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诗《狂雪》将陈列
南京大屠杀纪念馆

12 月 13 日是南京大屠杀
公祭日，为迎接首个“国家公
祭日”，悼念南京大屠杀死难
者和所有在日本帝国主义侵
华战争期间死难的中国同胞，
记者昨天获悉，河南美术出版
社出版的长诗《狂雪》将在南
京大屠杀纪念馆陈列。

该长诗由首届鲁迅文学
奖得主王久辛著，书法兰亭奖
得主龙开胜书，诺贝尔奖得主
莫言题词“狂雪”，《大秦帝国》
作者孙皓晖跋语：“狂雪国风，
感民族之伤痛者国风也，诗林
之大者，惟久辛矣！”并附有著
名朗诵艺术家、中央人民广播
电台播音部主任方明朗诵光
盘，充分表达了对南京大屠杀
那段残酷历史的控诉，又体现
了诗歌和书法的融合。

《狂雪》自 1990 年发表于
《人民文学》之后就被广泛关
注，时隔 20 余年，它的魅力依
旧。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

《狂雪——为被日寇屠杀的30
万南京军民招魂》被制作成铜
质诗碑，镶嵌在墨色大理石
内，长 39 米、宽 1.2 米。这首
长诗用电影蒙太奇的手法还
原了南京大屠杀的现场画面，
记录下日本侵略者的残暴、战
时生活的艰辛、对家国的忠
诚，更记录下了对和平的向
往。 郑州晚报记者 尚新娇

陈佩斯青春版《阳台》
本周末来郑演出

9 年前，陈佩斯自编自演
的喜剧《阳台》是其最火爆、最
卖座的舞台剧，近年来在全国
演出超过300场。12月13日、
14 日晚，由陈佩斯打造、新秀
挑大梁的青春版《阳台》将亮
相象剧场·郑州艺术宫，为绿
城观众带来久违的陈氏幽默。

相对于陈佩斯的明星版
本，青春版《阳台》更贴合当下
的语言、动作，剧中讲述包工
头老穆为讨工钱上演“跳楼
秀”，却不慎掉到了侯处长家
的阳台上，而侯处长的情人正
在导演侯处长和他老婆“猫捉
老鼠”的游戏，老穆被迫加入
到了他们之中，游戏越来无法
收场……整场演出展现多种
社会现象，缜密的故事情境、
夸张的表演风格处处都能看
到熟悉的“陈氏黑色幽默”。

记者还从象剧场获悉，象
剧场从12 月中旬起将推出多
部高水平舞台剧演出，包括
河南本土笑星范军领衔主演
的方言话剧《老汤》、互动体
验 秀 舞 台 剧《植 物 大 战 僵
尸》、开心麻花音乐剧《三只
小猪》，此外还有惊悚盗墓舞
台剧《鬼吹灯》。
郑州晚报记者 尚新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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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日，豫剧音乐剧《花木兰》郑州首演

经典就要像鲜花一样捧出来
16日，叱咤中原——河南戏剧演员排行榜第
十届十大演员颁奖盛典将在郑州市艺术宫
举行。该活动由市委宣传部主办，市文广

新局、市人民电台、郑州晚报社承办。
今年适逢常香玉逝世10周年和国

务院授予常香玉
“人民艺术家”
荣誉称号10周
年，豫剧音乐剧
《花木兰》将在第
十届排行榜颁奖
时演出，以纪念
这位豫剧大师。
本剧特邀常香玉
次女陈小香担
任声腔指导，著
名戏剧家石磊担
任编剧、导演，
老艺术家王素
君 加 盟 。 昨
天，《花木兰》
进行首次连
排，记者现
场探班。
郑州晚报
记者
尚新娇
实习生
段怡轩

使豫剧更加抒情和唯美

未到现场，先闻其声。韵味
十足的常派豫剧唱腔把记者引到
连排现场，只见男旦连德志一边
演唱，一边甩着水袖正在表演花
木兰替父从军的戏。现场除了乐
队，还有合唱团，熟悉的《木兰诗
篇》配合着豫剧以合唱形式表现
出来，给人新颖的感觉。

据艺术总监兼策划人连晓东
介绍，豫剧音乐剧《花木兰》在尊
重原创基础上，保证常派唱腔一
个音符未变的情况下，结合时代
受众的审美需求和观赏习惯，舞
台增设合唱区和民乐交响伴奏
区，并融入诗朗诵等其他艺术表
现手法，剧中所有参演人员由排

行榜历届获奖演员担任。
“其实，常香玉的唱腔并不像

人们说的那样都是大腔大调，有很
多细腻婉转的地方，通过拖腔来表
现人物。这次演出也是一次拨乱
反正，希望观众听了这次的豫剧音
乐剧后，能对常派有一个正确的认
识，了解到真正的常派艺术其实是
非常优美的。”连晓东说。

“这部剧不是直线地回归到
一个耳熟能详的老故事，而是具
有开拓性。在保持剧目的故事
性、完整性及原汁原味的基础上，
交响乐、合唱等形式的出现，使豫
剧更加具有抒情性、诗意和唯美
化。”编剧兼导演石磊称。

演出要对常派艺术正本清源

陈小香是常香玉的女儿，在
《花木兰》中负责声腔指导。据她回
忆，母亲常香玉生病后，嘱咐自己一
定要带出几个徒弟，将常派艺术传
承下去。陈小香告诉记者：“常派艺
术的精华部分就是声腔艺术，为了
将常派艺术传承下去，我对母亲的
发声方法和部位研究了很多年。”

“母亲一再告诉我，好的演员
应该服务人物，始终不离开人物。
一个好的演员一招一式、一腔一调
都不能脱离人物的感情。”陈小香
说，“母亲告诉我最多的一句话就

是，在舞台上不唱自己，要唱人
民。每个字、每个腔都唱好，只要
想办法为人民就能成功。”

“声腔艺术在常派整个表演
艺术中最重要，但它又是一个无形
的东西。”谈到这次演出，陈小香
非常动情，想到自己肩负传承常
派艺术的责任，现场几度落泪。
她说，这次演出一定要规规矩矩
地来，要对常派艺术正本清源，

“我是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豫
剧常派传承人，有这个担子，经典唱
腔要像一束鲜花一样捧出来。”

王素君“演老旦是头一回”

82 岁的王素
君 艺 龄 整 70
年 ，曾 和 常 香
玉同在河南省
豫 剧 院 一 团 ，
演 过 花 木 兰 。
据 王 素 君 讲 ，
自己从 5 岁开
始 就 学 习 唱
戏，12 岁的时
候就去各个剧

场登台演出了。因为从小是在戏
剧的熏陶下长大，一辈子都对戏
剧情有独钟，一唱就唱到了现在。

王素君在剧中饰演花木兰
的母亲，她坦言：“演老旦是头一
回。”虽然台词不多，但这次和常
派第三代传人同台演出，足见其
对新人的关怀，对艺术的忠诚。
王素君还说：“本次新排的《花木
兰》是一次艺术的革新，艺术应当
随着时代走，这样才能有生命力。”

已为此准备了很长时间了

这 次《 花
木兰》将为观

众们带来一
个 新 的 面
孔，那就是
男 旦 、常
派 弟 子
连 德
志 ，
他
饰

演主角花木兰。石磊说：“连德志
是陈小香的弟子，他在继承常派艺
术上先将老祖宗的东西原汁原味
地保留，在此之上进行个人发挥。
我个人认为他是当代学习常派艺
术的标杆。”陈小香也肯定地说：

“连德志是个很好的苗子。”
当被问到学习过程中什么最

难掌握时，连德志说：“常派艺术中
声腔艺术是一个非常系统的知识
体系，常派的吐字非常讲究，很清
晰。因为声音是一个看不见摸不
着的东西，所以比较难掌握。加上
声腔是美声的发声方法，所以需要
长时间的训练，对于一个男旦来
说，这些更难。”不过，学艺虽难，
对于受到好评的他来说应该是
信心满满的。正像石磊所讲：

“一开戏连德志就哭了，我理解
他，他为此准备了很长时间了。”

“花木兰”

当绿叶

有期望

有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