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30日~8月5日
下午3：00 4：30

2018年“幸福漯河少年梦”优秀影片
天天看暑期学生电影专场公益放映活动 市人民会堂 市文广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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漯河市群众文化活动安排
中共漯河市委宣传部 2018年7月30日

序号 时间 活动名称 地点 举办单位

1

2

3

4

5

6

7

8

2018年暑期艺术公益培训班 漯河市文化馆

郾城区黄河广场、
钟楼广场

市文广新局、市文化馆

8月5日
晚上7：30 “金色龙湾杯”群众艺术大赛 召陵区金色龙湾

文化广场
市文广新局、市演出公司

郾城区“梦在脚下”系列群众文艺活动 郾城区委宣传部

7月30日~8月5日

7月31日~8月2日
晚上7：30

“中原文化大舞台”公益电影放映——
《百团大战》《王宝钏》

犇园广场、滨河路
广场、开源广场

市委宣传部、市文广新局、
市教育局、市公安局、市财政局

8月2日~8月5日

8月2日 “群星耀中原”河南省群众文化
系列活动漯河市展演

市人民会堂 市文广新局、市文化馆

8月2日
晚上7：30（暂定）

“乐颂新时代 琴韵沙澧情”2018旅奥
青年钢琴家任梓铭家乡独奏音乐会

漯河大剧院 市委宣传部、市文联

8月5日
晚上7：00 “百姓宣讲直通车”进基层巡演活动 红枫广场 市委宣传部、市广播电视台

由北京市新闻出版广电局主办的第
二届北京纪实影像周将于 8 月 3 日至 9
日举行。本届影像周以“中国故事 世界
看见”为口号，旨在树立新时代中国人、
北京纪录片人的文化自信，讲好中国故
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第二届北京纪实影像周以纪念改革
开放40周年为主题，将于8月3日在北
京中华世纪坛开幕。本届北京纪实影像
周特别设置了“同心同梦”单元，透过
精准扶贫题材纪录片的镜头，呈现打赢
脱贫攻坚战的时代画卷。大会组委会将
向北京市扶贫协作和支援合作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捐赠价值1亿元、涵盖31个
频道的公益广告播放时段。 据新华网

54部影片
亮相北京纪实影像周

中国饮食文化是一种广视野、深层
次、多角度的地域文化，“非遗”美食
文化更是传承了中国五千年的饮食文
明，为中华民族铸就了一部辉煌的文化
史。江西卫视《非遗美食》，每期分主题
叙述各地“非遗”美食，使之形成了纵横
分明的脉络，为“非遗”传承发声。

节目通过主持人讲述“非遗”项目的
历史故事，通过纪录片展示“非遗”项目
的制作技艺等环节，将传统饮食中深厚
的文化底蕴展现给广大电视观众。目
前，这档节目已经播出了五期，受到观
众的好评。有兴趣的观众可以锁定每周
四晚江西卫视，探寻传统美味，了解

“非遗”文化。 据新华网

江西卫视《非遗美食》
为“非遗”传承发声

日前，陈楚生带着全新专辑《七分
之一的理想》在北京举办记者会，正式
宣布加盟环球音乐。

陈楚生 2007 年出道时曾在选秀舞
台上对所有歌迷承诺“如果活够久，我
要唱七十年”。去年是他出道十周年，
也正是这个承诺完成七分之一的年份，
所以陈楚生去年举办了一场名为“七分
之一”的音乐会。在这场演出中陈楚生
尝试用两支乐队诠释了出道十年后自己
对音乐的不同理念。陈楚生称自己未来
会考虑用好的音乐传达人生观、价值
观，“有价值的东西在我的作品里，会
比我生存得更久。”正是有了这场精彩
的音乐会，才造就了这张《七分之一的
理想》专辑。 据中新网

陈楚生推出新专辑
《七分之一的理想》

前不久开播的新版《流星花园》成
为观众吐槽的焦点，同时段播出的《天
乩之白蛇传说》是《新白娘子传奇》的
改编版，不过该片播出后也被网友调侃

“女主角没有气质”。综观近年来翻拍剧
的成绩单，大多都是未能再续老版辉
煌。影视剧翻拍似乎陷入这样一个怪
圈：一边是市场反馈不理想，一边却是翻
拍者乐此不疲，让人不禁要问，无休止的
翻拍究竟是致敬经典，还是消费情怀？

经典翻拍是为传承经典

1992年拍的《新龙门客栈》，2001
年拍的《情深深雨蒙蒙》，2003年拍的

《倚天屠龙记》全都翻拍自老剧。然而
近年来，大多数影视剧翻拍作品却被观
众嗤之以鼻，市场口碑双赢的作品更是
屈指可数。尽管如此，还总有人前赴后
继。今年以来就有《金粉世家》《流星花
园》《泡沫之夏》《半生缘》《倚天屠龙记》

《神雕侠侣》等十几部老剧被翻拍。
在中国传媒大学文科科研处副研究

员邓文卿看来：“很多翻拍作品往往走
进两个极端的误区，一是照搬前作，只
做极小幅度的改动，但却因国别、时
代、审美等原因，让观众感到严重的水
土不服，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版的《深
夜食堂》。二是改头换面，进行颠覆性
的改编，却只是借用了前作的壳子，其
内容与原作品相去甚远，近期热播的经
典偶像剧被观众诟病的原因即在此。前
者是用力不足，后者是用力过猛。”

经典作品翻拍是为了传承经典，但
劣质翻拍作品只是破坏性透支观众对经
典的期待与热爱，唯有精良的翻拍作品
才能让经典作品焕发生机，与一代又一
代受众发生共鸣，为老观众提供重温时
代记忆的契机。

旧瓶装新酒也需走心

不可否认，在当下中国影视行业发
展不完善、优质剧本紧缺的情况下，有相

当一部分人热衷于翻拍，不过他们并不
是想传承经典，而是想利用翻拍减少创
作和宣发的成本，从而降低投资风险。

然而，这样就真的保险了吗？这些
制不出佳酿，妄想利用“旧瓶”的热度卖

“新酒”的投机客，根本无心锤炼剧集，因
此再多的资金投入、再长的拍摄周期、再
大牌的演员也只能拍成一部“闹剧”，最
终导致观众对这样的翻拍剧不买账。

一些翻拍剧根本不花心思在新剧的
谋篇布局上，甚至不考虑观众接受程度
直接将原作剧情生搬硬套。《流星花园》
开播短短几天，剧本上的硬伤便暴露无
遗，大多数情节安排如花泽类突然倒立、
道明寺告白似乎只是为了将旧版的经典
片段堆叠，却起不到任何推动故事发展
的作用，有一些情节甚至自相矛盾。

在影视技术更加发达的今天，经典
翻拍应该做到的是在视觉和质感上推陈
出新，给观众带去更加精良的观剧体验，
但很多翻拍剧就连这一点都忽略了。

推陈出新再造经典

经典之所以是经典，在于其能经得
起时间的检验。对观众而言，经典的真

正魅力在于除了体会影片所处时代的风
貌之外，更能引起对当下的思考。在影
视创作中，有一条规律——原作越经
典，翻拍越困难。因为具备翻拍价值的
作品往往是原本就比较成功的作品，兼
具思想性和艺术性，这实质上等于给翻
拍剧预设了一个极高的参照标准，再加
上受到先入为主的心态影响，观众对待
新版的宽容度普遍较低。

但凡聪明的主创都知道，想要观众
买账，除了技术手段，剧本创作上还需
切合时代脉搏，加入更多现实关怀的内
容。正如一位知名导演所说：“假如故
事完全照搬原版，那观众除了画面还能
期待什么呢？”

经典翻拍需要创作者在秉持对观众
的诚意和对原作敬意的同时更要敢于破
局，对艺术作品而言，创新是生命之
源，若影视创作只是一味地从经典中榨
取养分，最终只能导致原创力缺乏甚至
丧失。毕竟，聪明的经典翻拍是站在巨
人肩膀上向上攀登，要拍出新意和个性
就更难，这实际上是对原创力更大的挑
战。因为，唯有推陈出新再造经典才能
解决经典翻拍饱受诟病的问题。

据光明网

影视剧翻拍
是致敬经典还是消费情怀？

陈楚生在记者会上陈楚生在记者会上

《《天乩之白蛇传说天乩之白蛇传说》》剧照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