术节组委会
曾多次联合上海古凡交响乐团 ，
在上海， 甚至走出国门在维也纳
美泉宫 ， 米兰世博会成功上演
《红楼梦音乐传奇》。 红楼梦音乐

传奇曲目由87版电视剧 《红楼
梦》 全版音乐原创作者、 著名作
曲家王立平老师倾心打造， 重温
耳熟能详的旋律， 重拾如诗如梦
的情怀。 《红楼梦音乐传奇》 是
可以根据场地、 听众、 演出团队

的变化而及时调整的音乐会， 是
音乐和文学的珠联璧合之作， 向
不同的人群传递艺术魅力。 10月
30日， 红迷们相聚西山， 在曹雪
芹晚年创作 《红楼梦》 的海淀西
山黄叶村， 再次梦回红楼。

此次纪念大会嘉宾阵容可谓
非常强大， 除了国家部委、 北京
市、 海淀区的相关领导外， 还有
诸多 “曹学 ”、 “红学 ” 专家 。

不仅如此， 久负盛名的87版 《红
楼梦》 导演王扶林， 更具焦点的
是在87版 《红楼梦 》 中 ， 饰演
“王熙凤” 的邓婕以及饰演 “迎

春” 的金俐俐等著名演员也将齐
聚现场， 他们在现场的向曹雪芹
致敬仪式环节， 让人仿佛穿越时
空， 看到了曹公的背影。

亮点一： 名人云集嘉宾阵容庞大

亮点二： 京津冀协同共促发展
为促进曹雪芹 《红楼梦》 文

化事业、 文化产业全面发展， 自
2013年起， 北京曹雪芹学会先后
发起成立了曹雪芹文化发展联盟
和曹雪芹文化产业联盟。 本次纪

念大会， 曹雪芹文化发展联盟和
文化产业联盟代表， 包括河北正
定荣国府、 丰润曹雪芹文化园以
及 北 京 大 观 园 、 曹 雪 芹 纪 念
馆 的 管理者也都汇聚一堂 ， 致

力打造曹红文化生态圈。 同时联
盟中的京津冀地区文化机构和文
化企业深入交流， 积极践行京津
冀协同发展理念， 共同纪念曹公
诞辰。

亮点三： 捐赠《红楼梦》 藏品
2015年， 年逾七旬的卫生部

原副部长孙隆椿向北京曹雪芹学
会捐赠了自己所藏所有红楼梦相
关书籍和工艺品藏品。 这是孙隆
椿副部长花了30多年的心血一点
一滴积累起来的， 他利用工作之

余，收藏了各类《红楼梦》版本、研
究资料、工艺品近万件。孙隆椿收
藏的目的是希望把这些散落的资
料集中起来， 交由一个机构去展
览，供大家使用和查阅，让更多的
人认识红楼梦，了解红楼梦，研究

红楼梦，把红学发扬光大。如今孙
部长年事已高， 经历过两次大手
术， 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在他意识
尚清之际把他所有的红楼收藏品
托付给曹学会， 能为毕生收藏找
个安置，不负爱红之心。

亮点四： 曹雪芹诞辰300周年纪念特展揭幕
在纪念大会当天， 经过重新

布展焕然一新的曹雪芹纪念馆将
重新开放， 这将是红学史上最具
特色， 最大规模的一次展览， 是
曹雪芹诞辰300周年纪念大会的
点睛之笔。

1963年， 在周恩来总理、 陈
云副总理的直接关怀下， 中华人
民共和国文化部在故宫文化殿举

办了大型的曹雪芹展览。 52年过
去了， 那次活动直到今天依然成
为人们追忆和称赞的文化盛事。
今年， 时值曹雪芹诞辰300周年，
在党中央倡导弘扬优秀中华传统
文化背景下， 在人们渴望传统文
化回归的迫切心情下， 特展全新
大规模布展并于纪念大会当天揭
幕， 更有着当下的重大意义。 曹

雪芹诞辰300周年特展， 将成为
世人全方位了解曹雪芹， 欣赏、
研究红学文化的重要场所。 在闲
暇之余， 游人不仅可以观赏京城
西山秋色， 进入黄叶村， 更可了
解曹雪芹的生平， 体验他的创作
环境， 深刻理解他的作品 《红楼
梦》， 多角度感受我国传统文化
精粹， 格物致知， 怡情养性。

亮点五： 《红楼梦音乐传奇》 黄叶村古槐树下上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