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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娱

亚太地区博物馆长

论坛在济举办

本报讯（记者 霍晓蕙） 由中
国博物馆协会、山东省文物局主办，
山东博物馆、山东省博物馆学会承办
的“博物馆免费开放与公民文化权益
保障”亚太地区馆长高层论坛暨国际
博协亚太地区联盟理事会2011年会
议，11月16日在开馆一周年的山东博
物馆新馆隆重开幕。来自韩国、马来
西亚、孟加拉国的国际博协亚太地区
联盟理事，中国博物馆协会第五届理
事会副理事长、常务理事及全国28个
省、区、市的近40家博物馆代表共60

余人出席。
这次高层论坛围绕“博物馆免费开

放与公民文化权益保障”这一主题，就
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博物馆在文化发
展中的重要作用，如何推进博物馆免费
开放，全面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等问
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与交流。

李方玉艺术馆揭牌

本报讯 (记者 霍晓蕙 ) 李方
玉艺术馆 1 1 月 1 5日在河南濮阳市
正式揭牌开馆。李方玉捐赠给河南
省濮阳市博物馆的书画精品也与
观众见面。

李方玉是山东省美术馆国家一
级美术师，生于河南范县，出于对艺
术事业的热爱和对家乡的深厚感情，
他把自己收藏和创作的书画精品各
300余件一次性捐献给河南省濮阳市
博物馆作为永久收藏。这批作品分别
经河南省文物局及国家文物局组织
的专家鉴定，定为国家二级文物 16

件，三级文物 222件，其中包括孙中
山、梁启超、李苦禅等名人或艺术大
家的作品。濮阳市政府授予李方玉

“濮阳市荣誉市民”称号，并专门设立
李方玉艺术馆。

《华豫之门》背后有故事

仿钧窑瓷器仅售200元

本报讯（记者 邱祎） 一件藏
品蕴藏着一段历史故事，寄托着一段
情感。11月17日河南卫视《华豫之门》
将在鉴宝的背后，讲述文物背后的故
事。

清代乾隆年间的仿钧窑非常名
贵，可谓价值连城。但如果不识货的
话，可能会把它当作普通瓷器处理
掉。河南的程女士参加《华豫之门》
后，才发现自己那标价200元的瓷器
原来是名贵的乾隆仿钧窑。来自山西
的“嘻哈兄弟”带着钧瓷盘、钧瓷碗来
鉴宝，这两件藏品是弟弟周康乐用哥
哥的钱从医院买来的。2006年父亲在
西安医院住院，弟弟凭感觉从同病房
的病友手里花了5000块钱买来这两
件瓷器，但是哥哥非常反对，觉得从
医院里买藏品不靠谱。兄弟二人这次
来到《华豫之门》，想问个究竟，这从
医院“淘”来的钧瓷盘、钧瓷碗到底是
真是假？

82年前诞生的丁丁，在全
球粉丝的数量不可低估，对于
丁丁粉丝们来说，电影《丁丁历
险记》就是一次亲切的怀旧之
旅。电影版在人物造型百分之
百地忠实于漫画。电影刚开始，
街头画家为丁丁画画，画好后，
丁丁一把揪过画，转过来面对
镜头，丁丁电影中和漫画中的
造型齐刷刷亮相在观众眼前。
这个镜头可以看作斯皮尔伯格
对漫画原著的致敬。

除了造型，电影《丁丁历险
记》的故事融会并整合了原来
漫画中《金螃蟹贩毒集团》《独
角兽号的秘密》和《红色拉克姆
的宝藏》三个故事，在故事情节
上的改动不是太大，只是有次
序的变化。人物设置上的改动

也不大，不会让
人有电影背叛了原著的感觉。

像漫画里描述的那样，《丁
丁历险记》故事的主人公丁丁
依然是个年轻的自由记者，却
总是做那些超出记者工作范畴
的事，喜欢冒险，是正义的理想
主义者。像许多电影作品里那
些承担作者理想的男一号很难
出彩一样，电影里的丁丁除了
给人一个正义、冒险的形象，倒
没有太突出的个性。反倒是几
个次要角色个性鲜明，比如杜
邦、杜庞两个警察，笨手笨脚地
搞出许多幽默戏分；作为丁丁
的搭档，阿道克船长和小狗白
雪也非常抢镜，两个角色在飞
机上争喝医用酒精的桥段让人
忍俊不禁。

丁丁迷的怀旧之旅

网络上有人总结说，那些
只喜欢文艺片的人肯定不是

《丁丁历险记》的目标观众群。
如果你不是丁丁迷，那么这部
电影在方方面面都是按照好莱
坞商业大片模式操作的一个样
板。《丁丁历险记》看上去像极
了少年版的《夺宝奇兵》，尽管
丁丁是个少年郎，但他能发电
报，能开飞机，能破案，而且单
挑十来个匪徒一点事都没有。
与《夺宝奇兵》系列里的印第安
纳·琼斯不同的是，陪伴在他身
边的不是美女，而是小狗白雪。

冒险是好莱坞商业大片常用
的套路，《丁丁历险记》当然不会
放弃这样的故事套路。它的许多
套路不仅有《夺宝奇兵》的影子，
同《加勒比海盗》也有异曲同工之
处，简直就是一场“横冲直撞的兴
奋之旅”，从一开始的小狗白雪救
主，到后来的船上大战、飞机失

灵、海盗袭击、淹城追宝及最后的
吊臂大战，《丁丁历险记》时刻绷
紧你的神经。其中阿道克船长臆
想的与海盗之战，像极了《加勒比
海盗》中的大战，连反派萨卡林提
着武器走过来的样子，都同《加勒
比海盗》里妖里妖气的船长有几
分神似。画面通透，道具精致，场
面恢宏，推理、动作和幽默情节交
叉推进，绝无冷场，这是《丁丁历
险记》作为商业大片可以得到的
一个评价。

动作捕捉技术是斯皮尔伯格
在动画电影中给出的成功尝试，
在这种技术的帮助下，影片中到
处都是原作者埃尔热风格的铲子
般的下巴和泡泡式的鼻子，还有
细腻的沙子与火药效果，或者刀
锋映射出摇曳的闪光。动画电影
在这种技术的帮助下是否将进入
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有可能成为
业界今后一个时期的话题。

非丁丁迷的商业片

并并并非非非所所所有有有人人人
都都都是是是丁丁丁丁丁丁迷迷迷
本报记者 倪自放

片名：《丁丁历险记》
导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

有关电影《丁丁历险记》，之
前有个比较极端的评价说：世界
上有两种人，丁丁迷和不是丁丁
迷的人。在我这样的非丁丁迷看
来，《丁丁历险记》一会儿像是福
尔摩斯电影，一会儿像是《夺宝

奇兵》，但还是最像《加勒比海
盗》系列电影。一句话，导演斯皮
尔伯格将《丁丁历险记》这样的
经典漫画，按照好莱坞商业大片
的模式进行了重新包装，有趣、
好看成为影片的追求，不管你是
否丁丁的粉丝，《丁丁历险记》都
完成了一部好莱坞商业大片所
承担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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