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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展览

即日起至2月20日
炎黄艺术馆

古意新象

于彧 整理

中法当代绘画
艺术交流展
即日起至2月20日
南四环大得珍藏馆

中法两国在人类文明进程中
都产生了巨大影响与辉煌的贡
献， 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曾是世
界文化与艺术的中心， 他们是东
西方文化的代表者， 两种文化一
直在以不同的方式、 不同的时空
下碰撞、 交流、 融合。

改革开放之后， 中法两国的
文化艺术交流更加频繁与密切，
中国的当代艺术在前辈探索的基
础上， 更加深入也更加多元化，
也更具中国气象， 无论是具象、
表现、 抽象、 形式构成等风格可
谓百花齐放。

本次展览特别选择了各类风
格的实力派艺术家作品以及同时
期的法国艺术家作品进行对比和
交流， 将中法两国的当代艺术风
貌加以呈现。

18位钢琴家
将登台“国际钢琴系列”音乐会

新华社电 包括佩莱西亚 、
普赖特涅夫、 李云迪等钢琴名家
在内， 今年将有18位国内外钢琴
家登台国家大剧院 “国际钢琴系
列” 音乐会， 为观众带来多种艺
术风格的钢琴表演。

国家大剧院于2011年首度推
出 “国际钢琴系列” 音乐会， 至

今已有八十余位世界级钢琴名家
登台献艺。 据了解， 今年的音乐
会包括了 “一代宗师” “独步天
下” “魅力学派” “经典诠释”
“天生赢家” “特别策划” “不
一样的钢琴曲 ” 等板块 。 其中
“特别策划” 板块， 来自日本的
菅野邦彦将带来 “国际钢琴系

列” 音乐会诞生以来首场爵士钢
琴音乐会。

此外， 2019年恰逢肖邦逝世
170周年， 为纪念这位伟大的作
曲家， “国际钢琴系列” 音乐会
也 将 特 别 安 排 肖 邦 的 钢 琴 音
乐作品。

国家大剧院演出部音乐项目

高级主管张斯尧介绍， 在表演形
式上， 除常见的钢琴独奏外， 今
年的音乐会还将有双钢琴、 钢琴
四重奏、 钢琴与爵士乐队等多种
表演形式参与其中。 “‘国际钢
琴系列’ 音乐会不断引进新的曲
目和新的表演形式， 希望观众能
够获得不一样的观演体验。”

歌剧 、 美声 、 古典音乐
……在快餐文化 “霸占 ” 电
视荧屏的当下 ， 这些词语对
于 普 通观众来说难免会产生
距离感。 就在不久前， 一档名
叫 《声入人心》 的原创新形态
声乐演唱节目在湖南卫视播
出， 让久违的高雅艺术走近普
通观众。

初看这档节目， 也有人会
用怀疑的眼神来审视， 担心这
会是一个换汤不换药的音乐选
秀类节目。 但随着节目的不断
深入，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逐渐
打消这种疑虑。 和以往的歌唱
选秀节目不同， 《声入人心》
将更多的内容留给了音乐本
身， 让更多非专业观众有机会
能聆听到歌剧选段和艺术大师
的古典音乐作品。

《声入人心》 中演唱的选
手虽然大都没有太多名气 ，
但是其学习声乐的专业背景以
及在舞台上展现的殿堂级歌
喉 ， 仍将不少观众留在电视
机前。 最令人欣慰的是， 这档
节目还将不少音乐相关的知
识 传 递给了观众 。 人们开始
关注音乐剧 ， 开始在手机上
下 载 古 典音乐 ， 开始讨论起
美声。 诸如此类的现象， 可以
总结为一点： 普通人并不是不
具备欣赏 高 雅 艺 术 的 能 力 ，
更多 的 是 缺少走近高雅艺术
的途径。

当然， 要想让更多的人了
解高雅艺术、 喜欢高雅艺术，
甚至是学习高雅艺术。 仅仅依
靠一档节目还远远不够 ， 对

于高雅艺术的普及则急需更多
的平台来支持 。 记得很多年
前， 看过一部名叫 《空镜子》
的电视剧 。 剧中女主角请男
朋 友 去 听 一 场 交 响 乐 的 演
出 。 没想到的是， 男朋友在
音乐会开始不久便昏昏欲睡，
最后传出呼噜声。 这个极具喜
剧色彩的电视剧片段， 却折射
出普通人对于高雅艺术了解的
匮乏现象。

其实， 近些年不论是文化
部门还是社会资源都已经意识
到高雅艺术普及的重要性， 并
且通过一些活动的开展推动高
雅艺术和普通观众群体的结
缘。 说到这一点， 国家大剧院
每年举办的公众开放日就是个
可以借鉴的方法 。 从 2009年
起， 国家大剧院将每年的12月
22日定为 “公众开放日”。 每
年这一天， 国家大剧院都为广
大观众准备艺术盛宴， 邀请百
姓 “走进大剧院 、 了解大剧
院、 享用大剧院”。

仅以2018年的公众开放日
举例， 开放日当天， 大剧院为
观众呈现50余场丰富多彩的现
场演出和艺术活动 。 数字显
示， 11年来， 已有2000余万人
次在公众开放日走进国家大剧
院， 近距离感受到高雅艺术。

不论是 《声入人心》 还是
国家大剧院的公众开放日， 虽
然方式不同， 但是殊途同归的
都在做着同一个事情： 将高雅
艺术带到普通观众的身旁。 因
为只有接近才可能了解， 才可
能喜欢， 才可能传播。

“古意新象” 参展艺术家大
都活跃于当代青年画坛， 他们立
足对中国画的研究与实践， 并在
现 当 代 艺 术 领 域 具 有 开 拓 精
神———这也是 “古意新象” 这一
主题的体现。

中国画家向来追求 “古意”，
而对古意的追求 ， 并非一味地
“泥古不化”， 而是在对传统绘画
研究的基础上， 通过反复实践，
而生成新的语言、 新的手法、 试
图运用到个人的创作中。 在这个
过程中， 个人的创作虽然与传统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但个人面
貌却有着不同的呈现， 而且具有
强烈的时代特色———也就是 “新
象” 的形成。 在 “古意新象” 这
个展览中， 就可以看到不同的艺
术家用各自的手法来创造自己的
画中世界。

《声入人心》：
让高雅艺术走近普通人

■娱乐杂谈

本报讯 尽管略低于业界预
期， 但 《玻璃先生》 20日仍如愿
以偿登上最新一期北美票房排行
榜榜首。

北美票房统计网站1月20日
公布最新电影市场数据， 33部影
片周末票房报收逾1.29亿美元 ，
环比 上 涨 8% 。 本 期 十 强 榜 单
仅 有的两个新面孔———惊悚片
《玻璃先生》 和动画片 《龙珠超：
布罗利》 表现不俗， 携手冲入前
三席。

18日上映的环球影业新作
《玻璃先生》， 首映周末票房进账
约4059万美元， 以绝对优势力拔
头筹。 该片由 “70后” 奈特·沙
马兰担纲导演和编剧。 这位印度
裔美国导演曾凭借恐怖片 《灵异
第六感》， 在年仅30岁之际获第
72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导演、 最
佳原创剧本提名。

两年前 ， 同样由沙马兰编
剧、 执导的恐怖惊悚片 《分裂》
上映， 以900万美元小投资博得
逾2.78亿美元全球票房。 此番以
2000万美元打 造 的 《 玻 璃 先
生 》 即 为 《 分 裂 》 的 续 集 ，
用 129分 钟 讲 述 掌 握 关 键秘密
的玻璃先生陷入一连串惊险事件
的故事 ， 目前全球累计票房约
8909万美元。

对于沙马兰时隔两年再次推
出 的 新 作 ， 外 界 反 响 参 差 。
有 观 影者盛赞 ， 《玻璃先生 》
具有超级英雄电影的气势， 延续
了一贯的 “沙马兰式反转”， 希
望形成一个新的门派继续拍下
去。 亦有观影者表示， 影片前半
程稍显冗长无趣 ， 结局部分的
“沙马兰式反转 ” 也不太惊艳 ，
但令人心惊肉跳的打斗场面的确
十分 “带感”。 （中新）

北美票房：
《玻璃先生》无悬念夺魁

本报讯 （记者 余翠平 ） 1
月17日， 由京津冀三地文联共同
发起的 “中国梦·冬奥情·京津
冀” 2018微视频 （微电影） 主题
原创作品征集活动推优盛典在河
北蔚县举行 。 这是国内首个以
“2022年冬季奥运会” 为创作主
题的微视频 （微电影） 征集活动
的推优发布盛典。

活动收到来自各类专业组
织、 院校、 社会组织申报的作品
541部。 这些作品描绘出京津冀
三地人民喜迎冬奥会， 共同为实
现中国梦而奋斗的感人画卷。

征集的作品经过专家组初
评、 复评和终评， 产生6项专业
单项奖： 《平凡背后》 郑晓佳获
最佳导演、 《我的父亲》 曹美鑫
获最佳编剧 、 《壶流湿地·冬 》

张建立获最佳摄影、 《火焰驹》
张宇坤获最佳美术 、 《平凡背
后》 高峰获最佳男主角、 《迟到
的七月》 张多余获最佳女主角。

4项 主 题 单 元 奖 共 12部 ：
《萤儿飞》 《一根丝线》 《盲茶》
获 “中国梦” 精神文化主题奖；
《花儿金》 《这就是我的张家口》
《奔跑吧青春》 获 “京津冀” 地
方文化主题奖 ； 《六月冰锋 》
《 从 平 地 跳 跃 到 贴 冰 滑 行 》
《“推 ” 出来的大桥 》 获 “冬奥
情” 体育文化主题奖， 《守护》
《壶流湿地·冬》 《风雨600年·宋
家庄堡》 获 “蔚州美” 地方文化
主题奖； 《岁月相健》 《冬奥组
委宣传片》 《大好河山张家口》
获组委会特别奖； 《征途》 《平
凡背后》 荣获最佳影片。

京津冀三地微视频
为冬奥加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