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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娱

开眼界，到非遗博览会
第二届中国非遗博览会今日开幕 767个非遗项目亮相台儿庄古城

电视剧《无贼》开机

张国强殷桃

演“贼夫妻”

本报讯 (记者 倪自放 )

现 实 主 义 生 活 大 剧《 无
贼》日前开机。该剧由曾执
导过《玉观音》《长恨歌》等
经典剧的名导丁黑担任导
演，并会集张国强、殷桃、孙
海英等实力派演员。《无贼》
制片人彭三源表示，“我们
要向这个充满钱味的时代，
要一个充满人味的故事。”

《无贼》讲述的是发生
在派出所所长向前进与“贼
夫 妻 ”段 虎 和 乔 安 娜 以 及

“贼夫妻”的儿子段益之间
的故事。剧中“贼夫妻”分别
由张国强、殷桃出演，老所
长由孙海英饰演。整个故事
从一对惯偷夫妻被老所长
拘 捕 开 始 ，夫 妻 俩 锒 铛 入
狱，却留下个新生婴儿无人
照料，阴差阳错，老所长承
担起抚养孩子长大的职责。
几年后，夫妻二人先后刑满
释放，为了“贼夫妻”有一个
圆满的家，老所长一家人不
得不忍痛割爱，将孩子还给
他们抚养，同时耳提面命苦
口婆心，不仅要教两个“贼”
学习如何成为一对合格的
父母，同时还要教他们重新
做人。

提起《无贼》这个名字，
便会让人不自觉联想起冯
小刚的电影《天下无贼》。彭
三源表示，“《无贼》是一个
全新的故事，与《天下无贼》
完全无关。在作品的精神内
核上，《无贼》想传达‘人心
中无贼，天下便无贼’这样
一个对生活的美好憧憬和
期许。”

彭三源还表示，电视剧
《无贼》有可能反哺电影，在
电视剧《无贼》拍摄完成后，
衍生电影《天下无贼 2》。但
对电影的导演和演员人选，
彭三源笑言“这还是一个商
业秘密”。

本报讯 (记者 师文静 ) 6
日-10日，由山东省文化厅与枣
庄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主题为

“促进非遗保护，共建精神家园”
的第二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博
览会将在枣庄台儿庄古城举行。
博览会期间，来自全国各地的767
个非遗项目将亮相，其中包括唐
卡、赫哲族鱼皮衣、扬州玉雕、湘
东傩面具等山东人很少亲眼见到
的国家级非遗项目和展品。

本届非遗博览会共邀请非遗
传承人 1800余人，确定参会的
767个非遗项目是由专家评审委
员会从全国各地上报的1200余
个项目中筛选出来的，是各地具
有代表性的优秀非物质文化遗
产。其中包括200余个国家级非
遗项目和展品。

除此之外，本届非遗博览会
一个最突出的特色是精心策划布
置的三个展示主题区。运河文化
主题区，集中展示运河沿岸17个
城市的特色非物质文化遗产和运
河历史，让观众近距离体验南北
交融、博大精深的运河文化。山东
非遗项目主题区，邀请了全省17
市的280余个精品非遗项目参会，
展示内涵丰富的齐鲁文化风情。
港澳台非遗项目主题区，重点展
示三地的剪纸、陶艺、玉器等手工
技艺。

本届非遗博览会的开幕式，
邀请中央电视台节目组进行策
划导演，精心遴选全国最具观赏
性的精品非遗项目进行现场表
演；闭幕式暨颁奖晚会以“和韵
中华”为主题，分为舞蹈、音乐、
民歌、戏曲等篇章，集中展演优
秀非遗成果。

除了项目展示外，第二届非
博会还将组织非遗保护高层论
坛，邀请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领
域的权威专家，围绕“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生产性保护”开展研讨。

博览会期间，来自全国的14
支展演巡游队伍将每天两次在
台儿庄古城进行非遗民俗项目
踩街巡游；在枣庄市的5个专业
剧场，7个展演剧团每天演出两
场黄梅戏、吕剧、柳琴等优秀非
遗剧目。

本报讯(记者 师文静) 4日，由文化
部及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华文化总会主办，
山东省文化厅、枣庄市人民政府承办的第三
届两岸汉字艺术节在台儿庄古城开幕，来自
大陆与台湾的汉字专家就汉字的继承与发
展问题进行了讨论。此外，中国大陆首个“两
岸汉字艺术馆”也在艺术节上揭牌。

本届两岸汉字艺术节的主题是“汉字的
渊源与流变”，活动包括汉字艺术作品展览、
书画艺术交流、大型非物质文化遗产剧种

《南音汉唐乐府》表演等多项活动。汉字艺术
节展出书法作品150多幅，通过举办书法、
篆刻等艺术展览进一步追溯汉字的发展脉
络，挖掘汉字的文化内涵。此外，经中国艺术
研究院考察论证，两岸汉字艺术馆最终确定
设在台儿庄古城参将署。

参与两岸汉字艺术节的全国人大常委会
原副委员长许嘉璐称，汉字作为现存世界上
最古老的文字，面临着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
是汉字的继承与创新问题，另一个是汉字的
普及与提高问题。“现在大约有3亿人学习英
语，但是有多少人在习字？如果汉字仅成为拍
卖行的商品，那么它就会渐渐远离人们的生
活，也就意味着汉字艺术即将消失。所以，两
岸汉字艺术节要继续举办下去。”

汉字需要
继承与创新
第三届两岸汉字艺术节开幕

来自台湾的艺术家表演汉唐乐府。

台湾艺术家现场表演。

两岸艺术家同台表演相声。
本版摄影 本报记者 戴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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