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娱资讯

本报讯 （记者 张江艳 ） 昨
天， 记者从国家大剧院获悉， 大
剧 院 管 弦 乐 团 近 日 正 式 发 布
2016/17乐季演出计划。 从今年4
月至明年 3月 ， 新的乐季将以
“弦外有声” 为主题， 为观众带
来103场正式演出 ， 包括34场音
乐会和69场歌剧。

在新乐季， 国家大剧院首席
指挥吕嘉将和众多海内外优秀音
乐家亮相演出， 既有郑明勋、 捷
杰耶夫等国际顶尖的老派大师，
也有彼得·克劳斯·弗洛、 哈努·
林图、 帕沃·柯岗这些首次获邀

的当今世界乐坛中坚力量， 还有
吕绍嘉、 张国勇、 张艺、 李飚、
胡咏言、 汤沐海等享有国际声誉
的优秀华人指挥家。

为与全球乐坛同步纪念三位
文艺大师的生辰或逝世， 乐团特
意精心策划了三大系列， 也将是
这个乐季的重要看点： 在纪念莫
扎特诞辰260年的 “精粹莫扎特”
中， 乐团将上演13部莫扎特的歌
剧、 交响乐和室内乐作品。 在纪
念肖斯塔科维奇诞辰 110年的
“秘境肖声” 中， 乐团将在哈努·
林图、彼得·克劳斯·弗洛、帕沃·

柯岗和吕嘉的带领下， 上演肖斯
塔科维奇的第五、第八、第十交响
乐以及恢弘的《森林之歌》。 而在
纪念莎士比亚逝世400年的“莎翁
乐话”中，乐团则将上演6部莎士
比亚体裁的作品， 包括威尔第歌
剧《麦克白》，也包括柴可夫斯基
的幻想序曲 《暴风雨》 和 《哈姆
雷特》， 门德尔松的 《仲夏夜之
梦》序曲，以及来自柏辽兹和普罗
科菲耶夫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此外， 本乐季， 由作曲家陈
其钢和钢琴家王羽佳担纲的两大
驻院艺术家项目也颇为亮眼。

本报讯 （记者 崔欣） 4月17
日， 慕田峪杯 “长城小镇、 大美
渤海” 全国摄影大展暨2016慕田
峪春季踏青欢乐季启动仪式在慕
田峪长城景区拉开序幕。

此次全国摄影大赛于2015年
4月正式启动 ， 活动历时一年 ，
共收到来自北京、 河北、 江苏、
浙江、 安徽等25个省、 市500多
名摄影家和爱好者创作的摄影作
品近9000幅， 通过摄影爱好者独
特的拍摄视角， 展示了长城四季
美景、 历史古迹和人文风情。 经
大展专家组评定， 最终评选出89
幅优秀作品。

另据了解， 主办方在2016慕
田峪春季踏青欢乐季活动启动仪
式上宣布， 彩跑活动将于5月21
日举行。

届时， 市民可以带上自己最
爱的人来到慕田峪长城， 在感受
历史沧桑的同时， 享受彩跑运动
带来的无限欢乐和彩色粉带来的
运动激情。

崔欣 摄

■娱乐杂谈

荧屏“秀童”
不能没底线

亲子类真人秀电视节目自引
入国内以来日趋流行， 众多电视
台争相 “上马”， 成为娱乐行业
“新现象”。 但在风风火火的视觉
秀背后， 有各界对未成年人被过
度商业化、 娱乐化包装而产生不
良社会影响的忧虑。

自亲子类真人秀 《爸爸去哪
儿》 后， 国内掀起一股明星携子
女参与真人秀节目的热潮， 这类
节目甚至成为一些电视台的 “台
面 剧 ” 。 业 内 人 士 曾 经 点 评 ：
“虚火太旺， 但又不得不跟风”。

参加真人秀节目 “挣快钱”
的诱惑， 让不少明星携家带口上
阵， 博取名利双收之效。 然而，
在公共平台上播出的真人秀节
目， 对缺乏社会经验和认知的未
成年人来说 ， 具有强烈的示范
性， 其社会影响远远超出一档节
目本身。 此外， 有的真人秀节目
因儿童权益引发纠纷， 过度商业
化、 过度消费未成年人等不良影
响可窥一斑。

给明星亲子真人秀节目 “降
虚火” 的呼声不绝于耳。 ２０１５年
７月，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
出 《关于加强真人秀节目管理的
通知》， 要求真人秀节目不能变
成拼明星和炫富的场所， 应注意
加强对未成年人的保护， 尽量减
少未成年人参与， 对少数有未成
年人参与的节目要坚决杜绝商业
化、 成人化和过度娱乐化的不良
倾向以及侵犯未成年人权益的现
象。 同年９月起实施的新广告法
也做出明确规定， 不得利用不满
十周岁的未成年人作为广告代言
人。

日前，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
局又出台真人秀 “限童令”， 将
从节目数量、 内容、 播出时间等
方面对此类节目进行引导调控，
目的就是要通过正确的价值引
导， 为尚未成年的孩子撑起一把
“保护伞”。 相关真人秀节目应更
注重精神内涵， 用积极的价值导
向为社会风气注入正能量。

（新华）

□本报记者 任洁 文/摄

《猎神：冬日之战》

《我的新野蛮女友》
4月22日
导演： 赵根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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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幕掠影

由克里斯·海姆斯沃斯、 杰
西卡·查斯坦、 查理兹·塞隆、 艾
米莉·布朗特四位好莱坞著名影
星联袂主演的动作史诗电影本周
在国内与北美同步上映。

《猎神： 冬日之战》 是2012
年影片 《白雪公主与猎人》 的前
传， 讲述在冰雪王国中， 猎神埃
里克 （海姆斯沃斯饰） 因与女勇
士萨拉 （查斯坦饰） 相爱而违反
了禁令， 为了爱情和正义， 两人
与统治者邪恶女王 （塞隆饰 ）、
冰雪女王 （布朗特饰 ） 展开对
抗， 历经艰辛后最终结束了邪恶
统治。 影片制作班底强大， 特效
由 《沉睡魔咒 》 的幕后团队担
纲， 埃里克与萨拉的武器及两位
女王的服饰也均由好莱坞的名家
担纲设计。

4月22日
导演： 塞德里克·萨科

■职工文化

年轻时当了20年兵， 转业后
在税务局工作了十几年， 无论本
职工作多么繁忙， 都没有消减他
对书法的喜爱， 利用一切业余时
间苦心钻研这门艺术。 不仅能创
作， 还擅长理论， 翰墨雅韵， 这
就是获得北京市 “职工艺术家”
称号的市地税局干部李建春。

李建春1960年出生在山西长
治， 爷爷、 父亲和大哥都是当地
有名的木匠， 受家族影响， 他从
小就对绘画写字， 尤其是在纸上
画线产生兴趣。 虽然当时没有好
的学习环境， 但他靠自学练得一
笔好字， 18岁时被征兵干部相中
应招入伍。 在部队20年， 他忙于
工作无暇练笔， 38岁转业到北京
市地税局， 才开始利用空闲时间
系统钻研书法艺术， 重拾儿时爱
好。

李建春对书法的痴迷， 在朋
友和同事中间是出了名的： 他可
以推掉所有应酬和聚会， 年假里
放弃外出旅游， 甚至春节休息的
七天也不出门 ， 或研读经典著
作、 或挥毫泼墨、 或撰写学术论
文， 投入时过了饭点是常事， 习
惯的家人会在他创作时不去打
扰。 “工作再忙， 时间也是能安
排出来的，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贵在坚持。”

与其他人不同， 他练习书法
是从理论学起， 研读时代背景、
艺术特征等知识， 仔细体会朝代
的政治经济文化， 感悟书法名人
的用笔之道。 他认为理论基础打
扎实， 再指导书法实践， 有助于
技艺更加深入， “形而下者谓之
器， 形而上者谓之道”。

在书法众多流派中， 李建春
独爱篆文， “篆文是象形文字，
字中有画， 画中有字， 书写时特

别有画面感 。” 为了写好篆文 ，
他家的书桌上常年摆放着 《诗
经》 《易经》 《说文解字》 《殷
周金文集成》 《尔雅音训》 等经
典著作， 以便随时查阅。 他的一
方印章名为 “日临百字 日写千
文 日读万言”， 这是他的钻研箴
言， 自言是自己能从普通书法爱
好者上升到一定层次的秘笈。

多年的苦心钻研， 李建春写
下多篇对书法理论和书法大家的
论文， 其中有写当代书法大家沈
鹏的文章； 后来又考入国家画院
沈鹏书法创研班深造， 近距离与
沈鹏相识。 在出版书法论文集前
夕， 他向沈鹏提出题名的请求，
沈鹏的书法对外润格不菲， 而且
不可能有求必应， 他没抱太大希
望。 不想只过了一周， 沈老的秘
书就来电通知， 沈老竟然给他的
两本书分别题了名， 让他特别感
动。 2013年， 沈鹏题名、 中国辞
赋家联合会副主席刘长焕作赋 、
李建春书写的篆书长卷 《中华航
天赋》， 被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展

览馆永久收藏。
在增进个人技艺的同时， 李

建春也发挥特长， 带动周围人共
享艺术的乐趣。 他利用单位楼道
走廊空间创办 “文化长廊”， 征
集全局干部和职工子女作品200
件， 分为书法、 绘画、 摄影、 箴
言四个展区， 给单位平添了不少
文化气息。 他还积极参加各种社
会活动， 到大学讲课， 赴日文化
交流， 到老区辅导青少年书法，
创作书法作品筹集善款等， 生活
非常充实。

当上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
北京市机关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北京书画艺术院副院长； 获得中
国书画报 “2011中国书法十大年
度人物”、 第三届中国书法兰亭
奖、 寅虎咏春全国诗书画印四绝
大赛金质奖、 全国税务系统建党
90周年书法一等奖； 著有 《西周
金文书法审美文化初探》 等多本
著作……把业余爱好变成一生的
精神追求， 尽情享受翰墨雅韵的
味道， 李建春乐在其中。

由宋茜、 车太贤等主演的爆
笑爱情喜剧 《我的新野蛮女友》
将 于 本 周 登 陆 各 大 影 院 ， 电
影 男 主角车太贤告别了前任野
蛮女友， 迎来了新任女友宋茜，
两人欢喜过招。 新女友不仅懂得
花式整蛊 ， 还练得一身中国功
夫。

《我的新野蛮女友》 讲述了
男主人公牵牛与新 “野蛮” 女友
从相恋到结婚的浪漫经历。 片中
宋茜饰演牵牛的小学初恋， 由于
韩语不流利常常被周围同学欺
负。 牵牛最初仍无法忘记分手离
别的前任 “她”， 但有一天命运
般地遇见初恋宋茜后， 便不顾身
边人的反对和她走进婚姻殿堂，
没想到摆在他面前的却是超出想
象的烦恼。

———记职工艺术家、北京市地税局干部李建春

翰墨雅韵立身心

慕田峪开启
全国摄影大展

大剧院开启“弦外有声”百场演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