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本报讯“与大师同行———俄
罗斯油画精品交流展”，明天将在
刘海粟美术馆分馆（普陀区美术
馆）揭幕。该展览展出前苏联和俄
罗斯 !"位画家的 #$幅作品。展
览将延续到 !月 %&日。'恽甫铭(

钱汉东考古文化
研究所揭牌

! ! ! !本报讯 钱汉东考古文化研
究所揭牌仪式近日在上海长城大
厦举行，!&余位嘉宾及钱氏宗亲
代表出席仪式。该研究所将在中
国文物保护基金会指导下，致力
于中华古陶瓷文化的研究。

（周晓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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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继在中国好声音第三季启动仪式上宣布推
出印有)型标志的加多宝中国好声音促销装之
后，近日，独家冠名赞助商加多宝再度祭出大
招，推出了史上第一支中国好声音促销装广告
片，引发加多宝中国好声音促销装热卖潮。

! !位好声音人气学员大集结 演绎加

多宝中国好声音促销装广告片

此番上线的加多宝中国好声音促销装广
告片，集结了在两季节目中脱颖而出的超高
人气学员，上演了一出火爆的音乐盛宴。

此外，本次广告片特邀“中国好舌头”华

少担纲配音，一语道破天机：原来拉开加多宝
中国好声音促销装的拉环，便可凭拉环码和
罐顶码，在短信、微信、*+三个渠道赢取心动
大奖！数据显示，加多宝中国好声音促销装拉
环有奖的日有效兑奖人数已经超过 ,&&&人，
随着本季加多宝中国好声音的临近，预计最
高单日兑奖将破万。

! 打通 "文化营销链条 加多宝全面引

领 "时刻潮流

作为中国好声音的独家冠名商，加多宝通
过持续的营销创新，不断释放这档蜚声国内的

节目背后的强大营销潜力，实现了品牌一年一
度的大跨越。在顺利实现品牌转化，夯实正宗
认知之后，今年三度冠名的加多宝怀揣着更
大、更全面的战略野心，围绕中国好声音 )型
标志上罐，全面树立起品牌屏障，打造文化护
城河，并以文化促销售，最终拉开市场优势。

从官方微博、微信上如火如荼的“人生 )

时刻”系列海报解读，加多宝打通自身线上线
下资源，号召消费者在开心、喜悦、自豪的时
刻，来一罐加多宝中国好声音促销装，)文化
势头渐起。

加多宝品牌管理部副总经理王月贵对此
表示，“围绕 )型标志上罐，加多宝将整合中
国好声音与腾讯的资源优势，打通营销链条
上的每个环节，串联起从观看节目、产品消费
到消费者互动的全链条，给消费者打造今夏
最强娱乐 )时刻。”

可以预见，随着中国好声音开播之日的
临近，属于加多宝的 )文化势能将不断累积，
持续深化，并在消费者的心中生根发芽。在此
过程中，加多宝离自己的“凉茶中国梦”又近
了一步。 菲菲

加多宝促销装广告片重磅出击
引发中国好声音促销装热卖潮

! ! ! !讲故事，是人类最古老的文化
传播方式，如今，它又承载起发扬
优秀传统文化、传递新时代家训等
功能。已举办近 -&期的“上海故事
汇”日前举行研讨会，故事大王、文
化学者与听众汇聚一堂.切磋交流。

听众成千上万
市群艺馆的报告厅里，/0 岁

的故事大王陈传奇，正用沪语绘
声绘色地讲述朱元璋的故事。台
下则坐着、站着将近 0&& 位听众，
他们中有的人是从南汇、嘉定远
道而来的。随着情节的起伏，听众
们一会哈哈大笑，一会紧蹙双眉
……陈传奇讲完故事，主持人葛
明铭上台插科打诨，他从上海国
际电影节讲到自己小时候看电影

的趣事，颇有怀旧气息。
由市群艺馆和民间文艺家协

会主办、《上海故事》杂志社承办的
“上海故事汇”，从 %&1%年 2月 %#

日起，每两周举办一次，逢年过节
再加场，马上就要举办到第 -&期。
据《上海故事》主编马亚平统计，仅
在市群艺馆“主会场”就有近 % 万
名粉丝听众，此外，“故事汇”还在
徐汇、浦东、金山、杨浦等地开设了
“分会场”，总计常年参与的老听众
不少于 ,万人。

感觉十分温暖
文艺评论家毛时安说，2&年前

他也是“东宫”的故事员，他认为：
“讲故事是流传最久远的基本文艺
样式。‘接下来怎么样了？’是人类

最古老的好奇。”《荷马史诗》《聊斋
志异》，都是在讲故事。文化发展问
题专家蒯大申说，在“高科技需要高
情感来平衡”的时代，故事这个最古
老的“现场艺术”不仅不会受到新媒
体的冲击，反而将更有生命力。人们
还是喜欢在现场听像《三言两拍》这
样经典故事。几乎每期都来听故事
的忠实粉丝王菊芬觉得，“故事汇”
现场营造的气氛让人感觉十分温
暖。“听故事大王用上海闲话讲上海
故事，就像老早弄堂里厢，先用几桶
井水洒在地上，土法降温后，听隔壁
爷叔茄山河一样”。

一贯!惩恶扬善"

市文联副主席何承伟曾任《故
事会》杂志主编。他介绍说，在东北，

故事又名“劝人方”。蒯大申也认为，
千百年来，故事承载的价值观，最基
本的就是“惩恶扬善”“真善美”。民
俗学家陈勤建表示，在国家级非遗
名录里，半数以上是“民间文学”类，
“民间文学就是传统故事”。

因此，讲故事，也是传递正能
量的最佳方式。枫林街道办事处副
主任刘艺透露，枫林街道从去年开
始已经成为“上海故事汇”的分会
场，今年还将深入拓展，举行“家
训”专场，推广让家庭更和美的故
事。故事大王陈传奇则以一口地道
的上海话发言道，愿意把讲故事的
“秘诀”让更多人分享。来自杨浦的
故事大王周成树则认为：“好故事，
就像檀香橄榄，是很有余味的绿色
文化产品……” 本报记者 朱光

常年参与的老听众不少于 !万人

!上海故事汇"粉丝交交关
! ! ! !本报讯 中国书法
家刘仁刚马年新作《墨
线溢香·刘仁刚大英博
物馆馆藏书法作品集字
法帖》，近日由天津人民
美术出版社出版，并由
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
在海内外限量发行。
该书是从作者在英

国大英博物馆、美国杭
庭顿图书馆、西安碑林
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
四个馆藏作品中集字而
成，不仅客观再现了作
者近二十年馆藏历史以
来其作品创作的严谨态
度和真实轨迹，也具有
较高的学术、科研价值。
它是继《墨语鎏香·中国
书法家刘仁刚美国邮票
发行纪念》《墨润泥香·
刘仁刚景瓷、宜陶、紫砂
立体书法作品赏析》之
后的“墨香”系列姊妹
篇。
四十余年来，刘仁

刚始终遵循着中国传统
书法的精髓和本宗，把
握精髓、师古不泥、博采
众长、为我所用，在研习
历朝古碑名帖的选择、
晋唐楷书的渐变和风
韵、历代书法大家的共
同潜质，特别是有效传承《唐集王
羲之圣教序碑》的“二王”风骨上
作了不懈努力并取得了突出的学
术成就，而大英博物馆、杭庭顿图
书馆、西安碑林博物馆等国内外
著名博物馆收藏他的行楷书法长
卷作品，也正是基于他对中国传
统书法的有效继承和创新的充分
肯定。

此次选择在海外面市的美、
英、日、港、台等十个国家（地
区），均是作者担任书法学术职
务、获得馆藏、举办展览以及开
展过文化交流的国家（地区），不
仅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差异性，
同时也涵盖了全球汉文化和中
国书法最集中、最广泛、最权威
的同一性。据悉，国内主要城市
也有少量发行。 （闻逸）

! ! ! !本报讯（记者 杨建国）在“中国达人秀”
“舞林大会”等各类电视选秀中，肚皮舞表演
屡见不鲜；各种肚皮舞培训班也在上海颇受
欢迎。0月 0日，来自埃及、西班牙、巴西等国
的肚皮舞明星们，将在东方艺术中心歌剧厅
上演一台“东方肚皮舞 3454 6789”，集中展
示各国肚皮舞。

埃及的肚皮舞源远流长，从 ",&&年前
的古墓中就发现了肚皮舞的画像。据该演出
策划者、埃及肚皮舞演员奥悠娜介绍，随着
时代的发展，肚皮舞在埃及也不断融入了各
种元素，如有街舞特点的、有爵士舞技巧的、
有民间舞色彩的，而埃及各地的肚皮舞
也有差异，所以，尽管肚皮舞早已遍及
全世界，但各国仍有大批舞者至今源源
不断地来到埃及学习。
奥悠娜说，中国爱好者对土耳其肚

皮舞了解相对较多，与埃及肚皮舞相比，
土耳其肚皮舞大胆奔放，胯部动作性感
夸张，多以独舞为主.而埃及肚皮舞动作幅度
较小，表演更注重肌肉的控制，讲究内敛含蓄
和优雅，更适合体型丰满的女性学跳。
近日，来自埃及的几位舞蹈演员在东艺

展示了不同风格的肚皮舞，只见扭腰、摆臀、
旋转之间，满眼妩媚，热情扑面。据悉，首次以
明星 3454 6789形式来沪演出的演员中，有
埃及传奇舞者迪娜、西班牙皇家歌剧院舞蹈
家萨玛拉、巴西“舞蹈皇后”索拉娅等，她
们将领衔埃及东方舞团及乐队在夏
日助沪上肚皮舞热继续升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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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油画展明揭幕

多国肚皮舞来沪!打擂台"

! ! ! !本报讯 以传承沪剧
经典，展示上海沪剧界老
中青三代演员整体风采为
主旨的“银天下”沪剧经典
剧目展演，昨起至 %&日在
上海天蟾逸夫舞台举行。
沪剧有着 %&&多年的

历史，是唱出来的上海话，
是代表上海城市独特形象
的戏剧。为传承弘扬传统
的本土文化，为用本地母
语表达思想感情、反映生
活的沪剧提供更大的发展
空间，中国国际文化传播
中心上海总部继今年 2月
举办越剧经典剧目展演活
动后，特举办沪剧经典剧
目展演。此次展演的剧目
有《石榴裙下》《大雷雨》

《日出》《雷雨》。此次展演将由上
海沪剧院院长、沪剧表演艺术家
茅善玉、陈瑜、王明达及朱俭、程
臻、钱思剑、凌月刚、吉燕萍、徐
蓉、洪豆豆、王森等沪剧各流派传
人分别担纲主演。 （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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