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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画电影
《我从中国来之熊猫泰山》启动

《跳舞吧！大象》发布预告
艾伦金春花温暖治愈

新华社北京7月20日电 由中国大熊猫保
护研究中心、浙江大学国家濒危野生动植物种质
基因保护中心等单位出品的动画电影《我从中国
来之熊猫泰山》19日在京启动。该片将结合中
国传统美学与立体动画技术，讲述曾经旅居美国
的大熊猫明星泰山的故事。

泰山是一只出生在华盛顿国家动物园的熊
猫，它的父母美香和添添2000年被租借到美国。
2005年7月9日，泰山的降生在美国掀起了新一
波熊猫热，单单起名字就有约 20 万人投票。
2010年 2月，泰山返回中国，大批美国民众为其
送行。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大熊猫
保护管理处处长王振占在影片启动仪式上说，目前
中国已建立67个大熊猫国家生态保护区，野生大
熊猫的数量已达到1864只，总面积2.7万平方公
里。“通过这部电影，可以让世界人民了解中国大熊
猫保护工程，了解中国保护工作的辛勤努力和取得
的丰硕成果。”

据介绍，电影《我从中国来之熊猫泰山》由浙江
大学国家濒危野生动植物种质基因保护中心主任
方盛国编剧，电影《龙之谷：破晓奇兵》的导演宋岳
峰执导。方盛国说：“泰山作为世界级的熊猫明星，
由它来担当文化使者，传播中国文化，是最好的选
择。”

由鬼才导演林育贤执导，艾伦、金春花领衔主
演，彭杨、宋楠惜、静芳联袂主演的富能量喜剧电影
《跳舞吧！大象》7月18日发布终极预告及海报，通
过身处逆境之中的艾伦和“四小天鹅”努力拼搏再
度登上舞台重获新生的故事，励志演绎“每一个被
生活揍趴下的人，都有赢一次的权利”。海报中“四
小天鹅”与“灵魂舞者”身着统一训练服，面露微笑
充满能量，积极向上的氛围让人备受鼓舞。影片预
售现已全面开启。

电影《跳舞吧！大象》讲述了心怀芭蕾舞梦想的
少女黎春夏（金春花饰）因遭遇意外陷入昏迷十五年
后突然醒来，纵使遭逢巨变，体重飙升至两百斤，但为
了实现心中所想，她费尽心力重组“四小天鹅”，并在

“心灵砒霜毒导师”皮鲍十（艾伦饰）的带领下，重返舞
台的故事。此次曝光的终极预告中，将几位主演的失
意境遇一一展示，皮鲍十自诩灵魂舞者，却开着招摇
撞骗的舞蹈培训班，披头散发不修边幅的他整日沉迷
于麻将，毫无舞者应有的修养与仪态；黎春夏从病床
上醒来，体重在昏迷的十五年里每日剧增，但心智却
依旧停在十三岁，被人称作“大象怪”，与世界格格不
入的她试图通过舞蹈大赛来改变人生；其他的“四小
天鹅”各自被困在迷茫无助的生活中无法自拔，有的
沦落至酒吧靠陪酒卖笑讨生活，有的年近三十还被父
母掌控，过着如机器般的日子，有的做着最基层的工
作风雨奔波生活不易。虽然心酸的画面一幕接一幕，
但最终他们都靠着彼此的陪伴和鼓励勇敢坚持，皮鲍
十卸下伪装袒露真心，“四小天鹅”热血重组再跳“天
鹅湖”，励志证明“每一个被生活揍趴下的人，都有赢
一次的权利”。

随着预告一起曝光的还有影片终极海报，几位主
演置身于清新泳池，远处的小象在橡皮球上欢乐跳
舞，近处的“四小天鹅”端坐向前，脸上洋溢着自信微
笑，“灵魂舞者”艾伦站在身后，双手握拳充满能量。
整张海报充盈着轻松解压的欢乐氛围，让人心中如暖
流经过，几位主演积极向上的情绪也仿佛在给大家打
气“我可以”。

《跳舞吧！大象》选用喜剧黑马艾伦、金春花组成
“花伦”师徒，共同打造暑期最燃喜剧电影。预告中艾
伦大展灵魂特技——用脚搓麻，对“四小天鹅”实施别
出心裁的魔鬼特训，看起来十分不靠谱，但都在艾伦
的精湛演技下，变成让人开怀大笑的“解压利器”。这
也正是电影《跳舞吧！大象》所希望的那样，能让人在
欢乐氛围中感受身心鼓舞，从而卸下重担轻松出发。

导演林育贤曾凭借自编自导的电影《翻滚吧！阿
信》荣获金马奖包含最佳原著剧本在内的五项大奖提
名，《跳舞吧！大象》是他继《翻滚吧！阿信》之后的最
新力作。时隔七年，林育贤再次用擅长的在逆境中成
长的人物故事，将一组为实现心中所想，改变失意境
况，为生活奋力拼搏勇敢撑下去的普罗大众“浮世绘”
热血讲述，正如此次海报的标语“我可以”一般，他想
用生活中如“大象”般负重前行的人们不认输的拼搏
故事鼓舞大家，相信自己“我可以”，并劝慰他人“撑下
去就是赢”。 （新华网）

《跳舞吧！大象》剧照。

新华社福州7月21日电“对
中华文化的热爱，对神州大地的向
往，始终在我们身上，在我们灵魂
里。”台湾艺术家冯翊纲说，借着演
出《宝岛一村》的机会，自己到过大
陆许多地方，见识到中华文化的魅
力，可以说是躬逢其盛。

20日和21日，台湾经典话剧
《宝岛一村》在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
心连演两场。这是《宝岛一村》第
271次与第272次演出。

《宝岛一村》由台湾著名话剧导
演赖声川和节目制作人王伟忠联合
编导，故事从“老赵家”“小朱家”“周
宁家”三个1949年赴台落户的眷村
家庭讲起，呈现长达半个多世纪萦
绕海峡两岸的乡愁。

演出前，冯翊纲、屈中恒和宋少

卿三位演员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他
们说，因为都是眷村孩子，自身经历与
《宝岛一村》的故事和角色相近，《宝岛
一村》不仅仅是一部话剧，更是对两岸
历史的回顾、重现与沉思。

剧中老周的扮演者宋少卿说，舞
台上有一段老周在两岸开放交流后回
乡哭坟的戏，现实中他也曾陪着父亲
回东北老家探亲，亲眼看到父亲跑着
过去，趴在爷爷奶奶坟前。“整部戏是
眷村经历里好笑的、可怜的所有生活
的浓缩，和每个眷村孩子以及很多台
湾同胞都有相当的连接性。”

谈到《宝岛一村》与福建的独特联
系，剧中老赵的扮演者屈中恒说，《宝
岛一村》中有些台词是闽南话，在厦门
和福州演出时总能获得台下观众的热
烈反响，这让演员很开心。

自2008年首演至今，《宝岛一
村》已在大陆数十个城市巡回演
出。冯翊纲说，自己追随赖声川老
师30年间，见证了话剧在台湾从草
创期到如今的职业化发展期。“我们
在大陆各个城市看到了话剧艺术的
繁荣，我们正好在肥沃的艺术土地
上，我们赶上了。”

今年，《宝岛一村》将在7个地
方演出18场，其中将首次在江苏张
家港和连云港演出。如今，《宝岛一
村》每年定期赴大陆巡演。提及未
来想去演出的城市，屈中恒说，因为
剧中人唱起“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相信在哈尔滨演出更能引起共鸣。
宋少卿说，1949年迁台的群体遍布
大江南北，他希望把这部剧推广到
全大陆。

“对中华文化的热爱，在我们灵魂里”
——《宝岛一村》福州演出访谈

本报讯 记者郭秀玉报道：香山夏雨，纸润墨香，笔
中情，诗意深。由香洲区委宣传部、香洲区文化广电旅
游体育局、香洲区文联、香洲区老干局联合主办的第四
届“文化香洲·缤纷四季”系列活动之夏之画“香山杯”书
法大赛暨离退休干部书法作品展，经广泛征稿，严格评
审和精心备展，于20日在市图书馆开展，共展出作品近
百幅。

本次书法大赛自今年3月征稿，受到书法爱好者广
泛关注，共收到书法作品187件。参赛作品楷、隶、行、
草、篆五体俱备。参赛人员有教师、公务员、离退休干部
和社区居民，年龄最小的尚读小学，年纪最大的92岁，
参赛作品从数量到质量都超过往届。为保证评审客观
公正，6月25日，香洲区文联继续坚持“异地评审”的原
则，将所有参赛作品送到中山评审，邀请中山市书法家
协会副主席吴步里、林育文等书法家进行严格评审，最
终评出一等奖2名，二等奖3名，三等奖5名，优秀奖10
名。

据悉，展览时间为7月20日至8月1日。

夏之画“香山杯”书法大赛
暨离退休干部书法展开展

7月21日，演员在大型历史情景剧《回
道张掖》中表演。当日，大型历史情景剧

《回道张掖》在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丹霞口

旅游度假小镇首次公演。《回道张掖》以丝
路重镇张掖的历史文化为载体，深入挖掘
当地独特的民俗民风，保留原汁原味的文

化特色，将霍去病西征、隋炀帝西巡、万国
博览会等元素搬上舞台，让观众感受古丝
绸之路的辉煌。 新华社发

大型历史情景剧《回道张掖》首次公演

新华社北京7月20日电 国家
话剧院新戏《人间烟火》20日在京
首演。该剧以轻喜剧的风格呈现了
城中村百姓的生活，塑造了主持棚
改工作的基层党员干部。

该剧讲述了新时代基层党员干
部苏小鱼，主动请缨调到基层主持
棚改工作，以真挚情感和智慧才干
为百姓解决实际问题的故事，穿插
了亲情沟通、老人赡养、年轻人创业
等社会话题。

“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衣，莫
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剧中
基层党员苏小鱼的这句台词深受导
演娄迺鸣喜爱。她说，把这个“沾泥
土、带露珠、冒热气”的故事讲好，是
主创的共同追求。

苏小鱼家、美芬客栈、秋月面
馆、欢欢照相复印店……随着高达
三米的双层转台的旋转，城中村面
貌一一展现。舞美设计王绍林利用
转台，打造了一个多层面、多角度、
全方位的舞台，拓展了演出的时间
与空间。

“苏小鱼身上的正能量感染到
了我。作为一名党员，能够有机会
把自己想表达的初心和担当带给大
家，是件开心的事。”主演涂松岩
说。

国家话剧院

新戏《人间烟火》

塑造主持棚改
工作基层干部

一把中国传统民族乐器二胡，若干摄
于1973年的黑白老照片，两本《毛主席语
录》……这是美国费城交响乐团小提琴手
布克·罗多年来的珍藏。

19日，在费城金梅尔表演艺术中心，
费城交响乐团举办访华巡演回顾记者见
面会，罗特意带来了这些“宝贝”。它们是
这位资深乐师数十年演奏生涯中铭刻的
记忆，也印证了中美近半个世纪以来的人
文交流史。

罗说，46年前他随费城交响乐团首次
访华，成为他生命中“一件奇妙的事”，“中
国观众对我们的演出报以异常热烈的掌
声，这一点我印象很深刻”，“掌声是当时我
们与中国观众恰如其分的互动方式”。

创立于1900年的美国费城交响乐团

是世界顶级交响乐团之一。1973年，乐
团作为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的“文化使
者”前往中国演出，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
一个访华的美国乐团。此后，乐团又多次
到访中国，于今年5月圆满完成第12次中
国巡演。

曾随乐团1973年历史性访华且目前
仍在职的乐师有4位，除罗以外，达维德·
布思和雷纳德·爱德华也出席了当天的记
者见面会。

乐师们分享着当年初见“北京满大街
的自行车和着装风格极为统一的中国面
孔”时的新奇感受，对曾经品尝过的中国
美食、参观过的故宫和长城等中国著名景
点如数家珍，惊叹中国几十年来的发展。

这些两鬓斑白的乐师们还在见面会

场放置的1973年交响乐团访华大幅合影
中，寻找自己年轻时的身影。

现年69岁的小提琴手布思说自己是
“幸运儿”，能在向往已久的中国开启自己
加入费城交响乐团后的首秀是难得的缘
分。“1993年我们第二次赴华巡回演出
时，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
从来没见过哪个国家能像中国一样，能在
那么短的时间内发展如此迅速。”

中提琴手爱德华告诉记者，1973年
首次访华加深了他对这个东方古国的认
知，乐团与中国建立了非常牢固的关系，
他期待乐团能续写中美友谊新篇章。

费城交响乐团近年来频繁访问中国，
几乎每一到两年，就会在华举办重量级演
出。

今年5月的中国巡演，费城交响乐团
演奏了谭盾创作的声乐协奏曲《敦煌壁
画·九色鹿的故事》，以及贝多芬、拉赫玛
尼诺夫、西贝柳斯、舒伯特等的经典作
品。其中相当一部分为费城交响乐团代
表作，堪称“费城之声”。

中国驻纽约总领馆副总领事钱进说，
费城交响乐团1973年破冰访华之旅后
40余年来又多次赴华，已成为中美友谊
的重要亲历者和见证者。

费城交响乐团董事总经理瑞安·芙勒
尔表示，音乐具有跨越语言、文化和国界
的神奇力量，早在中美两国正式建交前，
乐团就开始了与中国的互动，“我们将继
续致力于两国间的人文艺术交流”。

新华社美国费城7月20日电

美国费城交响乐团乐师美国费城交响乐团乐师
畅叙畅叙4646年年““中国情中国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