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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曲艺家协会主席范军：

“曲艺大省”
越来越有范儿

在河南，范军是大家眼中的“腕儿”，他满带喜感的形象、亦庄亦谐的表演、
亦唱亦演的风格无不体现着十足的河南范儿，老百姓都亲切地喊他“军
儿”。他是河南新时期的曲艺领军人物，在第六届河南省曲艺家协会会员
代表大会闭幕后，记者采访了新任省曲协主席的范军，听他讲述关于曲协
和自己的“河南范儿”。郑州报业集团全媒体记者 崔迎 实习生 王世瑾

范军，曾荣获中国曲艺最高奖——
“牡丹奖”、国家文化部“金狮表演
奖”。他是第十、十一届全国人大代
表，第十二届河南人大常委；第九、十、
十一届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委员；第
十二届河南青联副主席；河南省委、省
政府命名的优秀专家，省委宣传部、省
文联授予的“德艺双馨”艺术家；他还
是中国曲艺家协会理事、河南省文学
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河南省曲艺家
协会主席、河南省歌舞演艺集团董事、
河南省委宣传部“推新工程”第一人，
被中国曲艺家协会评为“新中国曲艺
六十年”为曲艺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

“中青年艺术家”。他还是全国“五一
劳动奖章”获得者。

范军是家里的幼子，上有四个
姐姐，很受宠爱。他笑说：“我身上
的艺术基因，要归功于母亲的胎教，
还在妈妈肚子里时，我就和她一块
儿登台演出了。”母亲怀他时已经 40
多岁，当时在郑州百货大楼上班，是
郑州市第一代营业员，而且母亲喜
欢文艺，能歌善舞，也是河南省财贸
文工团的文艺骨干。他自小接受着
厚重中原文化的熏陶，曾跟随常香
玉、王善朴、牛得草、申凤梅等众多
名家学习，“我觉得我特别幸运，得
到过这么多名家的指点，我把这种
感恩化作前进的动力、化作肩负的

责任”。
如今范军已经攀上“河南曲艺

界领军人物”这座高峰，但他仍然有
着色彩斑斓的梦想和追求：“方言话
剧《老汤》的推出受到了很多观众的
喜爱，已在全国进行了近百场巡演，
并启动了全省高校巡演。接下来，我
会推出‘三老’系列，还有《老街》和

《老家》，这个系列主要反映中原人文
精神，是我按照演艺生涯代表作的标
准来打造的。”范军说，《老街》以有着
700 余年历史的马街书会为题材，预
计明年四五月份完成；《老家》将以反
映厚重的根亲文化为主。

河南一直以来就是曲艺大省，
并且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辉煌。

“曲艺来源于民间，有着鲜明的地
域特色，是最能反映老百姓生活，
代表老百姓抒怀的，也是最接地气
的。”范军谈道，河南可以说是中国
曲艺艺术的重要发源地之一，有着
肥 沃 的 曲 艺 艺 术 土 壤 和 优 秀 传
统。“而且我们有一大批热爱曲艺
事业、勤奋耕耘的曲艺人才，创造
出一大批脍炙人口、群众喜闻乐见
的曲艺作品。这么多年也一直坚

持在做自己的品牌，像河南省少儿
曲艺大赛，我们曲协已成功举办了
七届。”谈到河南的曲艺现状，范军
劲头很足：“我们的宝丰马街书会已
经成为中国十大民俗之一，在全国
有广泛的影响，最多的时候有 20 多
万人参加。相声、小品、大鼓等曲艺
门类也都具有很深厚的群众基础，
与百姓生活水乳交融，深受群众的
好评，我们河南省有一支实力强大
的曲艺表演队伍，在全国历次大赛
中都有好的表现。”

尽管河南曲艺有如此深厚的历
史渊源，但在“互联网+”的时代趋势
下仍受到一些冲击。对此，范军这
样说道：“曲艺事业的发展既要继承
传统，同时也要有创新，中国曲艺家
协会主席、著名曲艺家姜昆说要有
大曲艺的观念，就是如此。”传统与
创新要分两步走，“传统的核心是一
定不能丢掉的，要坚持保留，但是也
要赋予其新的活力，把我们河南的
曲艺发扬光大，让更多人了解河南，
了解河南的曲艺。”

同时，要大力挖掘新人新作，尽

量吸收80后、90后的大学生群体，举
行“曲艺走进学校”活动，加强与青年
朋友的联系，共同发展。除此之外，
范军一直强调创作问题：“一个好的
剧本实在是太来之不易了，我们河南
省的表演人才是没得说的，但是创作
人才还有待再发展，尤其是要大量发
展青年志愿者。”作为省曲协第六届
主席，范军说：“河南数千年的历史文
化，我们新一届曲艺家协会主席团成
员将承担起这份责任，共同努力，去
创造河南曲艺新的辉煌。我不会辜
负大家的希望。”

“曲艺是最接地气的艺术”

“要带动80后、90后一起搞曲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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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影视家协会主席王少春：

助推河南
影视走出去

从前几年票房、口碑双丰收的《不是闹着玩的》，到《酒惑》《与贼同屋》……河南电影
频频亮相。12月17日，河南电视台台长王少春在第六届河南电影电视家协会会
员代表大会中当选新一任主席。王少春告诉记者：“河南在全国的影视排名还有距
离，希望经过我们的努力工作，推动河南创作出一大批有影响力的电影、电视剧。”
郑州报业集团全媒体记者 崔迎 实习生 王世瑾

王少春，河北饶阳人，1979 年 8 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1974 年 4 月参加工
作，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经济管理专
业毕业，大学学历，高级编辑。现任河
南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党组成员、河南
电视台台长。

1993 年担任中国经济节目研究会
常务理事，1995 年任省影视家协会常
务理事，1996 年任中国纪录片学术委
员会秘书长，担任第十八届中国新闻奖
评委。2002 年被授予“河南省五一劳
动奖章”。

依托河南深厚的底蕴，河南电视
人一直在传统文化这块土地上深耕细
作，通过20年来的积累与创新，拥有了

《梨园春》《武林风》《华豫之门》《汉字
英雄》等一批在全国非常有影响力的
品牌栏目，形成了独特的优势资源。
王少春表示：“我们希望通过一种传播
面广、渗透力强的方式，让地方传统文
化由地方变成全国，使传统接轨现代，
让文化回归大众，从而有力地促进地
方传统文化的发展与繁荣。就拿《梨
园春》做例子，它的出现，给豫剧注入
新活力，赋予这一难题崭新的解答。”

河南本土电影近年来发展也很
快，最明显的标志就是生产数量增
多。近两年，每年报国家广电总局审
查的本土电影有十几部，此外，参与河

南省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电
影类评选的电影也逐年增多。郑州电
影产业规模呈连年增长态势，目前，郑
州市有100多家影视制作机构，影院数
量也已从过去的东方红影院、中原电
影院等几家屈指可数的电影院演变成
今天各大院线公司逐鹿中原的繁荣景
象。在数量增多的同时，本土电影佳
作不断涌现，诸如《角落里的阳光》《鱼
湾村的故事》《信念》《生命无价》《望
月》《念书的孩子1》《念书的孩子2》《幸
福的白天鹅》等优秀的主旋律影片取
得了广泛好评。戏剧电影《新麻风女》

《三子争父》等也实现了河南戏曲与电
影艺术的结合，“电影作品产量、质量
不断提高，影响力日益扩大，成为郑州
文化产业中一支强大的生力军”。

然而，不可否认的一点是，河南本土
电影的知名度并不高，在发展中还存在
各种各样的问题。对此，王少春表示：

“本土电影还比较稚嫩，高质量的作品更
是少之又少，中原文化博大精深，很多好
题材适合用电影语言去表达，但纵观目
前的本土电影，不得不承认许多好题材
被浪费或是还没有被挖掘出来。”

回溯过去，电视媒体已然进行着
大转型和大变革，经历着从传统到现
代过渡的阵痛。“一方面，数字化进程、

信息技术突飞猛进，互联网异军突起，
智能手机及移动终端风靡媒体市场；
另一方面，‘限播令’、‘限广令’等政策
的颁发和实施，又给电视节目的传统
创收及发展模式设立了新的门槛。”王
少春谈道，人的一生有两样离不开：一
是“白大褂”，一是“白粉笔”。“白大褂”
是医生，“白粉笔”是学习。“不管是新
思想还是新技术，我们电视人真学、真
懂、真信、真用，勇于了解、善于掌握、
敢于实践，做起事来才会举重若轻。”

河南电影电视家协会尽管有长足
发展，但河南在全国的影视排名还有
距离，“为什么全国很多影视公司愿意
跑去横店拍戏，连公司都注册到当
地？不仅仅是硬件问题，最关键的是
软件，他们的扶持政策也很好。所以，
我希望能通过影视家协会下一步扎实
的调研，建言献策，能够促动河南影视
业相关扶持政策的优化，让河南的影
视编剧、演员和企业愿意在家乡创作、

拍戏、创业”。
“希望经过我们河南影视家协会

的努力工作，为河南未来的影视发展
打下更好的基础，推动河南创作出一
大批有影响力的电影、电视剧。”王少
春表示，在如今互联网发展迅速的时
代，影视家协会还将通过互联网手段
把工作继续做细、做深、做透，使我们
河南的电影、电视剧走出去，让影视家
协会真正发挥其作用。

“河南本土电影发展很快”

“通过互联网推动影视剧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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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文联所属河南省文联所属1212协会新任主席访谈（二）协会新任主席访谈（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