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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娱

《剑雨》威尼斯首映引轰动

“五星商业武侠片”

本报讯(记者 倪自放)

北京时间9月4日凌晨，威尼斯

当地时间9月3日晚，在华语片
著名导演吴宇森获颁“终身成

就奖”的同时，由吴宇森监制并
和苏照彬联合执导的武侠巨制

《剑雨》在威尼斯电影节上举行

全球首映式，海外媒体盛赞《剑

雨》“让武侠片新生”，更有影评
人称其为“五星商业武侠片”。

《剑雨》在粗剪阶段就受

到电影节主席马克·穆勒的偏
爱，决定为其举行规模盛大的

全球首映式。杨紫琼、郑雨盛、

余文乐、吴佩慈、吴飞霞等群

星助阵出席。在电影放映结束

后，剧场内的观众给予足足五

分钟的热烈掌声，这也是国外

电影节中观众对优质影片所

给予的最高礼遇。

《剑雨》讲述退休女杀手(杨

紫琼)爱上淳朴青年(郑雨盛)后

想退隐江湖却被杀手组织连环

追杀的故事。《剑雨》里无处不在

的吴宇森电影风格，也给人留下
深刻印象，如《好莱坞报道》称

《剑雨》里“面容变化、身份互换

等，都可以看出吴宇森的痕迹”，

而 意 大 利《 G R A Z I A

MEGAZINE》则称，“《剑雨》中

武打场面的娱乐性很强，拍摄手

法很像吴宇森。”

首映后媒体普遍反映，在

重视商业元素的基础上，《剑

雨》同样继承了传统武侠片的

精髓，《国际银幕》杂志写道，

“虽然没有《卧虎藏龙》里富于
诗意的武打场面，但其对剑术

武打的表现充满奇幻而不乏

娱乐性，一定会让功夫迷满

足”；《亚洲电影资讯》更是盛

赞《剑雨》让传统武侠片新生，

“没有诉诸强烈的视觉特效，

也没有模仿其他武侠大片的

风格，这部电影让过去20年里

努力突破的武侠电影得以新

生。对《剑雨》最大的称赞就

是——— 它既像一本经典的武

侠小说，同时也不单纯复古，

它绝对开创了自己独特的全

新风格。”更有知名影评人称

《剑雨》是“五星商业武侠片”。

明星慈善的困惑和傲慢

一年多前，成龙探访北川中

学，承诺捐献新作《大兵小将》部

分票房援建北川中学。今年9月1

日，新北川中学开学，负责新北

川中学援建捐赠事宜的中国华

侨经济文化基金会，以及北川中

学校长刘亚春却均表示，并未收

到成龙当初许诺的捐款。

而成龙慈善基金会相关负

责人则表示，成龙捐款没到位

是因为《大兵小将》票房分红尚

未拿到，而并非不捐。

不管这个事件中间有多少

疑云，成龙方面不管有多少理

由，说捐还没捐是个事实。

对于成龙方面而言，这个

事件实际反映了明星慈善的困

惑和傲慢。

成龙确实在很多慈善活动

中捐了款，对于此次由捐款事

件引发的各类批评争议，成龙

慈善基金会负责人党群显得很

困惑：“我们没做事情的时候去

报道不对，别人会骂我们作秀，

还没做就已经说出去了；可是

我们做了没有说又成不对了

(指另一笔捐款)。这可能会让掏

出真金白银做慈善的艺人们都

很寒心。”

成龙方面的傲慢也很明

显。在这个事情最初报道出

来之后，北京成龙慈善基金

会秘书长党群在接受相关媒

体采访时承认款项未到位，

但同时说“估计是有人故意

找乱子”，称还要起诉首发媒

体，并要追究华侨基金会和

北川中学的责任。至于“电影

票房分红统计工作很复杂，

某些电影从票房统计到分

红，中间相隔两三年也不是

不可能”，更是一个不高明的

借口，因为成龙当初承诺的

是援建新北川中学，现在一

年多过去了，新北川中学都

竣工了，难道让北川中学停

止建设等你几年？实现不了

承诺却硬要承诺，是不是可

以算“忽悠”？

幸好，目前慈善的专业化

正在进步。今年4月20日的《情

系玉树大爱无疆——— 抗震救灾

大型募捐活动特别节目》晚会

明确提出，善款要先到账，企业

才能举牌，即企业的捐赠资金

在接受捐赠的公益机构确认到

账后，凭捐赠发票领取晚会门

票才能在晚会上举牌亮相。

中国“非遗”博览会会徽揭晓

本报讯(记者 霍晓蕙) 9月5日，由山东

省委宣传部、山东省文联主办，山东省美术家
协会承办，章丘市文联协办的第三届山东国际
大众艺术节——— 第14届山东美术新人新作展

在山东省图书馆开幕。

据主办方介绍，本次展览自3月份征稿以

来，得到全省广大美术家的广泛关注和热情
参与，共收到稿件2700余件。省美协邀请我

省著名美术家组成评委会，

经过评委们严肃认真、公平

公正的评选，共有291件作品

入选。展览将持续到9月7日，

展期3天。

“新人新作展”开幕

□倪自放

会徽以涌动的泉水、汇

聚的祥云、四个舞动的人形

为基本构图元素，整体形象

似绣球，如锣鼓，彰显了一定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理念和浓

郁的泉城地方风情。涌动的

泉水既体现了济南的地域特

色，又预示着中国非物质文

化遗产如源头活水永不枯

竭；汇聚的祥云展示了中国

传统文化的艺术魅力，舞动

的人形寓意非物质文化遗产

心手相传、生生不息；绣球、

锣鼓形象有机融合，烘托出

本届博览会隆重、热烈、喜

庆、欢乐的吉祥氛围，富有民

族传统文化的亲和力和温馨

感。

本报讯(记者 霍晓蕙) 记者从首届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济南筹委会

获悉，博览会的会徽已经最终确定。设计

者是江苏省徐州市的王猛。

博览会济南筹委会于今年8月面向

社会发布了公开征集博览会会徽的通告。

截至8月26日，共收到全国各地应征作品
120余件。经博览会济南筹委会办公室和

山东新丞华展览有限公司初评，并报请文

化部和博览会组委会审定，最终确定江苏

省徐州市王猛设计的作品为首届中国非

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会徽。

会徽整体设计为圆形，体现了圆满、

完美理念，象征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源远流长、世代相传。会徽设计构思新

颖、简洁美观，具有鲜明的象征意义和

文化韵味，符合本届博览会“保护传

承、合理利用”的主题，由此深得博览

会评委专家的认可与肯定，并最终脱

颖而出、一举夺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