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铁林朱时茂王长田
获颁影视传媒奖

日前，由经典国际传媒、经
典城市国际论坛理事会等主办的
!"#! 年经典城市之夜颁奖盛典
在北京举行。

颁奖典礼上颁发的 !"$! 年
度“城市贡献奖”涵盖了影视传
媒奖、经典艺术奖、教育贡献
奖、传播贡献奖、国际和平使者
奖、传播贡献奖和公益机构奖共
七大奖项。获奖机构包括中华慈
善总会、中国扶贫基金会等，获
奖个人包括中国前驻科威特、阿
曼、巴林大使，中国交流协会副
会长管子怀，中国前驻也门、叙
利亚大使，中国阿拉伯交流协会
副会长时延春等，影视传媒奖由
演员张铁林、朱时茂和光线传媒
董事长王长田获得。

（高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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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年没开个人演唱会，那个创作、演唱了许多风靡大江南
北、影响众多年轻人的摇滚歌手许巍，终于将再次出发！日
前，许巍在北京与歌华莱恩正式签约，即将开启个人音乐生涯
迄今最大规模的一次巡演。这次巡演的名字沿用其最新专辑名
称———《此时此刻》。

此时此刻，你在何方？许巍曾说，自己的歌是唱给“有缘人”
的。新东家歌华莱恩也表示，“与许巍结缘已久，我们更像一家
人”。许巍喜欢鲍勃·迪伦、2!、斯汀、酷玩的音乐，笑言：“签约歌
华莱恩就可以免费看莱恩公司旗下这些音乐家的全球巡演啦！”

1年，曾经的叛逆、狂野、忧郁甚至另类，在岁月的洗涤
和与音乐的交流激荡中，演变为明媚、幸福、温暖和希望。

许巍过去的歌里总是充满感伤、绝望、孤独，并且纠缠在
这种气氛中不能自拔，“我只有两天，我从没有把握3一天用
来出生，一天用来死亡4一天用来希望，一天用来绝望”。直到

出道 #- 年后，!--! 年推出的第三张个人专辑 《时光·漫步》
被认作是转变的开始。脍炙人口的代表作《蓝莲花》中，许巍
明确地表达了自己对自由的向往，传达出浓郁的温暖和希望。
虽然“穿过幽暗的岁月4也曾感到彷徨”，但低头的瞬间也才发
觉脚下的路。那一年，是许巍音乐生涯的丰收年，他几乎包揽
内地流行音乐界所有的奖项。

音乐从未如此灿烂，歌声已然淬炼成钢。从 #556 年组建
“飞”乐队出道，到 $557年歌手田震将其作品《执着》唱红大江南
北，再到后来 !""7年的首轮个人巡回演唱会《留声十年 绝版青
春》和 !""5年的第二场个人巡回演唱会《今天》，一度锈了的琴
弦不断发出叮咚悦耳的声响，这个游走在城市边缘的浪子，成功
蜕变为照耀中国乐坛的内省诗人。现在的许巍，钟爱古琴和莫
扎特，痴迷中国书法绘画，喜欢阅读《庄子》和笛卡尔的著作
……这些曾经被他忽略的东西现在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许巍
在签约现场还接受一份特殊礼物———来自著名书法家欧阳中石
先生的书法题词“曲啸遏云”，老先生意在勉励许巍传承先秦文
人音乐中讲人生、讲哲理、讲知音的理念，许巍也表示，“中国文
化有清澈、简单的一面，写歌也该这样，越简单越好”。

7月 $8日，许巍的巡演将从北京开始，然后再辗转另外 5

个城市：哈尔滨、南京、广州、长沙、上海、杭州、武汉、深
圳、昆明……许巍希望“此时此刻”巡演和《此时此刻》专辑
一样，让歌迷“在音乐响起的那一刻，抛开一切，用心享受简
单而快乐的几个小时”。

喧闹的都市，再去聆听许巍的心声，让跳动的音符抚平焦
灼躁动的心。正如那首《此时此刻》中所唱的：“无论欢乐和悲伤，
我已不会再回头4只是自在向远方，也来不及感伤……”

城市形象片竞相上央视

“9:',;，9!,;，阆中。”温婉秀丽的
年轻女教师写下“阆”字的拼音，用清
朗而柔美的声音领读，稚气又高昂的群
体童声与之相应和。三面环水、四面靠
山的阆中市代表性景点：李家大院、明
代白塔、魁星楼、华光楼、锦屏山等，
伴随着“四川南充，阆中古城，我在这
里等你”的广告口号，通过电视镜头尽
收于观众眼底，令人心动神驰。

这则只有 $" 秒时间长度的阆中城
市形象片，已经在央视综合频道、新闻
频道、中文国际频道的早间、午间和晚
间时段，播出大约 6年。阆中，这座川
北小城、千年古县，也借此走出了四川
盆地，走进了海内外亿万观众心里。

城市形象片是一个城市的靓丽名
片，能显著增加其美誉度和知名度。近
年来，在央视播出的大量城市形象片，
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和影像震撼力、说
服力，树立起“美丽中国”大中小城市
多姿多彩的形象，展现了它们不同的地
域文化特色，具有极高的艺术和唯美表
现。“好客山东欢迎您”、“江西风景
独好”、“多彩贵州”等多个系列、数
十座城市的形象片，博得了观众的喝
彩，也吸引了国内外无数游客。
“全国几乎所有的省份都参与了形

象片广告的拍摄和投放，市级的也没听
说谁不做。”中央电视台广告经营管理
中心副主任何海明说，近年来，全国各
地一年在央视投放城市形象片的花费总
和为数亿元人民币，!"$6 年的投放比
过去又有所增加。

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院长黄升民
教授认为，城市形象片其实不是新鲜事
物，过去主要被视为“政绩工程”，多

少也有招商引资的作用，所以一概由当
地政府投资，在电视媒体的投放不密
集、不持续，往往逢年过节播一下就算
了。但最近几年投放明显增多，这主要
与各地希望拉动旅游和城市转型尤其是
文化转型有关，而且其经济回报十分明
显，比如近年来这一轮“形象片投放
热”的始作俑者山东，连续 6年集合本
省资源，做了 6轮“好客山东欢迎您”，
每年投给央视数千万元，结果旅游收益
每年增长 $""" 亿元，6 年上了 6 个台
阶，增长 6"""亿，引发各地纷纷仿效。
江西做了“江西风景独好”形象片之
后，年旅游收入也突破了 $"""亿大关。

创意决定城市形象片的成败

“$"秒钟这样精短的一个片子的好
坏，其实就是由创意决定的。”中广梅
迪国际传媒公司客户总监王蕊告诉记
者，这家公司目前代理央视 《朝闻天
下》、《新闻联播》、 《寻宝》、 《正大
综艺》等栏目的广告，阆中的宣传片就
是由这家公司制作的。

王蕊多年来一直主要做城市形象片
业务。她说，“这几年，城市形象片的
上播率一直非常高”。她从第一次去阆
中“踩点”，就对“阆苑仙境”身临其
境开始，就深深被其美景、美食和深厚
历史文化底蕴所吸引。她介绍，他们的
团队共在阆中拍摄了半个月左右，还为
阆中套拍、制作了另外两部时长分别为
一分钟和八九分钟的形象片，供阆中另
作他用。

据阆中市副市长赵爱华、阆中市政
协副主席马凯介绍，别出心裁地用教世
人读“阆”字来引领形象片这个创意，
源于他们在对外招商和联络中发现，海
内外很多经济界、旅游界甚至文化界和

媒体界人士，往往念错这个“阆”字，
他们自然而然地就有了要介绍阆中，先
从教大家认识这个字开始的想法。“如
果说这个片子是成功的，主要就是来自
这个突出的创意，中央领导、文化学
者、普通观众都高度认可，一些业内人
士都认为这个片子应该得奖。”赵爱华
说。

除了出奇制胜的阆中，中广梅迪还
制作了同样时长 $" 秒的赤峰形象片，
从创意上却完全走了另一个路子，王蕊
归纳为“用两位赤峰出的演艺名人，成
功打出了一张‘亲情牌’”。片子以赤峰
形象大使———斯琴高娃和王珞丹两位演
员，乘坐一个热气球游览赤峰美景为线
索，配以“我们的家乡，梦里草原，神
奇赤峰”的广告口号，颇能吸引眼球。
王蕊认为，后来钢琴家郎朗录制“沈
阳，我可爱的家乡”、体操世界冠军邹
凯录制“泸州，我的家”等，都是从这
里拷贝的。赤峰形象片的拍摄共进行了
!"天左右，因为斯琴高娃当时腿不好，
两位演员是在摄影棚里拍的，形象片涉
及的克什克腾草原、石林、岩臼以及草
原天鹅湖、玉龙故乡、雪原圣地美林谷
等景点，又派出团队实地拍摄。“其实
拍摄这样的形象片并不难，难的就是要
有好的创意，让观众过目不忘。”王蕊说。
当然，近年来各地形象片的投入不断增
大，制作越来越精良，逐渐摆脱“景点<

景点”、“典故<传说”的老一套，向着“更
美、更炫、更个性”的方向发展，也对他们
这样的代理公司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还有许多形象片类似“风情片”，
镜头画龙点睛，声音、画面搭配比较艺
术化，情韵悠长，意境深邃，颇具感染
力和号召力。如宜昌形象片以一声高亢
苍凉的船工号子开篇，辅以“崭新的三

峡，古老的三峡，忘却不了的三峡人
家”的广告口号，浩茫景色勾起人无限
今昔之感；舟山形象片则如诗如画，水
秀山明，为“诗画江南，山水浙江”的
广告口号做了很好的注解。

别忘“山水”背后还有“文化”

何海明认为，这些形象片中最突出
的还是各省出面、集合本省优势资源拍
摄的“好客山东欢迎您”、“江西风景独
好”以及“多彩贵州”等。“他们做得有章
法，打出了品牌，而且超越了一般性的旅
游层面，从人文上进行比较深入的挖
掘。”比如山东深挖“好客”的内涵，将形
象片上升到“做传统”、“做地域文化”、
“做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性格特征”等方
面，“充分说明大家对传统文化的重视”，
而且旅游对各地的文物保护、独特历史
传统的挖掘和延续以及城市形象的建
立、提升等，也起到了推动作用。“大家充
分认识到：山水背后有文化。”

城市的可识别性体现在特定城市的
人、生活和文化的融合，形象片对这种
三位一体的表述必然形成城市的差异化
传达。黄升民说，目前城市形象片在创
意和手法上都面临瓶颈，仍嫌单一、雷
同，“一个城市除了风景，还有更丰富
的东西，还有文化领域；历史人物与自
然景观在创意上还要更好地结合，还应
加强差异化，增加文化内涵”。

在专家看来，城市形象片是一个还
处在上升期的事物，可谓方兴未艾。认
为在央视投放形象片物有所值的赵爱华
说，阆中还要做下去，目前已经签下了
新的合约，春节后就将撤下目前这个片
子，改换新的形象片，“我们当然有新
创意，增加了新内容，但具体是什么还
要保密”。

又到了我们民族的传统节日———春节，包子、饺子、面条、
馒头这些可能由妈妈亲手制作的食物，比平时更多了陪伴我们的
机会。如果将这些中国传统美食与中国功夫相结合拍成动画片，
会是什么样子？又能讲述什么样的故事？

有史以来世界上最有名的一个包子———没错，就是那种圆圆
的、有许多褶、外边是皮儿里边有馅儿的家常美食———姓甚名
谁？它就是包强，以其命名的系列短片 《包强之龙拳》、《包强
大战寿司人》等，自 !--8年以来陆续在网络上发布，引起过极
大反响，点击量早已过亿；央视、凤凰卫视及港台地区其他媒体
甚至美国的媒体都曾播放过包强的视频甚至制作过专题片，在中
国本土以及日本、韩国、美国、德国都得到过奖项。

这一次，心热却头脑简单、爱耍双节棍的包子包强，将与
“成熟强势女”面条伊巧巧、“老滑头”油条油万斤、实心眼的
馒头四海以及日本武士寿司三文武藏一起，从“面仙屯”出发，
乘坐“蒸盒”号航船下西洋，去“世界的尽头”寻找一本事关食
物界生死存亡的食物保鲜秘籍。恶劣的自然环境、凶残的海盗、
来自世界各地的“美食”高手的挑战与磨合，都将汇聚在这部共 1

季、!-8集的 6=动画片《包强之食功夫》当中。全片从游历和冒险
展开，以独特视角解读世界各地知名美食、著名历史事件，将中外
饮食文化、风物名胜等通过各类有趣历险故事完美展示。各色民族
美食被赋予顽强生命力和特殊使命，演绎一个个奇幻又令人忍俊
不禁的故事。

业内人士认为，多年来，国产动画市场一直受到海外动画的
侵蚀和挤压，就连代表中国符号的熊猫和花木兰都未能幸免。因
此，《包强之食功夫》的出现，也许会给国产动画行业带来新的
希望和动力。

由凤凰卫视、国家大剧院联
合主办的 !-#6 年“龙凤呈祥———
全球华人新春音乐盛典”将汇集
活跃于国际乐坛的顶尖华人音乐
家，于农历大年廿八（!月 8日）晚
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举行。

今年音乐盛典将邀请钢琴演
奏家郎朗、“琵琶皇后”章红艳、女
高音歌唱家和慧、大提琴演奏家
赵静、男低中音歌唱家沈洋、藏族
歌唱家降央卓玛、管风琴演奏家
段颖等海内外知名的华人艺术
家，与著名指挥家吕嘉执棒的国

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国家大剧院
合唱团同台炫技，为全球华人献
上精彩的贺岁演出。多次凭借肖
邦经典曲目获得国际钢琴比赛大
奖的郎朗，将会给观众带来俗称
《小狗圆舞曲》的肖邦“圆舞曲第
一首”，欢快风趣的曲调格外契合
节日气氛。今年音乐盛典不仅保
持了一贯的“中西合璧”选曲特
色，还将献上经典西乐曲目，让观
众欣赏到中国顶尖艺术家们对世
界经典音乐作品的精湛诠释。今
年华人新春音乐盛典上歌剧比重

的增加无疑是西方古典乐迷最大
的惊喜。被意大利乐坛誉为“比意
大利人更懂得意大利歌剧”的指
挥家吕嘉，“最重要的威尔第歌剧
演唱者”女高音歌唱家和慧以及
已在国际上崭露头角的青年歌唱
家沈洋，将合作带来威尔第《西西
里晚祷》和夏尔·古诺《浮士德》中
的著名唱段。

除夕当晚（!月 5日），凤凰卫
视将通过中文台、欧洲台、美洲
台、香港台、凤凰网播出音乐盛典
实况。

老照片真是个好东西。老照片与绘画不一样，绘

画怎么画过去，也是一个老故事的现代版，画古人画

旧事，是从现代画家的脑子里倒腾出来的，所以，看

着好看，但不感人。还有过去岁月的某些宣传画，现

在看起来，多不可信也不可亲。这也许是一个社会学

话题。如果我们把老照片和同一时期的某些主题绘画

作品放到一起来看，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照片

是生活实录，绘画是艺术表现，在它们产生的时候，

照片的社会学性质更强，而绘画的欣赏性更强。经过

几十年风雨，历史拉开了一段距离以后，老照片更多

地作用于我们的情感，成为艺术欣赏的对象，而一些

与之同时期的绘画作品，却因为所呈现的意识形态内

容而成为社会学研究的资料。

我这里不说绘画作品，只说老照片。老照片的艺

术感染力，就是它制造了一个特定的“假设”：我的

一切都是真实的。这个假设是非常重要的，没有这个

前提，老照片就失去了它的魅力。“这是真的！”这

是我们拿到老照片后头脑里的第一个指令。于是我们

就在一个假定的真实空间回到另一个时间中去了。

老照片的真实，是经过了变形的真实，它改变了

色调、光线和细节。色调的改变是非常重要的，这种

由对比鲜明的色调变成发黄发灰的色调，尤如海关官

员在护照上盖上印戳，岁月盖上了它的沧桑感。我们

出于对历史的敬重，也就强加了对手中老照片的敬

重。光线的改变，是另一个重要的改变，原先照明灯

和日光给老照片加上去的光彩消失了，模糊了，于是

在光线下被掩盖的真实让我们重新注意，如同一个在

屏幕上光彩照人的主持人卸妆以后的情形。

老照片的真实是岁月修改过的真实，当然岁月修

改的不仅是成为审美对象的老照片，而且修改了看老

照片的人。看老照片的人不管有多少种，都可以归于

两种：老照片的主人或同时代的人，老照片的后代

人。老照片的主人或同时代的人，再看老照片的时候，

与拍照时的心境绝不会是一样的，人过境迁，观念和情

感都发生了变化，因此，重看老照片的复杂变化，我们

用一个词表达：怀旧。后代人看老照片，绝不会有拍照

当年的心境与体验，他们更多的是从老照片中看到新

与旧之间的差异，体会时间与空间的变化，理解沧海桑

田的含义。如一幅地主家百年前的全家福，当时对于这

个家庭是个重大的仪式，也许是一家之长毕生奋斗的

成就之见证———一家人儿孙满堂，人丁兴旺；但是，对

于今天的一个年轻人，他也许从中读到了封建家长制

留下的见证———一家人都目光呆滞，满脸愁云。

老照片是以它的真实性产生了魅力，当然，我们

也要看到这种真实性，是在岁月修改了老照片的某些

特征，同时也改变了看照片者的某些条件以后———这

种美由另一种潜在的假定性引导出来，因此，不同的

老照片对于不同的观看者，也就有了不同的美感。

单用一个“怀旧”，无法说明老照片的魅力，正

如一个“过去”，对于我们来说，就有着无穷的丰富

的诱惑。

老 照 片
叶延滨

“著名包子”
展示“食功夫”

文 依

《包强之食功夫》中的各种传统美食造型：包子、面条、

油条、饺子等。

许巍：期待“曲啸遏云”
马 翀文并摄影

顶尖华人音乐家新春献大礼
永 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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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一览美丽中国
苗 春

郎朗 降央卓玛

赵静

许巍近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