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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成就小虎队张雨生

台湾音乐人陈志远去世
昨日 13时 55分，台湾流行音乐编曲

大师陈志远因病去世，享年62岁。陈志远
先生是一代作曲编曲大师，有“音乐怪博
士”之称。曾获台湾第 14届金曲奖“最佳
编曲人奖”、第 19 届金曲奖“特别贡献
奖”。代表作有姜育恒《再回首》《梅花三
弄》、潘越云《痴情不是一种罪过》、黄莺莺
《哭砂》、王杰《一场游戏一场梦》、钟镇涛
《只要你过得比我好》、张雨生张惠妹《最
爱的人伤我最深》等。 新新

每日大看台
保利影城：《刀见笑》10:40 12:40 14:40 16:

40 17:30 18:40 20:40 21:50 22:40 23:40《危情

24小时》12:30《奇袭60阵地》23:00《寻龙夺宝》

09:40 11:40 13:40 15:40 17:40 19:40 21:30 23:

20《将爱情进行到底》10:20 14:20 16:20 18:20

20:20 22:30《岁月神偷》10:50《新少林寺》12:20

15:00 19:20《歼十出击》15:10 17:00 21:00《观音

山》09:50 11:50 14:00 16:00 18:00 20:00 22:10

《锦衣卫》13:00

奥斯卡升龙国际影城：《大人物》（中文版）

10:20 12:10 12:20 14:10 14:20 16:10 16:20 17:

30 18:10 18:20 20:10 20:20 22:00 22:30《寻龙

夺宝》10:30 13:40 14:40 16:40 18:40 19:40 20:

40 21:40 22:40《刀见笑》10:40 12:40 13:30 14:

30 15:40 16:30 18:30 19:30 20:30 21:20 22:20

《关键第4号》10:50 12:30 15:00 17:10 19:10 21:

10《奇袭 60 阵地》11:10《歼十出击》11:30 17:50

《幸存日》13:10《观音山》13:20 15:20 19:20 21:30

《致命请柬》17:40

郑州中影：《关键第4号》14:50 16:50 18:50

20:50 22:30 25 元 《观音山》12:40 14:30 16:20

18:10 25元《炫舞天鹅》10:30 15元《大人物》15:

00 16:35 18:15 22:45 20 元《奇袭 60 阵地》12:

50 19:50 22:00 25 元《寻龙夺宝》12:10 13:55

15:35 17:15 19:00 20:45 22:55 25元《云下的日

子》11:00 20元《致命请柬》14:20 19:55 21:35 20

元《刀见笑》11:20 12:20 13:05 14:05 15:05 15:

50 16:50 17:35 18:40 19:20 20:00 20:30 21:05

21:45 22:20 25元《再吻我一次》12:25 16:00 18:

00 20元

《卷席筒》轰动全国，苍娃成海连池代名词
《榆树古宅》赴美演出，全国地方戏首次走出国门《榆树古宅》赴美演出，全国地方戏首次走出国门

郑州曲剧团艰苦中创精品求发展

坚持，源于对曲剧的挚爱坚持，源于对曲剧的挚爱

谈起曲剧《卷席筒》《风雪配》等多年来被广大群众耳熟能详的经曲剧目，人们都会联想到郑
州曲剧团。从1956年开始建团，迄今已有55年光辉历史的郑州曲剧团，55年来一直为戏迷们
奉献精湛的曲剧艺术，不管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戏剧的高潮时期，还是2000年后戏剧的低谷
时期，郑州曲剧团一直没有停止过戏剧生产与戏剧演出。是一种什么精神和力量在支撑着他
们的艺术劳动？近期又有什么新剧目准备面世？3月15日，记者在郑州曲剧团团长高新军带领
下，前来郑州曲剧团进行探访。 晚报记者 尚新娇

历史上曾留下辉煌足迹

成立于 1956年的郑州市曲剧团，
以演传统剧目《红楼梦》起家。相继推
出了王秀玲、张香兰、海连池等老一辈
表演艺术家。

恢复排演的传统剧目《卷席筒》，轰
动全国，红及至今。天真可爱的“小苍
娃”——海连池成为家喻户晓的曲剧明
星。1985年西安电影制片厂陆续将《卷
席筒》一集、二集拍摄成电影，在全国放
映后，观众反响极其强烈，成为戏曲电
影中的经典，郑州市曲剧团亦被群众称
为“《卷席筒》剧团”，“苍娃”也成为海连
池的代名词。

采访中，《卷席筒》中扮演苍娃兄长
曹保山的老曲剧演员张生科回忆起从
前的演出盛况，还是历历在目：“因剧场
不能满足观众的要求，剧团就拉到人民
公园的露天舞台演出，公园里看戏的观
众人山人海，连演一个多月，场场爆满
超万人。实在太受观众欢迎了！”

2002年8月，大型现代曲剧《榆树古
宅》赴美国进行文化交流演出，这是河南
乃至全国地方戏首次走出国门，轰动一
时，为促进中西方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贡
献，使西方国家对中国戏曲有了更新的认
识，使我省曲剧艺术进一步发扬光大。

每年下乡演出100多场 文化下乡成常态
曲剧团团长高新军介绍说, 从1990年以来，戏剧开始不景

气，有时工资都不能全额发放。“穷则思变,我们立志找回《卷席
筒》时代的精神，每年都下乡演出100多场，最多达180余场。一
方面把戏剧艺术真正献给群众，一方面以此增加剧团收入，稳定
人心。”

曲剧团党委书记曲亚汉告诉记者，多年坚持“文化下乡”实
属不易。下乡演出，演员都要自带行李，睡觉多是搭地铺，数九
寒天，演员还得穿着薄薄的戏服登台演出。尽管这样，演员的劳
动与收入也不成正比，如果不是出于对艺术的热爱，很难坚守。

就这样，曲剧团坚持一年生产一台大戏，目前，已有20多个
经典剧目，在全省剧团中是最多的。记者在排练厅看到，一位导演正在给一位演员示范台词，国家
一级演员张兰珍介绍说：“这是我们从外面移植的新剧《曹操与杨修》，准备今年上演。”

曲剧后继有人 戏剧需要传承、呵护
墙壁上是一片片发黄的水渍，破旧的天花板也有所脱落、毁坏。与这里陈旧环境形成对比的，

则是演员们紧张排戏练功的场景。
高团长说：“排练条件差演员还能克服，最让我们烦恼的是因为剧团排练又唱又敲，实在扰民，

常与这儿的住户发生矛盾，但我们也很无奈。”
在院子里，记者见到一些道具，高团长说，由于没有专用仓库，道具实在没地方放，只好暂时放

在院子里。
随后，记者来到曲剧团办公室，在实用面积不足45平方米的二室一厅内，容纳了财务、人事、

党务、创建、档案等多个部门，使办公空间显得更为拥挤。
尽管办公条件差，却没阻挡住他们对曲剧艺术的追求、对青年演员的培养。剧团从青年演员

抓起，以戏代工，培养了一批挑大梁的青年演员，如孙玉香、张兰珍、陈素菊、海波等一大批优秀中
青年骨干力量。

记者还见到两位80后、90后的演员，据她们讲，每月收入只有几百块，但她们并不觉得苦，一
心只想着学戏，盼望能在戏剧艺术上有所作为。从她们清纯坚定的目光中，记者读到了她们对艺
术的执著追求。

国家一级演员、《风雪配》中高秋芳的扮演者孙玉香快人快语，谈起自己多年来的从艺感受，孙
玉香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她说：“曲剧是我省申报成功的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希望
它能传承下来。要传承就要靠演员，剧团发展不能断层，我们这批中青年演员之所以能在目前戏
剧萧条的情况下坚持下来，靠的就是对艺术的热爱，对曲剧的热爱，如果能改善一下我们目前的工
作环境，我们工作得会更起劲，郑州市的曲剧事业也将更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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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兰珍在《榆树古宅》中张兰珍在《榆树古宅》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