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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夜惊梦》
用影视艺术展现戏曲魅力

本报讯（记者 崔迎）昨日，戏曲电
影《子夜惊梦》在郑州奥斯卡电影大世
界举行看片会，吸引了我市众多戏迷前
来捧场，并赢得一片掌声。

《子夜惊梦》紧扣生活，不唱高调，
情节安排巧妙，人物形象突出，充分利
用影视艺术，真实感人地再现了一位可
敬可爱的母亲形象，同时表现了一个女
副市长在母亲、兄嫂、爱人等亲人的帮
助下，在人情世事面前从不以为然到内
心纠结，再到猛然惊醒的心理过程，充
分彰显了优良家风对于人格塑造和廉
政建设的极端重要性。

观影结束后，豫剧名家汪荃珍、著
名戏剧评论家谭静波都对影片给予了
高度的评价。表演艺术家葛圭璋说：
“这部戏曲电影把豫剧推到了一个新高
度。”女主角卢玉琴说：“《子夜惊梦》在
美国放映反响很大，美国洛杉矶市市长
看完此片后非常感动，当时情不自禁地
对我说，你演的这个母亲非常好，很朴
实，也很伟大。”

豫剧电影《子夜惊梦》根据方城本
土剧作家张景秀同名戏曲改编，由国家
一级编剧张芳与剧作家张景秀联手编
创，著名导演马会雷执导，著名表演艺
术家卢玉琴、刘艳丽领衔主演，著名表
演艺术家丁建英担任艺术指导。由方
城县文化广电传媒集团有限公司与上
海国友影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联合摄
制，河南豫剧院协助拍摄，在美国百老
汇国际电影节上一举斩获了最佳音乐
片奖，女主演卢玉琴夺得了最佳女主角
奖。目前，国家广电总局已将此片列为
优秀影片向全国推广发行，力争把此片
打造成豫剧的一个品牌剧目。

工艺美术教育家张朗
来河南展示“美在民间”

本报讯（记者 崔迎）由湖北美术
馆、河南省美术馆主办的“美在民间——
湖北美术馆馆藏工艺美术教育家张朗作
品及文献展”在河南省美术馆开幕。

展览分为剪纸、年画、纹样设计三个部
分，共展出作品及手稿约150件，并配有作
者撰写的工艺美术理论文稿、出版物等若
干文献资料。所展作品中，有的是张朗在
辅导民间美术的过程中产生，有的是基于
对楚文化和传统艺术的思考而创作，也有
为人民大会堂湖北厅设计的屏风纹样及为
黄鹤楼设计的装饰纹样手稿等。除此之
外，还有一批手绘工艺美术教学示范资料，
包含各种具体的图案构成技法和不同的纹
样速写，均为研究民间美术和地域文化的
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张朗是湖北工艺美术教育的代表
人物与民间美术研究的开拓者，其创作
涵盖剪纸、年画与装饰画、纹样设计等，
根植民间、立足本土，具有浓郁的荆楚
文化色彩和鲜明的时代特征。

作为“20世纪湖北美术家系列研究
展”之一，本次展览以梳理地域美术、弘扬
优秀传统、承载文化记忆为宗旨，以馆藏
张朗先生的作品为原点，通过个案研究的
方式，聚焦湖北民间美术。张朗的作品有
着浓郁的生活气息，画面内容有较强的叙
事性。张朗的年画创作也有别于传统年
画，在画面形式、美感、构图以及内容上更
符合现代人的审美习惯，图案设计在样式
规范中更具开拓性和自主性，较好地体现
了张朗的艺术情怀。

据悉，展览将持续至10月29日。

文化郑州，让中原更出彩
几天前，主题为“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的郑州市第五届群众文化艺术节

在巩义火热开幕，伴随着喜庆欢快的音乐和直击胸膛的鼓点，各基层文艺团
队、文化志愿团队在开幕式上各展风采。“拍美郑州——手机摄影微视频大
赛”、“赞赞新时代”广场舞大赛等十二大主题活动，百余场演出将在本届群众
文化艺术节上轮番上演，这场持续4个月之久的群众文化盛宴，正是郑州市文
化建设繁荣发展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伴随着河南建设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加快构筑全国重要的文
化高地号角的吹响，我市全面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完
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发展壮大文化事业，在“让中原更加出彩”的建设洪流中，
书写了属于郑州文化事业的新篇章。 郑报融媒记者 左丽慧 秦华 杨宜锦

文化建设为“公”众
漫步郑州，一座座被誉为市民

“第二课堂”的博物馆，饱含书香的图
书馆、个性书店，吹拉弹唱、人头攒动
的文化广场总是牵引着人们的目
光。这里是人们富饶文化生活的领
地，更是精神和情感的栖居地。令人
欣喜的是，新一轮公共文化设施投资
建设高潮在郑州兴起：郑州西区规划
建设的中央文化区（CCD），最大限度
地满足群众对文化生活的追求。位
处中央文化区的奥体中心、文博艺术
中心、市民活动中心、现代传媒中心
目前正在加快推进。

有了文化场馆，文化活动的开展更
为便捷。郑州文化馆开办了“群星讲
堂”“公益舞台”“公益展厅”“公益讲
堂”，郑州图书馆开办了“天中讲堂”；引
进精品剧目来我市开展文化惠民演出，
让市民可以近距离享受到高层次的表演
艺术，促进了城乡公共文化均等发展。

在文化惠民方面，我市 2011年
就启动了“舞台艺术进乡村、进社区”
演出，活动坚持“政府购买、院团演
出、群众受惠”的原则，共计演出
14000多场，累计受益群众2450万人
次，实现了区域乡村全覆盖。

作为首批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示范区城市，郑州这些年始终
把“戏曲进乡村”作为示范区创建和
后续建设重要内容，特别是河南省启
动创建省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
县（市）工作以来，我市把抓好戏曲进
乡村作为促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均
等化一项具体举措，写入我市《关于
全面推进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
设的实施意见》，列入基本公共文化
服务目录，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
式，强力抓好戏曲等优秀文化艺术在
基层的推广落实。

2017年，郑州作为河南省“戏曲
进校园”工作试点城市，全面深入推
进“戏曲进校园”工作, 活动覆盖了
全市143所中小学校；2018年融合了
戏曲、非遗、群艺，开展“传统文化进
校园”活动，丰富了“传统文化进校
园”活动内容。

“绿色周末”“情暖新春”“新年音乐
会”等品牌文化活动组织优秀民族器
乐、经典戏剧、交响音乐演出，受到了广
大市民的热烈欢迎；此外，在黄帝故里
拜祖大典、少林武术节等节会活动中，
我市每次都组织精品戏曲剧目公益演
出，戏曲文艺院团进行持续数天展演联
唱，在营造浓厚节庆文化氛围的同时，
扩大戏曲文化的传播推广和影响。

舞剧《风中少林》《水月洛神》，豫剧
《斗笠县令》《都市阳光》，大型科幻儿童电
视剧《快乐星球》，连年举办的中国（郑州）
国际街舞大赛……这些都是响当当的郑
州城市文化名片。

作为全国最大的地方戏剧种，豫剧不
仅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更是河南
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市在今年1月
5日印发出台了《郑州市支持戏曲传承发展
的实施方案》，明确了大力实施戏曲精品剧
目创作工程、剧本创作扶持工程、戏曲文化
惠民工程、戏曲人才培养工程、戏曲普及推
广工程等五大工程，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

促进戏曲艺术繁荣发展奠定基础。
在剧目创作方面，我市始终把繁荣艺

术创作作为文艺工作的中心环节，深度挖
掘商都文化、嵩山文化、黄帝文化、黄河文
化、革命传统文化等中原特色文化资源，
集中力量、集聚资源，先后创排豫剧《任长
霞》《斗笠县令》《清风茶社》《琵琶记》《都
市阳光》《鱼仙妩媚》《中牟令》，曲剧《麻风
女》《新版白兔记》等精品佳作，复排红色
经典剧目《红灯记》《沙家浜》，拍摄戏曲电
影《情断状元楼》《王宝钏》等形式多样，精
彩纷呈剧目，先后获得国家、省级奖项，有
力提升了郑州文化的影响力。

今年 5月，郑州市举行 2018年第三批
重点项目集中开工仪式，商都历史文化片
区、百年德化历史文化片区、二七华侨城、
宋城·黄帝千古情项目等16个重大文化项
目集中开工。近期出台的《郑州市加快文
化产业发展若干政策》中提出，设立2个亿
的文化产业专项资金，扶持文化企业发展
壮大。喜人的郑州文化产业发展态势，不
仅为郑州人奉上了多样化的文化产品，为
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增添了新动能，还
与郑州文化事业发展成为平衡的双翼。

“2018年度，郑州市谋划推进了 57个
市县两级重大文化产业项目，总投资达到
1913亿元，本年度计划投资 281亿元。”市
委宣传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在不久的将
来，郑州文化产业项目遍地开花的蓝图已
经绘就：二七区华侨城主要建设创意先锋
城市公园、欢乐海岸主题公园、海上丝路
主题公园等业态；新密市轩辕圣境黄帝故

里文化产业园主要建设黄帝宫御温泉、乐
海水世界、冰雪王国主题乐园等；新郑市
宋城·黄帝千古情项目主要建设文化演艺
表演广场、千古情大剧院、互动体验项目
等；中牟县王潮歌“只有”河南主题乐园建
设“只有”系列演艺主题剧场群及配套设
施；极地海洋公园项目建设大型极地海洋
动物及珍稀鱼类展示、海洋动物舞台表演
秀、海洋科普教育等主题场馆……

“文化”看不见摸不着，但在郑州这片
土地上，“文化”化为一部作品、一支歌，或
者是一次展览、一场演出，悄悄融入千万
市民的生活里、润化在心灵中。郑州是古
老而厚重的——深厚博大的历史文化润
物无声地滋养着这片土地上的人们；郑州
也是年轻而具有活力的——郑州新的文
化作品、新的文化项目、新的文化产品，都
将使郑州在中原大地乃至全国发挥出越
来越重要的作用！

文艺精品百花齐放

文化产业为“国际郑”再添新动能

《风中少林》剧照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 新时代 新作为 新篇章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