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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帆影”演绎厚重黄河文化，“艺术
之舟”唱响中原华彩乐章。据负责郑州大剧
院运营的郑州城建聚橙剧院管理有限公司
总经理曹皓程介绍，郑州大剧院是聚橙院线
运营的108座剧场中，建筑面积最大的一座
甲等剧场。该运营团队将努力打造以文化
艺术为中心的剧院生态，同时不断提升剧院
的服务功能，全力打造中原顶级艺术文化殿
堂，让市民获得更加美好的精神文化享受。
该公司未来不仅将把国内、国际优秀经典舞
台艺术引进来，还将利用其院线资源，每年
多安排市属文艺院团优秀精品剧目参加院
线演出或文化交流活动。2021年度，郑州大
剧院将推出近百场演出，分为国际巨制、华

夏名篇、时尚潮流、温馨家庭、红色经典五大
系列。演出季从春节之后，一直持续到年
底，保证周周有演出，月月有大戏，持续不断
地为市民呈现精彩的文化盛宴。

“盼了这么久，终于盼到大剧院的盛装
启幕了。”在国家电网郑州市供电公司工作
的市民刘女士是位忠实的艺术迷，家住西区
的她以前常常大老远跑到河南艺术中心去
看芭蕾舞剧、交响乐演出，今后在家门口就
能欣赏到一流演出，令她兴奋不已。“郑州大
剧院一流的硬件设施让人眼前一亮，期待以
后能在这里观看到更多、更丰富的演出。”

放眼未来，越来越多具有地标性标志的
全新文化空间将登上郑州城市发展大舞台。

托起古都郑州文化新高地

郑州大剧院正式“扬帆起航”
如果说，文化是一座城市的灵魂，那么，剧院则是这座城市

的文化地标。昨晚，作为郑州中央文化区CCD的重要标志性
建筑及新落成的文化艺术中心核心场馆之一，郑州大剧院正式
启用并举行开幕音乐会，著名指挥家林大叶携手亚洲地区历史
最悠久、最能代表中国音乐诠释能力的世界级乐团——上海交
响乐团倾情演绎。

从此，古都郑州有了全新的文化地标，再添一道迷人的风景、
一个忙碌的文化“会客厅”。透过它，我们可以品味古都郑州的文
化特质，管窥多彩郑州的生活品质，感知这座3600年古都的蓬
勃生机和澎湃活力。郑报全媒体记者 成燕 秦华/文 李焱/图

夜幕降临，漫步郑州 CCD，您
会看到，在红色背景灯光的映照
下，郑州大剧院如一艘“艺术之舟”
迎风而立，熠熠生辉，显示出独特
的象征意义和精神气质。

位于南水北调干渠之畔的郑
州大剧院，与如意湖之畔的河南艺
术中心东西呼应，形成郑州“东有
CBD、西有CCD”的城市格局，使郑
州的城市文化形象更加突出。

以“黄河帆影，艺术之舟”为
设计理念，该剧院建筑由六片迎
风展开的巨舰船帆围合而成，以
气贯长虹之势坐落于平台之上。
室内设计则以“黄河汇聚，九曲华
章”为主题，流动的空间串联起主
次门厅与各个剧场观众厅，为观
众营造动态的空间感受。

该剧院总建筑面积约 12.77万
平方米，总投资约 21亿元，设有
1687座的歌舞剧院、884座的音乐
厅、421座的多功能厅、461座的戏
曲排练厅，以及市豫剧院和市曲剧
团驻场区及管理用房等。歌舞剧
场场景再现黄河波涛汹涌、磅礴而
下的景象，创作原型来自元代词人
许有壬《水龙吟·过黄河》中的诗句

——“浊波浩浩东倾”；音乐厅室内
装饰设计灵感来源于名闻天下的
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钧瓷，
自然淡雅的外观淋漓尽致地展现
了钧瓷“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艺
术特点；戏曲厅设计极具古风韵
律，通过纱幔状的顶面设计，中国
红、丝绸状的墙面，展现了河南戏
曲文化历史厚重感。

昨日，不少首次走进该剧院的
市民欣喜地说，郑州大剧院正式
“扬帆起航”，不仅让郑州地方特色
文化展示和多元文化艺术精品引
进有了更好平台，也为郑州城市发
展带来新的动能，大大提升郑州城
市文化品位。

昨日下午，不少市民带着孩子
走进CCD，“打卡”全新网红地——
郑州大剧院，在这座美丽的“黄河
帆影、艺术之舟”建筑前合影留
念。市民黄翰带着9岁的女儿彤彤
在郑州大剧院南门拍完照说，郑州
大剧院与郑州博物馆新馆、郑州美
术馆新馆等文化地标构成了郑州
全新的文化高地。这些环境优雅、
设施先进、文化活动丰富多彩的新
场馆让百姓的假日生活更加多彩。

昨晚，作为郑州大剧院开幕音
乐会，亚洲地区历史最悠久的交响
乐团——上海交响乐团为首批观
众献上精彩的文化盛宴。该乐团
前身为 1879年成立的上海公共乐
队，1956年正式定名为上海交响
乐团。这支乐团在跨越三个世纪
的跌宕起伏中，始终秉持着国际
视野和海纳百川的城市精神，逐
步成长为一个汇聚全球顶尖演奏
家、最能代表中国音乐诠释能力的
世界级乐团。

德沃夏克.C大调斯拉夫舞曲、
b小调大提琴协奏曲、柴可夫斯基e
小调第五交响曲……音乐会上，时
而奔放、时而轻快、时而深沉的曲
调，让众多观众徜徉在音乐的海
洋，思绪飞扬。演出结束，观众热

烈的掌声此起彼伏，演奏家们用多
次返场演出回报郑州观众的热情。

接受记者采访时，上海交响乐团
团长周平说，郑州大剧院环境优雅，
设施一流，乐团在这里演出感觉很
好，希望今后能多来郑州演出，为市
民献上更多高水平的文化盛宴。

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
长李芳说，剧院是衡量一座城市文
明程度的重要风向标。郑州大剧
院正式启用，不单纯是文化概念，
也投射出更多的经济与社会意
义。未来，依托郑州大剧院，该局
将联合相关部门积极申报、申办更
多国家级、国际间的文化节会交流
活动，为提升郑州文化影响力、推
动中原文化走出去提供更大的舞
台、更持久的动力。

为了见证郑州大剧院开幕这一重要的
历史时刻，河南省音乐家协会主席、著名作
曲家周虹昨日专程从北京赶回郑州。谈到
此次古都郑州再添文化新地标、演艺新场
馆，周虹难掩兴奋：“随着郑州美术馆、郑州
大剧院等一流文化场馆的建成、投入使用，
我们郑州市这座人口超千万的国家中心城
市、新一线城市，也终于有了与她相匹配的
一流文化设施！这标志着郑州市文化事业
迈入了一线大城市的发展行列。”

周虹说，近几年，郑州市不仅文化基础
设施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随着郑州大
剧院的投入使用，郑州市已形成包括图书

馆、美术馆、博物馆、大剧院在内的，各艺术
门类的高端场馆矩阵。

“‘一台剧改变不了郑州，但会改变一个
人对郑州的看法。’当我与朋友分享郑州大剧
院开幕的消息时，朋友如是说。无疑，郑州大
剧院是郑州的脸谱，更是郑州精神文明建设
重要阵地和现代化都市新文化的标志。”中南
财经政法大学教授、郑州市作家协会名誉主
席程韬光认为，郑州大剧院正式启用，必将在
提升城市文化形象、提高文化品位方面发挥
重要作用，为文化郑州建设提供重要的文化
支撑，并进一步促进黄河文化引领功能，加快
郑州高质量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步伐。

一场激荡心灵的文化盛宴

一个提升城市品位的新平台

一段充满希望的文化新旅程

■人物专访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秦华/文
李焱/图）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席、中
国文学艺术基金会副理事长冯双白
是郑州的老朋友了，这次，他再次见
证了“老朋友”的文化盛事——中原
文化的新地标郑州大剧院的启幕，
备感喜悦和兴奋。

昨晚在郑州大剧院听完上海交
响乐团的上半场演出间隙，冯双白
迫不及待地分享了大剧院带给他的
震撼：“郑州大剧院的建筑很个性，
空间设计上很有艺术感，音乐厅也
建设得非常好，启幕演出呈现出非
常完美的音乐质感。今晚的艺术之
夜让我相当的享受。”冯双白说，郑
州大剧院的启用是郑州市文化建设
的标志性事件，用大型的交响乐、世
界的经典旋律为大剧院开场，也标
志着大剧院的高品质文化定位。

谈到郑州这些年的文化建设，
冯双白赞不绝口、如数家珍。“郑州
地处大河之南，天地之中，历史悠
久，底蕴深厚，书写了黄河文化最为
灿烂的篇章。进入 21世纪以来，我
有幸作为郑州文化发展的参与者和
亲历者，见证了这座城市文化艺术
特别是舞蹈艺术的快速发展。”

他说，如今，郑州歌舞剧院已经
成为全国最具活力和广泛影响力的
艺术团体，《风中少林》《水月洛神》等
舞剧成为河南的文化名片。此外，
郑州已经成为全国公认的“街舞重

镇”，中国（郑州）国际街舞大赛已经
成为郑州市标志性的文化品牌，并
且已经具有了国际影响力。同样，
郑州其他艺术门类也花开万树、满
目春风，不断增强郑州“华夏文明之
源、黄河文化之魂”的认同感和感召
力，全面提升城市气质、城市气派，为
国家中心城市建设提供文化动力。

黄河舞动新时代，郑州文化启
新程。冯双白相信，在大力实施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
国家战略的今天，“郑州一定能深入
挖掘黄河文化蕴含的时代价值，讲
好黄河故事，进一步提升中华文化
的影响力，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
力。一定能以郑州大剧院作为平
台，更好地服务群众精神文化生
活、促进文化交流、展示城市形象，
推动文旅融合发展，为建成社会主
义文化强国书写出更加出彩的郑
州篇章”。

昨晚，一艘满载星辉的“艺术之舟”踏浪扬帆，
开启了全新亮相后的首场演出，再次向世界宣告了
来自“天地之中”的艺术态度——它就是郑州中央
文化区CCD的重要标志性建筑，郑州新落成的文
化艺术中心的核心场馆之一——郑州大剧院。

这是一座展示郑州文化特色、艺术特质的“文
化客厅”。

今年9月，这艘承载文明的古舟巨舰，在黄河
岸边吹响光影集结号，电影人从全国各地纷至沓
来，奔向这艘位于“天地之中”的“艺术之舟”。彼时
举行的2020年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暨第35届大众
电影百花奖活动中，郑州大剧院作为第35届大众
电影百花奖提名者表彰仪式的举办场所，惊艳了全
国电影人。

作为郑州大剧院的首次亮相，第35届大众电影
百花奖提名者表彰仪式9月25日晚在这里举行，那
一晚郑州星光璀璨，电影人陈国辉、惠英红、黄晓明、
张涵予、吴越、印小天、杨紫、易烊千玺、王传君等相
聚“天地之中”，在郑州大剧院共享中国电影的荣光。

中国影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张宏在当晚
的表彰仪式上说，郑州大剧院能同时容纳3400多
名观众，百花奖表彰仪式还是第一次在这么宏大气
派的剧院举行，郑州人把郑州大剧院的首次亮相给
了百花奖，是对电影人的一种关爱。

活动当晚，与郑州大剧院第一次亲密接触的中
国影协副主席、演员张涵予也对它一见倾心，张涵

予称赞郑州大剧院“黄河帆影、艺术之舟”的造型非
常独特，充满艺术特质，剧院内满目望去皆是黄河
文化元素，散发着厚重的历史感。

除了令人惊艳的造型和场馆内部设置，表彰仪
式还融入了许多的河南元素，尽显河南的古朴与厚
重。比如开场舞结束后，从舞台上方缓缓落下的两
个甲骨文大字“河南”，吸引了易烊千玺、惠英红、黄
晓明等纷纷“竞猜”，甲骨文是河南享誉世界的一张
文化名片，在郑州大剧院这个特别的文化场所，全
国电影人通过2020年的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近
距离感受到了河南文化、中华文化的魅力。

郑州大剧院这艘“艺术之舟”，既是展现郑州文
化特色、艺术特质的“文化客厅”，也是市民们安置
身心的“心灵居所”，无论是其1687座的歌舞剧院、
884座的音乐厅、421座的多功能厅、461座的戏曲
排练厅等一流的设施和完备的服务，还是其以“黄
河汇聚，九曲华章”为主题，流动的空间串联起主次
门厅与各个剧场观众厅的完善的规划设计，都令人
心驰神往。它立在那，就是一道郑州文化标识。

“黄河帆影”演绎中原艺术之源泉，“艺术之舟”
唱响九州文明之华章。踏浪扬帆的郑州大剧院将
不断播撒着艺术的种子，为市民带来一场场国内
外著名音乐剧、话剧、戏曲等饕餮艺术盛宴，它将
带着郑州加速驶向“文化强市”的彼岸，让更多的
市民享受郑州的文化发展成果，享受郑州的幸福文
化生活。 郑报全媒体记者 杨丽萍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成燕/文
李焱/图）“走进郑州大剧院，我感到
非常震撼，这是一个高水平的艺术
殿堂，郑州市民能在这么高雅的艺
术殿堂欣赏到音乐会、话剧、舞剧、
戏剧等高水平的演出，真的很幸
福。”昨日，谈起初次走进郑州大剧
院的感受，担任郑州大剧院开幕音
乐会指挥的深圳交响乐团音乐总监
兼首席指挥、上海音乐学院指挥系
副主任林大叶兴奋地说。

“在郑州，以前应该很少能够欣
赏到像上海交响乐团这样顶级乐团
的演出。这次交响音乐会，我们精
心准备了三部作品，第一部作品是
一个短小精悍的舞曲，是由国外著
名作曲家德沃夏克创作的斯拉夫
舞曲，我们为大家呈现的是这个舞
曲中的第一首，也是最辉煌的开头
乐章。第二个曲目是德沃夏克创
作的最具代表性的一首作品，在全
世界范围内最流行的一首大提琴
协奏曲，该曲一共分为三个乐章，
反映出他对家乡的深深热爱。第
三个曲目是柴可夫斯基创作的 e小

调第五交响曲，这个乐曲在世界范
围非常著名，精彩的乐章中营造了
一次次高潮。”

“剧院，代表了一座城市的品
位、格调与文化内涵。通过艺术体
验的引领与推广，可以提升大众的
美学修养，激发市民的文化创意。
我希望今后能再来郑州大剧院演
出，为郑州市民献上更多高水准的
文化盛宴。”谈及未来，林大叶满怀
希望地说。

林大叶：
希望多为郑州市民献上高水准文化盛宴

冯双白：
郑州文化启新程

一道绚丽多彩的文化新风景

这艘满载星辉的“艺术之舟”
将从郑州驶向千家万户

开幕音乐会引发热烈反响

现场观众观看演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