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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亲家母，你坐下，咱们说说
心里话……”昨日下午，熟悉的腔调响彻
河南艺术中心小剧场，在“跨越世纪的交
响——豫剧现代戏《朝阳沟》创演 60周年
系列纪念活动”新闻发布会上，王善朴、杨
华瑞、张月婷、杨红霞、陈晓兰等老中青艺
术家现场演绎了《朝阳沟》经典片段“亲家
母对唱”，再次彰显了《朝阳沟》60年常演
不衰的魅力。

1958年，《朝阳沟》一亮相便引起了全
国极大关注。它以其超越时空的艺术魅
力，登上了中国戏曲现代戏的高峰，河南
豫剧院三团也因此成为全国创作生产现
代戏的“红旗剧团”。截至目前，该剧已上
演近5000场。

“跨越世纪的交响——豫剧现代戏
《朝阳沟》创演 60周年系列纪念活动”由
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省文联、中华豫剧
文化促进会主办，河南豫剧院、省文化艺
术研究院、省戏剧家协会、河南豫剧院三
团等承办，活动从 3月持续至 11月，内容
丰富、形式多样。

3月28日“跨越世纪的交响——豫剧
现代戏《朝阳沟》创演 60周年展演”拉开
系列活动帷幕。当晚，《朝阳沟》老中青四
代演员，将在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同台演
出，让观众欣赏《朝阳沟》的恒久魅力，领
略不同艺术家的艺术风采，老艺术家高
洁、王善朴、柳兰芳、杨华瑞、杜启泰、陈新
理、王翠芬、韩玉生、卢兰香、张月婷等和

杨红霞、盛红林、王晓芬、蒿红伟等青年演
员同台演出。

为了更好地总结豫剧现代戏的成就
与经验，传承发展豫剧现代戏，主办方将
于3月29日举办“跨越世纪的交响——豫
剧现代戏《朝阳沟》创演60周年研讨会”，
届时邀请省内外专家围绕《朝阳沟》的思
想价值、艺术价值、文化价值、历史价值进
行深入研讨，全面解读“《朝阳沟》现象”的
文化内涵和文化启示。

据悉，主办方还将于 4月至 11月，组
织《朝阳沟》剧组深入到城镇、乡村、校园、
军营、企业等开展巡演活动。
郑报融媒记者 苏瑜
实习生 杜雨阳

“喜剧演员非常少”
《我说的都是真的》讲述小沈阳扮

演的夏至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竟然猜
中了一桩惊天凶案，惹来犯罪团伙疯狂
追杀，连自己暗恋的餐吧老板娘小雪都
卷入其中，最终引发出一系列荒诞逗趣
的故事。身为编剧、导演，刘仪伟表示
如今喜剧很难拍：“现在是中国电影最
火的时期，也是电影创作者最红火的时
候，我想大家可能都在寻求一些新的方
法吧，墨守成规肯定不行，但什么样是
最合适的、最能够让市场认同的、让观
众喜欢的，我们也不太清楚。所以我觉
得这两年可能正好是中国电影都在探
索的阶段，不管是喜剧电影、文艺片、纪
录片、科幻片等，都在进行探索。”

谈到为何选小沈阳当主角，刘仪伟
称：“中国喜剧演员并不多，非常少，最
缺这个年龄的喜剧演员，我们很幸运地
找到了小沈阳，他也愿意接受这个角
色，我们跟他在一起挖掘他很多过去没
有展现出来的东西，挖掘出了他身上作
为一个真正电影演员的东西，我觉得他
作为一个电影演员，很好地完成了这个
角色。”

“喜剧片挺难拍的”
在电影《我说的都是真的》中，小沈

阳饰演了一名“油腻”的中年大叔夏至，
中年危机带走了妻子和女儿，他邋遢地
过着自己的离异生活，并试图在事业上
扳回一局。岂料牛皮吹得太凑巧，暴露
了犯罪团伙的作案事实，不仅害得自己
惨遭追杀，也连累女儿身处险境……

“春晚舞台上的那个我大家都很熟
悉，以前在电视露面太多，总是那个范
儿，观众看起来也不会觉得太好玩儿。
对于电影我很喜欢，其实我对不同的电
影类型都很感兴趣，但没人敢找我演，
比如文艺片就没人敢找我演。所以今
后我还是以喜剧片为主，我觉得能把开
心带给大家是更开心的一件事。”小沈
阳说。

谈及对新片角色的看法，小沈阳称
以前没演过这类人物，没演过这类角
色，所以很想尝试。“其实喜剧片挺难拍
的，最难的就是喜剧，我们这个片儿是
用心做、用心拍的，讲的是离老百姓很
近的一个故事，希望大家都能支持咱中
国电影。”

《我说的都是真的》月底上映
刘仪伟小沈阳来郑州：
“把开心带给大家”

本报讯 由刘仪伟编剧并执
导，小沈阳、陈意涵、吴樾、连凯、罗
海琼、李易祥、朱云峰、刘仪伟等主
演的悬疑动作喜剧电影《我说的都
是真的》定档3月30日上映。昨
日刘仪伟和小沈阳来郑州宣传该
片，两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
我们这个影片讲的是离老百姓很
近的一个故事，希望大家支持咱中
国电影。”
郑报融媒记者 崔迎 文/图

豫剧《朝阳沟》60岁了
我省将举行系列纪念活动，深入乡村、校园巡演

故乡的记忆是我创作的“良仓”
豫籍作家周大新新作面市，接受本报专访

本报讯 继《曲终人在》之后，
豫籍作家、茅盾文学奖得主周大新
近日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新作
《天黑得很慢》。作为中国首部关
注“变老”话题的长篇小说，作者的
创作初衷是什么？对于郑州的文
化建设，周大新又有什么样的建
议？记者通过人民文学出版社采
访了周大新。
郑报融媒记者 苏瑜/文 李焱/图

老年人题材的作品，国内鲜有涉及，
谈到为何将目光聚焦到“变老”话题，周大
新坦言首先来自自己的切身感受，近年来
生理和心理上的变化让他开始意识到自
己正在慢慢变老。此外，中国已经进入老
龄化社会，最新统计显示，全国60岁及以
上老年人口已有 2.4亿，空巢老人孤独离
世的消息也时常传入耳朵，这让他很受震
动。“所以，无论从个人层面还是社会层
面，老年人的生存状况都值得关注，文学
创作也应该涉及这类题材。”周大新说。

人生每个阶段都会有不一样的景色，
《天黑得很慢》特别关注了最后这一段旅
程。周大新说，这段旅程有几种特别的景

色：陪伴你的人越来越少，关注你的人越
来越少，险情不断发生，更容易上当受
骗。“天黑前，风景很残酷。”周大新这样总
结，他坦承自己也很怕老，怕头发变白，身
体变差，外形变丑；然而，面对变老，我们
也并非无计可施。

在周大新看来，最后这段旅程需要来
自亲人和社会的关爱，不管天黑前的这段
时光有多么难过，爱之光终会照亮老年人
逐渐暗淡的人生旅程。周大新希望《天黑
得很慢》能带给读者一些启发：即将变老的
人读了这本书，能对老年生活有一个真切
的了解，帮助他们提前做好思想准备；年轻
人读后，能给予老年人更多的理解和关爱。

作为中国首部全面关注“变老”话题
的长篇小说，《天黑得很慢》用洋洋 20万
字写出了生命的蓬勃与死亡、爱与疼
惜。全书共分七章，用“拟纪实”的方式，
反映了中国当下社会的种种问题：养老、
就医、亲子关系、黄昏恋等，小说既写出
了人到中年、人到老年之后身体逐渐衰
老，慢慢接近死亡的过程，也写了老年人
精神上刻骨的孤独，同时，更写出了人间

自有真情在。
周大新说，每个人都会老，老境并不

可怕，书之所以取名“天黑得很慢”，有两
层含义，一层是表明还有很多痛苦、难过
的事在等着你去承受;另一层是想告诉大
家，“天黑得很慢”，你还来得及为自己、为
社会做一些事情。“调整心态，在天黑前，
好好看看身边的风景，用心去感受，去体
会，这都是自己要走的路。”

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故乡的记忆往往
是重要的创作资源，周大新也不例外，虽
已离豫多年，“故乡的人和事情已经刻在
我的脑子里，文化已经融入血液里了”，他
对于河南这块土地依然有着炽热的感情，
也时刻关注着这里发生的一切。

“故乡对一个人的写作非常重要，如
果把作家的写作资源比喻成仓库，那么故
乡的记忆就是仓库的钥匙。在写作中，只
要把人物放到家乡，我心里就有种踏实
的、游刃有余的感觉。”周大新说，成长在
河南这块热土，河南人的吃苦耐劳、与人
为善、坚韧不拔这三种精神对他影响最
大，这也在潜移默化间影响着他的创作。

而谈到今后的创作计划，周大新说，
他还是想给大家写两本书。“我不想做大
的计划，因为步入老年，随时会生病，会有

一些突发状况，一旦计划没有完成，总会
留下一些遗憾，我会列一些小的计划，每
一个目标的完成，都是对自己的一次激
励。如果长篇我写不了，那么我就打算写
一些短篇散文，写我这么多年对人性、人
生、社会、自然界的认识，与读者朋友们交
流。”

当下，郑州正在全力加快国家中心城
市建设，周大新十分惊叹于郑州的建设发
展速度。“怎样把这个城市建设得更好，我
认为文化建设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周大新建议，在郑州多建设几个高品位的
大剧院，让市民能有更多机会看到国际国
内最好的演出。同时，努力建设“书香郑
州”，推动各种读书活动、全民阅读活动更
持续深入地举办下去，这将对郑州的文化
发展大有裨益。

聚焦人生最后一段旅程

“拟纪实”的方式展现生命状态

故乡的记忆就是创作的钥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