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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秦华）记者
昨日获悉，10月 19日至 24日，“河南省非
遗曲艺展演周”系列活动将在郑州举行。
展演名家荟萃，流派纷呈，全省12个曲种、
65个优秀曲（书）目将绽放绿城，为市民带
来饕餮曲艺盛宴。

河南规模最大的非遗曲艺盛会，汇聚
全省12个曲种，65个优秀曲（书）目

本次活动由省文旅厅主办，省文化艺术
研究院承办，河南歌舞演艺集团、省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中心、郑州文化馆（郑州市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宝丰县说唱文化
生态保护实验区管理委员会、宝丰县文化
广电和旅游局、河南艺术中心、河南省工
人文化宫、恒品文化·戏缘 APP等 8家单

位协办。
河南曲艺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在发展

演变中形成了众多地域特色鲜明的地方曲
种。目前，我省有曲艺类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项目 4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36项，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5个，省级代
表性传承人52个，宝丰县国家级说唱文化
生态保护实验区 1个。此外，还有大量的
市级、县级代表性项目、传承人，分布于全
省各个地区。

本次展演活动是新世纪以来河南规模
最大的非遗曲艺盛会，汇聚全省 12个曲
种，65个优秀曲（书）目，将组织 6场专题
演出、6场传统大书专场、1场汇报演出，
以及 1支曲艺轻骑兵演出，涵盖我省主要
地市、主要曲艺种类和主要代表性传承

人，是近年来我省曲艺保护传承成果的一
次集中展现。

6场专题演出设在河南艺术中心文化
广场，连演6天

6场专题演出设在河南艺术中心文化
广场，19日~24日每晚一场，连演6天。展演
名家荟萃，流派纷呈，汇集众多曲艺名家以
及各级代表性传承人，涵盖我省主要地市、
主要曲艺种类，并根据曲艺地域特征，组织
豫东、豫西、豫中、豫南、豫北专场演出。此
外，宝丰县国家级说唱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
作为全国唯一的国家级说唱文化生态保护
实验区、河南省曲艺团作为我省唯一的省级
曲艺表演团体也将带来精彩的演出。

6场传统大书专场演出地位于河南省

工人文化宫（五一公园），19日~24日每天
一场（14:30~17:00），连演 6天，以河南坠
子、大鼓书等曲种的长篇大书为主。

除了主场演出活动，主办方还将组织
一支由艺术名家组成的曲艺轻骑兵，深入
企业、社区等，慰问坚守在抗疫前线、为抗
疫工作做出重要贡献的基层工作者。此
外，展演周活动结束后，拟于 11月在河南
艺术中心大剧院，组织优秀节目参与汇报
演出。

据悉，演出采取线下展演和线上直
播同步进行，线下演出为露天免费观看，
线上演出面向全国观众。活动期间还将
举办河南省曲艺发展传承座谈会，深入
分析保护传承工作现状，为河南曲艺发
展建言献策。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崔迎/文
马健/图）吴为山雕塑艺术“走进”河南，
也是“回到”河南。河南是中华民族和
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历史悠
久，文人荟萃，老子、墨子、张仲景、杜
甫、刘禹锡……他们如一座座耸立在中
华五千年文明史上的丰碑，垂耀古今；
今天，他们跨越时空，汇聚一堂，或有千
言万语，或有喜怒哀乐，都化为此处无
声的心灵对话。10月18日，由河南省文
联主办、河南省美术家协会承办的“丹
心铸魂——吴为山雕塑艺术走进河南”
在河南郑州普罗理想国艺术文化中心
开幕。

此次展览共展出国际著名雕塑家、中
国美术馆馆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吴为山雕塑作品160件。在这些作品中，
既有孔子、老子、李白等为代表的中国历
史文化名人系列雕像，又有以《睡童》《远
古笛声》《唐韵》《春风》等表达人间温情的
系列作品，还有《马克思》《顾拜旦》《利玛
窦》《超越时空的对话——达·芬奇与齐
白石》《灵魂之门——塔拉斯·舍甫琴科
与杜甫对话》等一批彰显文化自信、推
动文明交流互鉴的经典雕塑。

吴为山认为，“每一尊塑像当立于天地
间，是继圣之精神当存于生民内心”，所以，
近30年来，吴为山潜心于此，数百尊人物
雕像由心涌动，藉手而塑。

据悉，展览为期3个月，截至1月18
日结束，市民可免费参观。

尽管 1977年发表短篇小说《班主任》
之后才“享誉文坛”，但早在1958年，年仅
16岁的刘心武就发表了自己的处女作，是
对苏联文学作品《第四十一》读后的思考。

“1958年至1976年，这一时期我不断
地投稿，散文、随笔甚至评论都有所尝试，
作品发表在各个报纸，人民日报、大公报、
北京晚报等副刊，光明日报也有。”刘心武
回忆，19岁从北京师范专科学校毕业后，
他开始了 15年的中学教员生涯，但这期
间他一直在阅读、思考，尝试进行不同的
创作。

或许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1976年
刘心武有了离文学更近的工作岗位——
北京出版社编辑，参与创刊《十月》。

1977年，短篇小说《班主任》横空出
世，凭《班主任》，刘心武火遍全国，高峰期
一天收到3麻袋全国各地读者的来信；几
年后，长篇小说《钟鼓楼》借着一场 12小
时的胡同婚礼将时代变迁下北京市民的
风貌展现殆尽，一举斩获茅盾文学奖……
不愿跟时代“掉队”的他，今年又发表长篇
小说《邮轮碎片》，受启发于当下碎片化
的阅读及表达趋势，用 447个碎片拼贴
当代图景。他不断尝试新的创作手法与
技巧，但他的创作发端与主题似乎总是不
变——紧跟时代，为时代画像，写作中的
“中性叙事”，看似平平无奇，却在一以贯
之的创作中成为刘心武的最大特色。“这
才是文学创作中的百花齐放、多元并立”。

全省65个优秀曲目集中在郑展演6天

河南省非遗曲艺展演周今日开幕

著名作家刘心武走进郑州图书馆天中讲坛

遵从内心 观察潮流 为时代画像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左丽慧/文 通讯员 拾月/图）《班主任》作为
“伤痕文学”的先声之所为何在当时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搞了60多年的
文学创作，大体上可以分成哪几个时期？回首过往有
哪些刻骨铭心的感受？……10月17日，近年来鲜少
露面参加活动的著名作家刘心武先生受天一文化邀请
来到郑州，担任天一文化讲坛第三期、郑州图书馆天中
讲坛第200期主讲嘉宾，为郑州读者带来题为《为时
代画像——刘心武六十年创作谈》的精彩讲座。

“我从小喜欢阅读文学作品，读着读
着就产生了创作的欲望。在 20世纪 50年
代，我还是一个少年，喜欢读冷书，我的第
一篇文章就是读冷书《第四十一》形成
的。”刘心武认为，有的书名声并不大，但
对个人却能引起共鸣和思考，“希望大家
从书海中找到契合自己性格、产生共鸣、
不那么流行的书。”

作为有着超60年写作历程、著作等身
的资深作家，刘心武对“作家”二字无疑有着
深刻的感受。什么对作家而言最重要？
刘心武回答：热爱生活、热爱文学，珍惜当下。

上一次来郑州还是20多年前，此次来
郑州做讲座，刘心武提出了自己的“私
心”：“到了这个岁数，一定要保持用脑和
生命活力、经常操练。一场讲座看看我能
不能讲下来。”说到这里，刘心武爽朗地大
笑起来：“我是一个很渺小的存在，没有不
得了的成绩，但是我特殊：始终在写作、始
终发表文章，从小一直写大，我愿意当一
个‘靶子’，从个案角度，供大家批判。”

刘心武先生今年已经 78岁了。“面向
文学、背对文坛”是朋友对他的评价，不喜
欢参加各种抛头露面增加曝光率的活
动。而他自我评价为“退休金领取
者”——是菜农、的哥、电工等朋友口中
“人不错”的“老刘”。

2005年，登上央视《百家讲坛》“揭秘”
《红楼梦》的刘心武再次“大火”，且再次引发
“汝之砒霜、吾之蜜糖”般两极分化的评价。

为什么会研究解读《红楼梦》？除了
“透口气”、换换脑子这方面的考虑，刘心武
更多的是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
营养。

刘心武说，他觉得要读母语的、用方
块字铸就的经典小说，从《红楼梦》一路而
来，还找到了《金瓶梅》，更是从中学到了
不少冷触笔法：“《红楼梦》写生活流，吃
饭、喝茶、吃饭，但实际上写人物内心深处
的斗争；《邮轮碎片》也有一些类似的东
西，体现人的内心、人的人性。”

面向文学 背对文坛

热爱生活，多读“冷书”

吴为山雕塑艺术
走进河南
160件作品免费展出3个月

60年不懈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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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心武走进郑州图书馆“天中讲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