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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世博倒计时，就提心吊胆”

安徽艺术让人流连忘返

据介绍，从6月23日世博安徽周开始

以来，每天三场开演的《皖风徽韵》文艺演

出场场爆满，每天至少有3000 游客前来听

戏，每场演出台下都座无虚席，每个节目结

束观众都自发鼓掌。

从富有浓郁地方特色的黄梅戏、徽剧、

安徽民歌里，国内外游客感受到徽萃流彩

的神韵。来自英国驻沪总领事馆的一位女

士睁大了眼睛，全神贯注地抓拍舞台上徽

班进京的场景。欣赏着韵味十足的腔调、

优美婉转的旋律，她忍不住赞叹：“精彩，太

精彩了！”

庆典广场上，和着“说凤阳、到凤阳”的

花鼓歌，女孩子们载歌载舞，把小小的花鼓

打得上下翻飞。“凤阳的小岗村是中国改革

的发源地，花鼓戏表演很精彩，也很有激

情。”来自江苏的游客张先生告诉记者，有

机会一定要去凤阳小岗村看看。

外国使节惊叹安徽之美

世博安徽周的举行，让安徽馆人气暴

涨。五天时间内，累计接待游客近9万人。

据初步统计，从5月1号正式开馆到目前，

安徽馆平均每天参观的人流量近2万，总参

观人数超过90万人次。

安徽馆在安徽周一系列精彩活动的带

动下，充分调动起游客的极大兴趣，他们慕

名走进安徽馆深入体验徽风皖韵的无限魅

力。美国、日本、法国、希腊等外国使节代

表团一行 18人参观安徽馆后纷纷题字留

言，美国驻沪领事馆的莫雷先生用中文写

道：“安徽，太好了。”韩国馆馆长朴殷雨一

行参观安徽馆后留言：只有在安徽馆才能

看到如此美妙的场景和精美的展示。

记者同时获悉，世博安徽周期间，我省

游客掀起游览世博的热潮。截止到目前，

安徽已有14.3 万游客预订世博游。

“皖江城市带”受追捧

世博园外，世博会安徽周主题博览会

系列活动相继亮相，向世人全方位、多层

次、立体化展示安徽创新崛起、安和徽美的

新面貌。经贸推介活动中，我省17个市轮

番“上阵”，带来了各自的优势项目。

最引人注目的是，“皖江城市带”引起

了在沪的国内外投资客的追捧，很多知名

投资机构负责人均现身推介会。“目前安徽

已成为泛长三角重要成员，而且皖江城市

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已上升为国家战

略。”上海一家投资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

“皖江城市带云集了安徽的多家上市公司

和优质企业，我们正计划在合肥或芜湖建

立分公司，主要为安徽中小企业提供融资

和担保服务”。

田文（左一）在拍摄现场

世博安徽周圆满落幕，安徽馆累计接待游客近9万人

“节目太精彩，黄梅戏真好听”
“黄梅戏真好听，这是最后一场表演了吗，真舍不得你们撤演啊！”昨天傍晚，在世博园宝钢大舞台，上海的牛阿婆，

听说安徽周演出即将全部结束，找到工作人员，非常不舍。她告诉记者，自己连续二天赶到世博园，就是为了看安徽周

演出。根据统计，安徽活动周期间，安徽馆观众云集，五天时间内累计接待游客近9万人。 记者 俞宝强 王松青

“本土”孩童传达“世界”价值

本报独家专访上海世博会安徽馆导演田文，听他揭秘

“七仙女”如何真的从天而降
雄浑恢弘的瑰奇黄山、玲珑剔透的皖南民居，

以及一个个鲜活、温情、动感的安徽人……这样一

部展现安徽魅力的形象片背后，有哪些鲜为人知

的故事？本报独家专访了上海世博会安徽馆导演

田文。 记者 沈娟娟 宛月琴

“此次很大的亮点就是采用了最新高

科技多媒体“幻影成像”的技术，让七仙女

如梦如幻，飘然若仙，而董永的出现更称

得上是神来一笔”，田文一面陶醉地回溯

着那一组组镜头，一面倍加感慨世博大舞

台上高科技的魅力。作为拍摄过三D环幕

电影、三D巨幕电影、多媒体雾幕成像、多

媒体水幕成像的导演，田文这次又成功尝

试完成了一种全新的创作方式。

田文自豪地说，好比“幻影成像”技

术，它基于“实景造型”和“幻影”的光学成

像结合，将所拍摄的人或物投射到布景箱

中的主体模型景观中，再演绎故事。“你可

以想象一下，用这样的技术营造出来的

‘七仙女下凡’情境该是怎样的逼真。”

2010年，田文受领执导世博会安徽形

象片的任务。可这位曾经在国际上屡获大

奖的知名皖籍导演却“心里发慌”，“因为怎

么算时间也不够用了”，“ 一听说世博会倒

计时，我就提心吊胆”。

于是，由近百号人、十多辆大型机动

车、“大炮”升降机组成的大部队，每天凌晨

4:30起床，白天拍摄外景，晚上工作到凌晨

1、2点抢拍内景。

前期拍摄完成后，田文一刻没有休息，

赶回上海冲底片，再赶到北京胶转磁，之后

便一头扎进后期机房，进行剪辑。冲刺阶

段的整整7天，田文趴在剪接台上总共只睡

了8个小时！

看过形象片的人可能就会发现，片

中串联始终的是一群可爱的孩子。

“孩子是最淳朴、最有活力的人性流

露，也最能代表未来希望和精神的”，在

田文看来，“有了孩子，影片叙事的逻辑

就有了一个纽带。而孩子，又使画面中

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建筑、建筑与自

然充满了和谐与温情。

而这些，正是田文心中的“世界普适

价值观”。“世博带给我们的，就是一种跨

文化的对话，在对话中寻找普适的人性

价值”。

“七仙女”真的从天而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