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娱资讯

本报讯 全国首档大型明星
美 食 互 动 益 智 类 节 目 《 神 秘
的味道》， 将于11月15日起每周
三22:00登陆山东卫视。

《神秘的味道》 是全国首档
美食竞猜类节目， 开创了美食类
综艺新视野。 节目将游戏竞猜和
美食品尝相结合 ， 在每期节目

中， 由八位吃货嘉宾组成美食竞
猜团， 通过竞猜各种与美食相关
的题目 ， 来赢得享受美食的机
会 ， 并争夺每期 “食神 ” 的称
号。 在竞猜美食真假的游戏环节
中， 嘉宾不仅能品尝到各类奇葩
美食， 也能增长不少有关美食料
理的冷门知识。 （艾文）

11月8日，中国邮政发行《记者节》纪念邮票一套1枚，邮票面值1.20
元。该套邮票采用了具有现代感的构成手法及色彩表达方式，画面中麦
克风、摄像机、录音笔等形式各异的采编设备图标，结合卫星及地面发
射站等元素，突出了当代记者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图为马尾沟集邮营业
厅昨天早上不到8点便排起百余人长队。 本报记者 赵思远 摄影报道

本报讯 第三届冰雪之约演
出季将于12月上演。 演出季将在
京演民族文化宫大剧院为观众呈
现十余台极具国际视野且各具特
色的精品舞台演出。

在近日的发布会上， 主办方
介绍了此次演出季的重点演出
剧目。

《天籁·丹青———斯洛伐克萨
克斯四重奏音乐会》 将于12月2
日上演， 开启本届冰雪之约演出
季。 斯洛伐克萨克斯四重奏组合
SaxophoneSyncopators将带来一场
精湛的萨克斯音乐表演。 曲目涵
盖古典音乐、 爵士乐和电影配乐
等 ， 既有巴赫 、 莫扎特等的作
品， 还有根据六布朗兄弟、 哥伦
比亚六重奏等原声带转录的早期
爵士乐， 配合背景LED屏上的胡
弘先生的丹青作品， 带来深情又
美妙的艺术交融。 乐队还将现场
演奏卓别林30分钟默片音乐， 同
时大屏幕播放电影画面配合， 将
观众带回到默片时代。

演出季的重头戏当属12月31
日晚的 《冰雪之约新年音乐会》。
著名指挥家范焘倾情执棒京演交
响乐团与埃可森特乐团， 音乐会
将在 《奥林匹克号角》 的音乐声
中拉开序幕， 随后 《雪撬》 《我
像雪花天上来》 《铃儿响叮当》

《冰河世纪》 《冰雪奇缘》 《溜
冰圆舞曲》 《沁园春·雪》 《我
爱你塞北的雪》 《冬》 等乐曲将
以交响乐、 独唱、 合唱、 器乐演
奏形式呈现， 在充满冰雪与冬奥
的氛围中伴随观众度过2018新年
前夜。

同时， 演出季期间还会有来
自印第安街头艺术家亚历桑德
罗·奎瑞瓦路带来的《最后的莫西
干人》，这将是一出极具地域特色
的艺术表演。 这位艺术家改编的
乐曲曾在Youtube上达到了单条
视频630万的浏览量。 他将于12
月19日到20日， 连续两晚为北京
观众奏响古老乐声， 用南美的排
箫、 盖纳笛、 安塔拉等各种极具
印第安特色的乐器来演奏音乐，
以音乐讲述一个民族的灵魂。

此外， 演出季也没有忘记小
朋友们， 期间的 《音乐森林成语
故事会》 《冬之旅合唱音乐会》
都很适宜孩子们。 而 《久石让-
约 翰 威 廉 姆 斯 电 影 音 乐 会 》 、
《奥斯卡金曲视听音乐会》 则将
是一场场电影视听盛宴， 还有俄
罗斯芭蕾国家剧院的 《天鹅湖》
《胡桃夹子》 以及北京民族乐团
《新年民族音乐会》 都将在京演
民族文化宫大剧院上演。

（中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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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剧场

北京喜剧院
即日起至11月12日

《北京邻居》

《双生姐妹》
中间剧场
11月10日至11月11日

《北京邻居》 改编自老舍文
学奖获得者荆永鸣先生的小说
《北京时间》， 由北京人艺一级导
演唐烨执导。 讲述了上世纪90年
代末， 不惑之年的刘作家由外埠
来京闯荡， 为的就是 “来首都大
城市见识一番”。 他和其他 “北
漂 ” 租住在胡同大杂院中 ， 与
“北京土著们” 同住在一个屋檐
下， 进而发生了一系列嬉笑怒骂
的故事， 具有浓郁的老北京气息
和生活实感。

舞台上不仅有老北京大杂院
原汁原味的呈现， 也有白菜堆、
小卖铺等细节的展示， 并全程使
用 “旋转式舞台置景”， 将一个
完整的 “北京四合院” 搬上了舞
台。 在创作中， 唐烨导演不仅将
“北京文化” 着力体现， 更通过
女性独有的视角， 展示出人物之
间细腻的情感。

《双生姐妹》 的故事背景设
置于弥漫着哥特气息的美国新英
格兰地区， 讲述了一个奇幻而超
自然的故事 ， 探讨了哀悼与忧
郁， 自我与他人。 年逾七旬的艾
达 ， 失去了她的双胞胎姐妹艾
娃， 在孤寂中， 她回顾着过往两
人的生活。 一场突如其来的巡回
狂欢节， 让她走进了一个镜子做
的迷宫， 陷入了一段跨越于生与
死两界的旅程。

该剧是一出 “纯手工打造”
的零台词创意默剧， 全剧没有华
丽的布景和舞台设置， 全靠数百
件人偶戏的手工道具 、 真人演
员、 现场音乐来结合表演。 手动
的灯片操作搭配真人表演， 将整
个故事投放在现场的大幕布上，
俨然在大幕布上实时实地的 “拍
摄” 了一个电影故事， 充满了蒙
太奇的视觉质地和胶片质感。

十余台精品节目老少皆宜
京演冰雪演出季将开启

记者节纪念邮票首发

《神秘的味道》：在美食中竞猜

11月6日起， 吴宇森导演从
影50周年电影展映周， 及导演交
流活动于中国电影资料馆正式起
航。 11月是名副其实的 “吴宇森
月”， 不仅有将于本月24日全国
上映的新片 《追捕》， 更有经典
代表作 《英雄本色》 修复版于17
日在内地首映。 在11月6日至11
月10日的展映周上 《英雄本色》
《喋血双雄》 《纵横四海》 《变
脸》 《碟中谍2》 等吴氏经典作
品相继重返大银幕。

如今71岁的吴宇森， 对电影
依然保持着少年般的赤诚。 他直
言， 50年一直沉浸在电影中， 很
享受。 有电影的陪伴， 50年倏忽
而过， 关于未来的计划， 吴宇森
坦言未想过退休， 希望能一直拍
下去， “我还在努力学习， 希望
未来拍出没有遗憾的电影。”

《英雄本色》热血重燃
经典永不落幕

时隔多年， 修复版 《英雄本
色 》 重 返 大 银 幕 ， 作 为 展 映
周活动的重头戏， 11月7日吴宇
森导演莅临活动现场， 零距离对
话影迷。

吴宇森导演回望过往拍摄经
历， 兴奋得像个少年， 聊起那些
幕后故事滔滔不绝， “电影我还
没拍够， 以后要继续努力”， 吴
宇森说。 “那时候刚去好莱坞没
什么人认识我， 中西方的文化差
异让我的很多想法难以实现 ”，
但他在 《变脸》 中坚持自己对结
局的设定， 结果征服了观众也征

服了好莱坞。 用西方的技巧来展
现东方的文化， 成为吴宇森毕生
努力的事情。

现场影迷互动环节， 谈及这
些年拍电影的变与不变， 吴导坦
言： “我觉得电影就是人生， 实
实在在的感情， 人与人之间的感
情是共通的， 这就是我的影片中
永恒不变的主题。” 回顾这50年
的从影历程， 吴导深感幸运能跟
这么多优秀的人一起拍电影， 说
起在 《英雄本色 》 中的友情出
演， 导演谦逊地说到， “自己并
不是一个优秀的演员， 片中自己
出演的部分其实是张国荣在指
导。 很庆幸得到了大家的认可与
支持。”

追50年从影路
忆当年英雄梦

自 1968年 《死节 》 踏入影
坛， 到即将上映的新片 《追捕》，
吴宇森导演已悄然步入从影的第
50个年头， 吴导享有 “香港新浪
潮先驱” “杀手教父” 等美誉，
以 其 极 具 诗 意 和 浪 漫 主 义 情
怀 的 运镜及跳跃的剪辑 、 对侠
肝义胆的英雄偶像的塑造、 血性
阳刚的英雄片风格， 铸就了无数
经典之作。

1986年吴宇森以一部 《英雄
本色》 横空出世， 不仅打破了香
港票房纪录， 还横扫了金马奖、
金像奖 ； 之后的 《喋血双雄 》
《纵横四海》 不仅在华语电影史
具有无法估量的地位， 同时也对
世界电影产生了莫大的冲击， 奠

吴宇森纪念从影50周年：

还还没没拍拍够够，，继继续续努努力力
定了属于吴宇森独树一帜的电影
风格， 让枪声与白鸽一同飞进了
每个影迷的心， 传达着关于人性
的 “现代武侠” 精神。 此后吴宇
森进军好莱坞， 拍出了如《剑雨》
《变脸》 等优秀作品， 不断丰满
从影路的温度与色彩。

威尼斯电影节的终身成就奖
是对吴宇森电影人生的肯定与褒
奖， 那一年， 他成为第一个在欧
洲三大电影节上获得该项殊荣的
华人导演， 评委会评价他 “对表
演和剪辑的革命性观念彻底改变
了动作电影”。 不久前举行的平
遥国际电影展中， 组委会将 “东
西方文化交流贡献大奖” 这一殊
荣授予了这位动作片教父。

《追捕》将映致敬经典
吴氏动作片再回归

如今， 吴宇森导演在从影道
路上继续前行 ， 50年后携新片
《追捕》 重磅回归。 《追捕》 改
编自日本小说 《涉过愤怒的河》，
阔别枪战动作14年的吴宇森再次
扛起枪， 打造了一场极致的视觉
盛宴， 张涵予和福山雅治这对跨
国双雄组合也为观众带来了足够
的新鲜感。

谈及 《追捕》， 吴宇森坦言
除了希望向偶像高仓健致敬 ，
更 想用现代的眼光把这个故事
讲 给 年 轻 一 代 观 众 。 经 典 枪
战 、 追杀 、 搏斗 、 飙车等动作
戏酣畅酷爽， 无不充斥着浓郁的
吴氏风格。

（新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