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15文体2016年8月26日星期五
见习编辑蔡报望 美术编辑林婕

联系我们 qnbtyb@163.com

■文化动态

首届苏州文献展
聚焦文化历史发展

本报讯 记者 郦亮 由苏州美术
馆、苏州市美术馆协会共同主办的
2016首届苏州文献展日前在苏州美
术馆、苏州丝绸博物馆、颜文樑纪念
馆、吴作人艺术馆、朴园、双塔等六座
苏州古城区的核心艺术场馆和园林
中同时开展。为期2个月的2016首
届苏州文献展由多个重要学术展览、
活动组成。其中包括了主体展“多重
时间——苏州与另一种世界史”，由
40多名中外艺术家依据学术主题创
作的作品构成；1937年吴中文献展
研究展（第1期），由1937年吴中文
献展实物及实物复制品、特刊、杂志、
报纸、图片和文献研究构成；苏州历
史图像史料展（第1期），由国内外纪
录苏州文化历史事件、社会思想与生
活方式、城市文脉与景观生态等方面
变迁的版画、纪录片、电影和摄影等
媒材构成。

2016首届苏州文献展的策展人
有两位：中国美术馆研究与策划部主
任张晴，瑞士雅各布斯博物馆馆长、第
12届卡塞尔文献展策展人罗格。在
张晴看来，“苏州这座具有2500多年历
史的重要城市，既是保存中国古典文
明与传统文化的城市典范，又与中国
现代性密不可分。今天，我们把目光
重新聚焦在这座城市，对它的文化历
史内涵进行挖掘与演绎，当然不是重
复一套线性的文化历史固有范式，而
是将苏州视为构成世界历史与体系的
要素之一，把世界时间和苏州时间交
叠相对，以‘多重时间’为主题，重新
描述苏州与世界的碰撞与交流，展现
苏州之于世界历史发展的动力，探讨
苏州所蕴含的丰富性与独特性。”

高行读书节
发现文化美

本报讯 记者 郦亮 高行镇第十
届读书节系列活动之一，以“聆听生
活雅趣，发现文化之美”为主题的文
化论坛日前举行。本次活动邀请了
几位文化名家、艺术大咖来到现场，
和读者分享他们的读书和学习经
历。“许多人分不清古筝和古琴的区
别，影视作品中更是常常把二者搞
错。我希望给人们一个重新认识传
统中国音乐的机会，让人们重新开始
接受、进而了解欣赏传统音乐，并且
将这种欣赏一代代传承下去。”“古琴
仙子”王珑从小与古琴结缘，由他担
任艺术总监的“海上雅乐”团体成立，
为推广古典音乐做了很多事情。参
加本次论坛的还有大隐书局的创始
人、上海海派连环画中心主任刘军和
以写随笔式美术评论闻名于国内艺
术圈的著名画家、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客座教授吴林田先生。今年读书节，
高行镇针对阅读还特意开通了微信
公众号“书高行远”。

凤凰传奇尝试多种风格力求好作品
青年报见习记者 明玉君

本报讯 一直以来，人们对凤凰
传奇的认识都是通过歌曲，无论是
《月亮之上》、《荷塘月色》，还是《最炫
民族风》，都有着强烈的民族风格，容
易跟唱，更成为广场舞的必点曲目。
但随着《盖世音雄》的录制，观众们看
到了高亢歌声下暖心的凤凰传奇。
尤其玲花，更是在节目中多次落泪，
对此，她笑称，“一般情况下我都说别
哭，因为怕睫毛又哭飞了，但是有的
时候也没办法，睫毛飞了也哭吧。”

作为队长的凤凰传奇，除了对号
称“王炸”组合的李斯丹妮、艾菲悉心
指导之外，后来加入的大张伟更是被
二人视为不可多得的“珍宝”。他们
曾不止一次表达过对大老师的崇拜
之情，“他能够走到今天，无论是综艺
还是唱歌、做神曲，能够得到这么多，
我觉得他确实有这个能力。”

不过，玲花更心疼大张伟无法好
好休息，只希望他在赶行程的飞机上
能够多睡一会儿，“我觉得确实会担
心和心疼，他各方面的压力和承受
力，确实比我们多了很多。”

而在舞台上，两位队长也尝试创
新了多种风格，从演唱会到音乐剧，
凤凰传奇队的表演几乎每期都会玩

“新花招”，“唱跳我们做了，演唱会级
别我们也做了，尝试了，之后我们再
去尝试音乐剧，魔幻剧，各种不同的
路子我们都去走，好的作品最终还是
会被大家接受。”但为了鼓励“王炸”
组合挑战自己，展现不同一面，“暖
心”玲花告诉李斯丹妮和艾菲忘记金
曲任务，只管享受舞台：“我让她们别
想着金曲，这期金曲不用你们拿，你
们只管享受这个舞台就好了。”

青年报记者 张逸麟

本报讯 获得35%的排片率，首
日就斩获 7000 万人民币的内地票
房，《谍影重重5》称得上是目前内地院
线第一热片，不过对于观影的体验，观
众普遍感情复杂。紧凑的节奏，精彩
的动作戏确实没有让谍影迷们失望，
不过3D效果却让许多观众“无福消
受”。这种手持式摄影和快速的镜头
切换，在特供3D的模式下，镜头晃动太
过剧烈，容易让人头晕眼花，不少观众
在网络上呼吁抵制该片3D版。

目前发行方承诺会增加2D场次
的排片，但“谍影”带来的思考和争论还
在继续，这样的“特供”还要不要继续？

周末沪上2D场将增多
杰森·伯恩在《谍影重重5》中继

续大展生手，影片充满了跟踪、追杀
的场面，导演利用手持式的拍摄方
式，已经非常频繁的镜头切换，将紧
张的氛围演绎得非常出色，然而这样
的形式在3D版中反而带来了观影的负
面影响。许多观众提醒准备看片的影

迷不要看3D版，而应该选择2D版。
但事实上，内地排片的2D版《谍

影5》却很少。以上海的院线为例，已
经“3D化”的大部分影厅都以3D格式
上映，昨天一天，上海共有174家影
院，上映6370场《谍影5》，而有2D版
本上映的只有9家影院，而且大都在
地点较偏的地方，其中不少2D排片
都是中文配音版。

面对大量观众的吐槽，《谍影5》
的内地发行方已经发表声明，会尊重观
众的需求，争取尽快安排更多的2D版
场次。而据记者调查，从今天开始，部
分上海市中心的院线已经出现了《谍影
5》的2D版排片，而且是英语原版，而在
本周末，2D版的排片量更大，有的院线
的2D版排片达到了40%左右。

“特供3D”该不该继续？
近年来，中国特供3D版的电影

越来越多，比如《2012》、《速度与激情
7》等，而《谍影5》是其中引起最大反
响的一部，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影
片风格非常不合适3D版本。影评人
张小北就在微博上直言：“激烈抖动

的画面、大量特写和大特写、快速跳
切，这3点都是3D电影尽力避免的元
素，因为它们会破坏3D电影的立体
感。”张小北也对这次《谍影5》3D化
的做法非常不满。

确实该片在美国本土、欧洲，包
括港台等地区放映的均为2D版，只
有在内地出现了转制的“特供3D版
本”。外界对于“特供3D”的不满，是
认为这种方式最大的目的就是“捞
钱”，因为3D版的影片票价，一般要
比2D版的高出15%以上。可这次遇
到了《谍影5》，则出现了花更多的钱
却感受更糟糕的观影体验，所以引起
了影迷的集体愤怒。

不过许多业内人士也认为应该理
性看待“特供3D”的问题，不应一概而
论，“《谍影重重5》的争议是一个特例，
其实我并不反对3D电影，但电影作为
一种文化商品，有最适合自己的表现
形式，在尊重市场和资本的同时更应
该尊重观众。”张小北表示影片应该给
予观众选择的权利，“其实影院增加些
2D的排片率，让观众自己来给出观影
感受，看电影的选择权总该有吧。”

特供3D《谍影》成“叠影”
发行方将增加2D场次

《谍影重重5》目前是内地院线上的第一热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