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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娱

日前，赵本山接受本报记者采
访时说：“春晚还定不下来，原因在
哪儿呢？我身体状况不好。我怕，我
很惧怕春晚那个时刻，我很担心自
己会倒在台上。”赵本山上了二十多
年春晚，每到春晚彩排时期，赵本山
的身体状况就让全国人民担忧。不
过，央视春晚方面回应，“对于赵本
山上春晚的问题，我们现在还不方
便说，毕竟现在还为时尚早。不过我
们还是坚持一贯的宗旨：好的艺术
家我们都会邀请。有关赵本山的消
息，过几天我们就会向媒体公布，也
希望大家能够安心等待。”

谁能成为本山接班人？

在赵本山感叹之余，谁能成为他
的接班人也一直受到媒体关注。这几
年，赵本山每年都会带几个徒弟上央
视春晚，也是有意培养接班人的意
思。但是迄今为止，没有一个人有成
为他接班人的苗头。赵本山自己也感
叹“现在已经没有那种奢望了”。谁最
有希望成为他的接班人呢？

小沈阳难成接班人

赵家班里，最红的莫过于小沈
阳，他也曾一度被认为有希望成为
赵本山的接班人。赵老师对他很宠
爱，三度上春晚，让他主演多部热门
电视剧和电影，甚至连老谋子的影
片都推荐他。但是这个徒弟也是最

难管的一个。而且小沈阳如今越来
越走偶像路线，戴墨镜、穿着时尚、
长相洋气，与二人转演员的形象越
来越远。赵本山虽然名气大、财力雄
厚，却依然走的是农民路线，小沈阳
很难成为赵老师的接班人。

王小利想出头但缺作品

之后，王小利成了第二人选，王
小利是继小沈阳之后跟随赵本山登
上春晚舞台的。但相比小沈阳，王小
利的人气和热度很难媲美。据介绍，
王小利很听话，他一心跟着赵本山
上春晚，也很希望借助本山传媒的
平台出头。但是无奈，他本身缺少挑
大梁的代表作，话题性也不够，每年
只有到了春晚或者是乡村系列电视
剧播出的时候才会受到媒体的关
注。王小利想要成为赵本山的接班
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宋小宝外形受限难大火

赵本山接班人的第三候选人
出现了，这就是宋小宝。据悉2012
年，赵本山之所以打算带宋小宝上
春晚，也是有意打造宋小宝成为自
己的接班人。同时，此举还能保持赵
家班的实力均等，形成三足鼎立的
局面。但是有媒体表示，宋小宝外形
上很农民，很接地气，但是很难达到
小沈阳那种走红的程度，更不用说
成为赵本山了。

本报讯 (记者 师文
静 ) 伦敦奥运刚落幕，
东方卫视《东方直播室》
即录制专题节目“我的奥
运梦”。在9月3日即将播
出的节目中，久未露面的
桑兰将现身，畅谈自己的
奥运梦想。

采访过程中桑兰的
回答仍可以看出对体育、
对奥运的热爱。虽然已经
退役多年，但桑兰一直没
有离开过体育。今年桑兰
亲临伦敦奥运会，开幕式
深深地打动了桑兰。她觉
得伦敦奥运会开幕式将
奥林匹克精神体现得淋
漓尽致，尤其整个点火仪
式让桑兰印象深刻。

而谈起刘翔伤退伦敦
奥运一事，桑兰言语中也透
露出遗憾，“从2004年到现在，
刘翔太受国人瞩目，这种压
力是难以想象的，北京奥运
和这次伦敦奥运都是因为伤
病，我也觉得非常遗憾。”

做客《东方直播室》

桑兰谈“我的奥运梦”

本报讯 (记者 师文
静 ) 上周日晚，四川卫
视《天籁之音中国藏歌
会》第三季全国总决赛播
出了第二场的比赛，诞生
全国30强。这场比赛中，
混血儿与藏版苏珊大妈
惊艳亮相。在26日晚10点
半即将播出的30进20的
比赛中，更多藏歌选手震
撼全场。

四川卫视12日播出
了本季《中国藏歌会》的
首场比赛，收视率位居全
国同时段第三，而上周日
的第二场收视率更是进
一步提升。在19日的节目
中，来自复旦大学的混血
儿铃木煜璇和藏版苏珊
大妈米玛天籁的嗓音证
明了这个节目的独一无
二。铃木煜璇一半中文一
半英文演唱的藏歌《卓
玛》，感染了现场的每一
个人。藏族阿妈米玛则是
选手中年龄最大的一位，
但是她纯天然、原生态、
没有经过雕琢的声音震
撼全场，更是被誉为“藏
版苏珊大妈”。

“藏歌会”开播

收视连续攀升

赵本山叹上春晚累，春晚回应—

好好的的艺艺术术家家我我们们都都会会邀邀请请
本报记者 任磊磊

近日，赵本山亮相某电视剧颁奖晚会，被问及上春晚的问题时，
他一再强调惧怕春晚，似乎暗示对上春晚已经意兴阑珊。而春晚方
面对此回应称，所有好的艺术家我们都会邀请，并称过几天就会有
关于赵本山的消息。

王小利 宋小宝

小沈阳

文化产业精英“泉城论剑”
文博会将举行十二场展会论坛

本报讯(记者 霍晓蕙 实习生
胡敬爱) 着力打造一个交流和沟

通的平台，即将于8月30日开幕的文博
会安排了十二场展会论坛。论坛紧紧
围绕文博会主题，邀请国内外著名的
专家学者和知名的文化产业行业精英

“泉城论剑”，共同探讨大家关注的文
化现象，寻求文化产业跨越发展之路。

创意是文博会主题中最突出的
亮点。创意如何生发？创意如何和科

技、产业结合？8月31日下午在济南南
郊宾馆俱乐部召开的文化创意产业
高层发展论坛上，北京大学文化产业
研究院副院长、国家文化产业创新与
发展研究基地副主任陈少峰，上海社
科院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国家发
改委国际合作中心特约研究员花建
等著名文化产业学者将就我国文化
创意产业的现状和发展路径等问题
展开“交锋”。蓬勃壮大的会展业已成
为当前经济发展的一朵“奇葩”，发达
地区的“先行者”能给我们以何启迪和
借鉴？在8月30日下午，文博会将在济
南南郊宾馆举行山东会展业发展高
层论坛，邀请国际展览局中国首席代

表、中国贸促会副会长王锦珍，北京市
贸促会副会长储祥银，山东会展业协
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林源等省内外会
展专家“传经送宝”。

山东深厚的文化底蕴吸引着全
世界的目光。9月4日—5日在济南举
行的孙子兵法与文化创意产业论坛
上，原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知识产权
署署长、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知识产权
委员会主席谢肃方，马来西亚孙子兵
法学会会长、新加坡商联总会名誉会
长吕罗拔，美国美华艺术家协会会
长、美国北加州作家协会会长林中明
等嘉宾将结合自己的研究和体会，分
别进行精彩演讲。以高新技术为载体

的文化创意、数字出版、移动多媒体、
动漫游戏等文化新业态及新装备是
文博会上大家最关注的看点之一。9
月1日上午在济南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的数字出版论坛上，中国大百科出版
社数字出版总监王钦、新闻出版署王
强处长等专家将就新技术在出版行
业的应用进行阐释和展望。

精彩的论坛还有山东广播电视
文化产业论坛、首届山东动漫游戏产
业高峰论坛、文化产品和文化企业

“走出去”论坛、广告创意设计论坛、
文化产业融资论坛、网络新媒体论
坛、山东动漫产业高层论坛、文化艺
术品交易论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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