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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文联七届三次全委会召开
河南将积极引进
国家级品牌文艺活动

本报讯 14日，河南省文联七届三次全
委会在郑州召开。今年，河南文艺界将有
不少新动作，省文联在推进文艺惠民上将
有多项新举措，争取全国有影响的品牌文
艺活动在河南举办，并继续实施“走出去”
战略，同时策划组织一批体现中原文艺特
色的项目。

在文艺惠民、乐民、为民方面，省文联
将全力打造不同文艺门类的文艺志愿者惠
民服务系列产品，开展“放歌中原”艺术家
进基层演出、新农村少儿舞蹈美育工程、
“梅花奖艺术团”赴基层演出等，广泛开展
文艺支教等文艺扶贫志愿服务活动。

“打造文化高地靠的是作品来支撑，而
作品是人来创作的。”省文联主席杨杰表
示，为更好鼓励文艺创作，省文联将加大对
文艺领军人物、代表性人物奖励扶持、宣传
推介力度，发挥各文艺门类头雁引领作用
和带动效应，并重点培养中青年艺术人才，
为“小荷才露尖尖角”的新锐文艺人才搭建
平台。她透露，我省正争取恢复河南省优
秀文艺成果奖，并利用此契机建立健全 12
个艺术门类的评奖机制，为我省文艺工作
推精品、推人才提供重要的平台。此外，会
议还表彰了 2016年文艺志愿服务先进单
位、先进个人。 郑报融媒记者 苏瑜

郑州美术馆建馆20周年系列展
黄居正书画艺术展开幕

本报讯 2017年是郑州美术馆建馆
20周年，为和市民一起见证郑州美术馆
的艺术成果和成长历程，昨日上午，“廿载
岁华——庆祝郑州美术馆建馆 20周年系
列展览”正式启幕，以此向社会展示郑州美
术馆的历史积淀和艺术实力。

为此次建馆 20周年系列展打头阵的
是郑州美术馆（郑州画院）离退书画家个人
艺术回顾系列展，黄居正、申海涵、郑玉昆、
李智、王天佑、张保才、赵若浩……这些老
艺术家在郑州画院创立的艰难时期苦中奋
进、精心专研，促成了郑州美术馆的建立。
现在将这些老艺术家们的艺术成果进行梳
理，并举办个人艺术回顾展。其中，首场展
览是“从容淡泊写精神——黄居正书画艺
术回顾展”，将展出黄居正先生从艺生涯中
各个时期的部分代表性作品，以及生活艺
术实践中的珍贵手稿和习作，全面展示一
个老艺术家的风骨面貌。此次展览将持续
到4月2日结束。

黄居正，1932 年生，国家一级美术
师。1955年毕业于西北艺术学院（今西安
美术学院），郑州画院原常务副院长、郑州
大学书画研究院名誉院长、郑州市文化局
专家艺术委员会委员。
郑报融媒记者 苏瑜

黄海碧说，近日火爆网络的少林寺
山门前对决的视频他也看了，街舞“斗”
功夫十分震撼。这说明作为中原文化的
标志性符号，少林功夫已超越了语言、民
族，成为展示中国传统文化、传播中原文
化的有效载体，并开始与其他艺术门类
相融合，产生出崭新的艺术样式。

黄海碧介绍，一部电影《少林寺》让
少林功夫蜚声海外，从此，在文化部、河
南省文化厅的外事活动中，少林功夫表
演已成为“常客”,是出场率和受欢迎度
最高的“文化主餐”。“毫不夸张地说，很
多国家是从认识功夫开始认识中国的，
很多人是从少林功夫开始了解中原
的。”黄海碧说。

的确，这些数字足以印证功夫的魅
力：少林功夫在世界各地的精彩表演，吸
引了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万余名武术
爱好者到少林寺参观，近万名国外武术爱
好者先后到登封学习武术，海外少林弟子
也纷纷到少林寺朝山归宗。在国外，俄罗
斯、美国、加拿大、新加坡、日本、泰国、马
来西亚、澳大利亚等几十个国家和地区成
立了传授和学习少林武术的组织。

在黄海碧看来，少林功夫已经形成
了自己的独特魅力，衍生出了更深的文
化内涵，“我们可以看到，功夫有着这样
的发展脉络：它本是本土百姓自卫的格
斗模式，之后突显出强身健体的功效，最
后进入了哲学和文化的层面。可以说，

功夫文化的发展过程，恰恰就是‘以武化
文’的过程。我们现在再谈到功夫，联想
到的就不仅仅只是格斗层面，而是更为
深入的文化的、思维方式的层面。”

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当下，功夫
文化同其他艺术门类一样，也需要面对
“传承与创新”的问题。黄海碧说，近年
来，功夫开始尝试与舞蹈、书法、音乐等
艺术门类相结合，产生出新的艺术样式，
取得了令人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

黄海碧认为：“郑州是街舞重镇，少
林功夫更是河南的一张响当当的文化名
片，如果二者能找到一个好的结合点，我
相信最终产生的艺术效果、传播效果一
定会不同凡响。”

少林寺山门前舞武对决的视频火了

文化学者黄海碧：
街舞“斗”功夫十分震撼

本报讯 从古至今，少林功夫似乎都不乏挑战者，除了各大武林门派外，现在街舞也要站出来挑战，这种东
西方文化的碰撞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昨日记者采访文化学者、艺术评论家黄海碧，谈谈这场“武”与“舞”的较
量。郑报融媒记者 苏瑜

《朗读者》首谈为子求医

倪萍：苦难让我变得更坚强
曾为儿治病欠债落魄

1999年，主持事业如日中天的倪萍
生下儿子，却发现儿子患有严重的眼
疾，如果不治疗，他的眼睛会慢慢看不
见，甚至会死亡。她带着儿子远赴美国
求医，几乎倾家荡产。2004年，迫于治
病欠债的经济压力，倪萍辞去主持人工
作开始拍电影赚钱。

然而，最让她痛苦的还是精神压
力。“每次去医院都跟上刑场似的，只有
看到医生比出OK的手势才松一口气，
随后整个人都瘫了。”倪萍在《朗读者》
将这段经历坦率讲出。

2014 年，倪萍又重回央视舞台，
然而，观众却发现，年过五十的倪萍
有了异于同龄人的苍老，很多观众为
之心酸。

这些年里，倪萍几乎没有对外公开
谈论过自己的这段往事，而在《朗读者》
中，她对董卿算是“和盘托出”。对此，
倪萍说：“对我来说，这些经历我讲出
来，对大家也许都有一些好处，就是说，
我们在苦难中变得更加坚强。因为儿
子马上就要考大学了，对我来说，最牵
挂的还是他。”

主持《等着我》累心
2014年，倪萍重返央视，做了《等着

我》的寻亲节目，该节目延续至今已有
两年，替中国无数家庭找到了失踪或被
拐卖的亲人，可谓是“感动中国”。

即使有着过去的辉煌成绩，但倪萍
依然觉得目前她的主持工作还有挑战，
“《等着我》每次录上一天我都很累，累

心。我同情这些苦难者，我努力地在帮
他们，但能力有限，我心里也很着急。《等
着我》跟我从前主持的节目完全不一样，
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挑战，我会尽心跟
栏目形式而走。如果有一天主持不做
了，我可以做的事儿很多，比如我写书、
画画、拍电影，这都是我想做的事。”

与董卿惺惺相惜
从 1991年起，倪萍曾先后 13次主

持过春节联欢晚会，与赵忠祥主持春晚
次数相同。而董卿在今年刚刚追上两
位前辈的脚步，成为央视主持春晚次数
第二多的女主持人，仅次于周涛的 16
次。在这期《朗读者》中，倪萍和董卿这两
代“央视一姐”手牵手上台时，两人都眼含
泪花。对此倪萍说：“一见董卿，我们俩都
挺激动的，可能有彼此欣赏的原因吧。”

倪萍与董卿曾经多年携手主持央
视春晚，相同的经历让她们惺惺相惜。
倪萍说：“董卿是资质很高的主持人，也

非常勤奋，我觉得现在挺需要这样的主
持人的。”

倪萍除了有深厚的主持功底外，
在文艺方面也颇有建树，她的绘画、
演戏、写作，几乎每一次“跨界”的作
品都是相当精良，有人称倪萍是“主持
界里演技最好的，演员界里主持最好
的，画家界里文字最好的”。对这样的
评价，倪萍表示：“这些对我来说不存
在转换问题，拿起笔来我就能画、能
写，拿起话筒来我就能主持，这些都是
骨子里的。”张睿雪

近日，央视大型文化节目《朗
读者》中，家喻户晓的主持人倪萍
登上舞台。在与她的老搭档董卿
的交流中，倪萍首次谈及了自己多
年来为子求医的心路历程。而对
于过去，倪萍表示《综艺大观》是自
己年轻时最得意的时候，“那个时
候我真的就跟打了鸡血似的，我就
像疯了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