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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记者 杨宜锦

位于北京西长安街上的国家大剧院，
是目前我国规模最大、功能最完善的艺术
演出殿堂。12月 4日，由省豫剧一团创作
演出的现代豫剧《常香玉》在美轮美奂的国
家大剧院戏剧厅进行了演出。据了解，在
这里演出的均是世界级的艺术表演团体，
目前演出计划已经安排到 2010 年。河南
豫剧首次登上国家最高艺术演出殿堂，再
次印证了河南省作为“戏曲之乡”的重要地
位。如今传统戏曲演出市场，在众多现代
化娱乐方式的冲击下，舞台越来越小，但我
省豫剧演出市场却在各个院团“横冲直撞”
下突围成功，演活了剧团，并且演出了系列
精品。

李道畅：《常香玉》成“变形金刚”
虽然传统戏曲演出市场逐渐萎缩，但

省豫剧一团团长李道畅称，一团提前 3个
半月超额完成 2008 年度演出目标任务。
在上半年演出中，近 30 部大型剧目和 40
多个综艺节目组成的不同风格的晚会轮
番上演，为“一团粉丝”源源不断献上了不
同样式、风格、流派的艺术享受。在豫剧
《常香玉》入选国家十大精品工程及文华
大奖后，一团不失时机地将豫剧《常香玉》
排成“原创版”、“精编版”和“优秀折子戏
组合”三个不同风格的版本，使《常香玉》
成为能适应市场、群众不同需求的“变形
金刚”。

李树建：尝到了精品剧目的甜头
如今提起省豫剧二团，戏迷们立刻就

会想起《程婴救孤》《清风亭上》及二团团长
李树建那独特的老生唱腔。李树建告诉记
者，2001 年团里决定创排《程婴救孤》，
2005年 11月荣获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
十大精品剧目第一名。《程婴救孤》仅获得
的奖金就高达 700 多万元，尝到打造精品
剧目甜头的豫剧二团决定将沿着精品路线
继续走下去。

王红丽：农村是戏曲艺术的最大市场
作为一家民营剧团，河南小皇后豫剧

团可谓是个“奇迹”。这家以 10万元流动
资金起家、以家庭成员为骨干、以戏剧文
化人为后盾的民营剧团，15 年来，他们排
演了 23 台新戏和传统戏，在广大农村和
基层工矿巡回演出 5000 余场，在全国和
省级艺术比赛中获 52 个奖项。他们创作
演出的现代豫剧《铡刀下的红梅》，入选
2006年至 2007年度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
程十大精品剧目。该团团长兼主演王红
丽两度夺得中国戏剧“梅花奖”。王红丽
表示，广大农村是地方戏曲艺术最大的市
场。要想使这个新生剧团生存发展，必须
从开发农村市场入手，面向农村，面向基
层，服务群众。

刘瓷辉是土生土长的神垕人，上世纪 80
年代初，刘瓷辉在国有钧瓷加工厂当工人。
当时国有、集体的窑口还十分红火，不少人
还以能到这些地方当名工人而自豪的时候，
经过商的刘瓷辉却清醒地发现，钧瓷作为老
祖宗留下的宝贵遗产，不仅面临着如何传承
和发展的问题，同时还蕴藏着难以估量的巨

大商机。为此，他毅然决定要建立自己的钧
瓷厂。

1982年 4月，刘瓷辉在自家院落里创办了
当地第一家民营窑口，也因此被当地人称为

“民营窑口第一人”。并将自己的名字“次会”
改为“瓷辉”，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奋斗，让古
老神秘的钧瓷熠熠生辉。

钧瓷历来被人们称为国宝，它以“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神奇窑变著称于世，素有“黄金有价钧无价”和
“家有万贯，不如钧瓷一件”的美誉。作为钧瓷之乡的河南禹州神垕镇，有无数的民间艺人在这里，正为钧瓷事
业发展默默耕耘奉献，刘瓷辉就是其中一位。上世纪80年代初，刘瓷辉在当地建立起第一家个体民窑，他也见
证了民营企业从初建到欣欣向荣的历史。 晚报记者 詹莉莉

戏曲，小舞台唱出大文章

名流堆中 她朴实又紧张
一件普通的白毛衣，斜挎着单肩包，还架着

一副框架眼镜……一身典型的学生装打扮，让
记者一眼便认出了名流堆中的蒋方舟。坦白
讲，若不是亲眼看见蒋方舟和“巴蜀鬼才”魏明
伦一起将“最美声音奖”证书递给杨沛宜，很难
相信她是这一场年末传媒盛事的颁奖嘉宾。

“我真的不知道会让我上台颁奖，刚刚正在
喝汤，突然听见台上叫我的名字，我嘴都没擦就
上去了，真是手足无措。”嘴里还在抱怨主办方
的安排，蒋方舟又端起了面前那碗没喝完的鸡
汤，“我是《新周刊》的员工，老板说让我来帮忙，
谁知道是帮忙颁奖。”蒋方舟称自己从进入大学
开始就成了《新周刊》的特约记者，平时没事就
写写稿，挣点生活费什么的。环视一周，一脸娃
娃气的蒋方舟又嘟起了嘴巴：“大家都是艳光四
射，估计我是全场最朴实的颁奖嘉宾了，完全素
颜登场。”

大学生活 她滋润又惶恐
抱怨结束，蒋方舟向记者聊起了这几个

月在清华的大学生活。“我之前对大学就没怎
么期待，所以一学期下来，好像也没什么特别
的感触。对了，有一点特别好，就是自由，我
感觉这几个月过得特别滋润。”蒋方舟说，学
校给大一新生开设的专业课并不多，和寒窗
苦读的高中生活相比，这样的日子的确是滋
润，不过滋润之余，蒋方舟其实也有担心的事
情，“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反正就经常莫名地
惶恐，比如想到以后毕业工作，这种感觉就会
涌上心头，但惶恐之余，我也不会就此改变什
么，反正就这么一天天过，大学应该就是这样
吧，浑浑噩噩的。”

据悉，蒋方舟目前的精力都集中在两本书
上，一本是整理自己过去写过的东西，暂定名
《十年精选》，另一本还没想好名字，是她的“学
术著作”。

貌似于丹 她兴奋又害怕
在家里扒拉出一块一平方米见方的空地，

墙上贴了几块泡沫，写上字，就是演播室背景。
前不久，蒋方舟对外公布了她自录的三期山寨版
的“百家讲坛”——百家蒋坛。与记者聊到这段
时，正好百家讲坛的“一姐”于丹从一旁经过，蒋方
舟顿时兴奋起来：“你看我长得像于丹吗？他们都
说我和她长得像，说我是山寨于丹。”兴奋归兴
奋，不过蒋方舟没有大方地起身和于丹打招呼，因
为她害怕，“我这还是第一次看到于丹本人，都说
我是少女作家，于丹比我少女多了，我害怕。”

目送于丹走上舞台，蒋方舟继续说起“百家
蒋坛”的事情：“我自己其实很想继续做，但受经
济限制，不得不暂时搁浅。”由于坚持用稿费养
活自己，蒋方舟没有向家里要生活费，所以在学
校里的日子过得相对清贫，“因为兜里没钱，我
在蛋糕店盯着一块蛋糕作心理斗争的情况已经
发生过很多次了。” 徐力

他自称自己是玩泥巴的，可是谁又曾想到，
就是这个玩泥巴的人，玩出了高达2.49米的世界
上最大的钧瓷瓶。创办窑口之初，成立了“东方
钧瓷厂”，专门邀请了一批国有、集体企业的顶尖
艺人作为技术指导。为了发展钧瓷事业，他大胆

创新，突破了“钧不过尺”以及钧瓷仅供装饰和摆
设的框框。为了树立自己工厂的特色，他和这批
老艺人一起，成功烧出一对高达2.49米的钧瓷大
瓶，尤其以十二生肖动物形象为造型，鼎、炉、瓶、
尊、盆、酒具、灯具等艺术品和生活用品。

民营窑口第一人

刘瓷辉文化程度虽不高，却具有极强的悟
性。在烧制技术上，他采用传统的煤窑烧制，在
合理配置钧釉的基础上，科学地控制火焰的变
化，利用氧化还原原理，形成釉色不同、精美绝
伦的窑变色彩。

刘瓷辉说，“天地日月景，竞现钧瓷中”，是
钧瓷的最高境界。为此，他把研究釉的机理作
为钧瓷创作的关键环节，从不同着色感悟有色
奇特的变化。为了突出釉色浑厚莹润的特点，
他踏遍了神垕寻找不同的矿石原料，然后进行
分析试烧制，从中发现并寻找规律。

在多年的实践中，刘瓷辉用美学和造型艺

术法则，不断创造出独具设计风格的钧瓷作
品。与现代气窑相比，他的作品釉厚浑活，乳光
莹润，其色或沿釉底，或悬釉中，或浮釉表，层次
繁多、透活欲滴、立体感强。

在刘瓷辉家古朴四层小楼里，记者有幸见
到了他的钧瓷作品。在总面积 500 多平方米
的 3 个展厅里，摆放着造型各异、色彩缤纷的
3000 多件瓷器，高山云雾、峡谷飞瀑、星辰满
天、翠竹生烟、节日礼花、浪激飞舟，这些作品
浑然天成，每个釉面总能幻化出奇妙的景色，
构成一幅幅叹为观止的神奇的图画，具有鲜明
的刘氏风格。

打破“钧不过尺”的传统

总结创新自成风格

现代豫剧《常香玉》剧照现代豫剧《常香玉》剧照

刘瓷辉刘瓷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