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民网：www.xinmin.cn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编辑邮箱：xmwhb@xmwb.com.cn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 责任编辑/谢 炯 视觉设计/戚黎明2015年11月6日/星期五

文体新闻 A21文娱

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娱娱娱娱娱娱娱娱娱娱娱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现现现现现现现现现现现象象象象象象象象象象象
!"

扫一扫二维码 可收获一大把
!!!从电视节目"我是先生#深度开发节目资源说起

! ! ! !本报讯（首席记者 朱光）受国家大剧
院主办的“春华秋实———艺术院校舞台艺
术精品展演周”之邀，上音民族管弦乐团昨
晚在京上演了《大音之韵 !》专场音乐会，
距离上一次赴京演出的《大音之韵》的第
一、第二部也分别有 "年、!年之久。
音乐会的七首曲目均由上音音乐家作

曲。作曲系教授周湘林的《花腰三道红》是
开场曲。何训田作曲的《达勃河随想曲》，既
兼顾了民族乐器的个性，又注重西洋作曲
中的协奏，使不同乐器所处的不同声部次
第展开主旋律，能让音符创造出画面感。达
勃河旁的达勃人就是“白马藏族”。这支曲
目营造出达勃民族在山林、河水边的生活
风情。由王建民作曲、唐俊乔担任竹笛独奏
的《中国随想 #$%&———东方印象》，展现了

竹笛技法的多样化。这些基于民族元素，但
是都有着世界表达的曲目，总是让听众“猜
不到结局”，掌声“误入”。

这台音乐会由学院民族音乐系教
授、民族管弦乐团团长吴强女士执棒。她
对乐曲的诠释确实融传统、古典与现代
为一体。
与此同时，《华彩乐章———上海音乐学

院民族音乐学科的昨天与今天》专题展览
于 '月 ()日至 &&月 (*日，在国家大剧院
和国家图书馆举行。参观的北京专家和观
众对展览特别是历史资料表达了浓厚的兴
趣，开幕式上，数百份手册一领而空。兄弟
院校登记预约，将其作为学生的艺术课堂。
同时，普通观众踊跃观展，参观总人数已超
过 !+万。

上海音乐学院民族管弦乐团又结硕果

《大音之韵3》在京回响

! ! ! !本报北京今日电（驻京记者 鲁明）动画
电影《史努比：花生大电影》（见图）今天在中国
内地上映。前天，该片在京举行一场特别的首
映礼，网上征集的众多萌狗走上了红地毯。而
在影片中，史努比也更加“耀眼”，变成王牌飞
行员邂逅了梦中情人“菲菲”，从此告别单身。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是史努比“诞生”",周年，
这个卡通人物也首次以 !-形式搬上大银幕。
影片主要讲述总是闹出一堆笑话的查理·

布朗这一次有了暗恋的“红发小女孩”，如何获
得“红发小女孩”的注意是影片的一大看点，而

史努比也将自己的幻想能力升级，变成王牌飞
行员，飞上蓝天追逐自己的头号敌人“红色男
爵”，还邂逅了梦中情人“菲菲”。
故事的核心则会围绕“弱者也会迎来他实

现梦想，绽放光芒的一天”而展开。二十世纪福
斯电影中国区市场总监申慧表示，花生漫画就
是透过一群小孩所展现的成人视角，让每一个
大人都有所思考。导演史蒂夫·马蒂诺在接受
采访时说：“本部电影会有让大家产生共鸣的
主题，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困扰，我们会不
会获得他人的喜欢，会不会成功。”

! ! ! !本报讯 上海首届新加坡电影展将于 &!

日至 &,日举行。其间将播放《新兵正传》系列
一至三部，《爸妈不在家》及《&'",》等五部新
加坡“票房大片”，展现新加坡的国情、文化、
百姓生活等。
本届影展由日月星文化传播公司及上海

市电影发行放映行业协会联合主办。(+&,年
是新加坡建国 ,+ 周年，中新建交 (, 周年。
主办方希望透过几部极具新加坡特色的电
影，向中国的观众们介绍新加坡的历史和文
化，进一步促进两国的民间交流。

（闻逸）

沪上举办首届新加坡电影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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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在“互联网.”成为热门词汇的全媒体时
代，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节目《我是先
生》近日在北京举行“泛娱乐时代电视文化节
目的坚守与创新”节目研讨会。节目不仅在研
讨会上，赢得了国家广电总局和专家学者们
的好评，有个创新举措更让网友叫好，即让观
众在荧屏上扫一扫二维码，就能报名参加《我
是先生》中那些人气先生们在微信上开设的
“微课”，而网友上了“微课”后在网上写出“微
课”笔记，又让更多网友分享，有效地实现了
二次、三次传播……

已成电视!标配"

目前，在电视荧屏上让观众扫一扫二维
码的节目不少，从电视剧到真人秀、综艺节
目、文艺晚会都有，如央视《星光大道》、湖南
卫视《我是歌手》、电视剧《琅琊榜》等，但不是
让网友猜一猜相关选题以赢得奖品，就是让
你观看相关片花絮和宣传片。虽然，“二维码”
几乎已成电视节目的“标配”/但大多还是停留

在推广自身节目的层次上。就连央视春晚动
用了摇一摇的方式，让全国观众在除夕夜上
网去争抢红包，也同样没有脱离吸引眼球的
层面。像《我是先生》这样利用二维码对节目
内容进行再度开发却十分罕见，它深化了节
目，扩展了内容，让更多观众受益。
《我是先生》节目由央视《开讲啦》的制作

方唯众传媒原班人马打造，从明星开讲到先
生开课，这两档节目在气质上一脉相承，体现
了制作者对文化传承的思考与担当。

!微课"让人分享
唯众传媒总裁杨晖对本报记者介绍说：

“我们选择上课的先生有 )个标准，讲课有实
力、教学有成果、表达有特色、为师有情怀，都
是些最受人们欢迎的那些名师。利用二维码
开设‘微课’能让更多网友分享这些老师的文
化知识、智慧结晶。”这一节目在全国包括台
湾地区网罗了近万名先生，从中选优，登上荧
屏讲课的有 ""位先生，如北京大学中文系教
授、国学研究权威龚鹏程等。最后，再选出中山
大学天文与空间科学研究院院长李淼、中南大
学“女神老师”孔玮、重庆西南大学国学教授李

达武、安徽六安实验中学语文老师陈巨飞等 &+

位人气先生开“微课”。挑选标准可谓“千里挑
一”。由于报名者众多，每位先生“微课”只能有
,++位网友参加，&+位先生的“微课”有 ,+++

人参与，但先生们所讲的学问、知识、思考、观
点，通过网友晒出的“微课”笔记让更多人进行
分享，引发了更多人的求知欲望和学习冲动。
电视节目通过新媒体不仅大大增添了与观众
的亲密接触，而且更深入地开发了节目的文化
内容。

犹如贴身导游
扫一扫二维码，不仅扫出了更多的电视

内容，也能扫出更多的文化资源。前不久，抗
战纪录片《营救克尔》在京举办首映式，与此
同时推出的多媒体专著《逃出生天———美军
“飞虎队”克尔中尉香港历险记》亦配套出版，
书中植入了 (&处二维码，读者可用手机扫描
就能观看到纪录片的相关视频。

逛景区，最怕的就是看不懂文物的历史
价值。在北京十三陵景区，明十三陵长陵、定
陵、神路三个景区全部覆盖了免费0121，景点
都贴上了小小的二维码，游客只需打开手机

扫一扫二维码，不仅可以迅速了解景点的历
史知识，还可获知景区周边的饮食、住宿等详
细信息，犹如一个贴身的导游在服务。

推动文物开放
在被列入“中国历史文化名街”的上海武

康路上，汇集了许多优秀历史建筑和名人故
居，由于那里推出了上海首个优秀历史建筑二
维码应用试点项目，游客通过手机扫描二维
码，就能图文并茂地了解到每幢老房子的发展
变迁，以及曾居住在此的名人轶事，从而实现
一边游览老建筑，一边了解它的前世今生。

但同样被列为“中国历史文化名街”的陕
西北路，就没有这样的幸运，由于沿街 (&处
历史建筑、名人故居大多对外关闭，怀恩堂、
西摩会堂、崇德女中等个别景点也仅限于在
国家博物馆日象征性地对外开放，使这条历
史文化名街的含金量大打折扣。由此，人们要
求用二维码的方式通过0121进行“虚拟游”
的呼声很高。有业内人士指出，若让二维码在
暂时还不能开放的那些文物景点外出现，既
能满足部分市民需求，也能以此推动文物对
社会的开放意识。 本报记者 俞亮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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