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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正观新闻·郑州晚报
记者 成燕 通讯员 时立谦 姚
世敬 文/图）记者昨日从郑州歌
舞剧院获悉，为弘扬传播中原
文化，该剧院再次与上海晶英
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手，于今
日开启 2023年《水月洛神》全国
巡演之旅。

由郑州歌舞剧院创作演出的
大型舞剧《水月洛神》自 2021年
开始全国巡演以来，让一股中原
文化热潮迅速席卷全国，演出所
到城市一票难求，观众好评如潮。

据了解，2023年全国巡演将
历时两个月，途经贵州、云南、广
东、广西、江西、湖北、山西、安
徽、山东9省，覆盖重庆、贵阳、昆

明、深圳、广州、东莞、南宁、赣
州、珠海、宜春、武汉、太原、合
肥、上海、青岛15个城市，计划演
出26场。

舞剧《水月洛神》以曹植的
《洛神赋》《七步诗》和中原故事
为依托，以曹丕、曹植二人的兄
弟相争和战乱中一个美丽女人
甄宓的命运遭遇为线索，巧妙地
将“诗书礼乐舞”融汇一堂，揭示
了现代人对古典艺术美的探究
与理解，为观众细腻地描绘出一
段跨越千年的凄美之恋。该剧
由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席、舞蹈理
论家冯双白担任编剧，中国歌剧
舞剧院国家一级编导佟睿睿担
任总导演。

本报讯（正观新闻·郑州晚报记
者 成燕 通讯员 王方方 文/图）“演
出太精彩了，在春节假期，我们享受
到了文化盛宴！”“感谢主办方为我们
带来这么多演出，让大家足不出户也
能看好剧”……兔年新春，不少群众
对我市正月初一至正月十五开展的
“情暖新春”专场文艺演出线上展演
活动纷纷点赞。

据统计，此次展播的 28台重点
剧目（大型演出）、45个舞蹈杂技短
节目等 73台（个）剧目累计网络观
看量达308.2万人次。

舞台艺术送基层
省曲剧艺术保护传承中心
惠民演出启动

本报讯（正观新闻·郑州晚报
记者 秦华）作为河南省“舞台艺术
送基层”演出活动的组成部分，2
月7日，河南省曲剧艺术保护传承
中心的艺术家们前往驻马店开展
演出活动，将好戏送到基层群众家
门口。

河南省“舞台艺术送基层”是
河南省委、省政府部署的文化惠
民工程，该演出活动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坚持“政府补助、院团演
出、群众受益”的原则，坚持服务
基层与脱贫攻坚、扶贫扶志相结
合，以优秀的舞台艺术作品，弘扬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正能
量，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文化生
活的需求。

根据河南省曲剧艺术保护
传承中心“舞台艺术送基层”演
出活动安排，2 月 7 日至 26 日，
河南省曲剧艺术保护传承中心
的艺术家们将前往确山县、遂
平县、西平县、驿城区、汝南县、
上蔡县等地，为大家带来古装
名剧《陈三两》《风雪配》《安安
送米》，新版《红娘》《泪洒相思
地》《清风亭》《小地保传奇》，现
代戏《婚姻大事》《小品戏曲综
艺》等，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欣赏
到曲剧的魅力。

大型舞剧《水月洛神》开启全国巡演
计划两个月到15个城市演出26场

郑州市“情暖新春”专场获点赞

《水月洛神》唯美演出现场

本报讯（正观新闻·郑州晚报
记者 苏瑜）近日，由尚新娇创作的
《笔落幽燕——侯德昌评传》由河
北教育出版社出版。

侯德昌，1934年生于河南辉县
市孟庄镇，自幼酷爱书画。从太行
山麓的村庄到京华，他一直在艺术
之路上孜孜以求，并伸出艺术触角
与社会发生关联，发挥了不凡的社
会功用，他为毛主席纪念堂和人民
大会堂创作的殿堂书画在当今艺
坛成为重镇。他的书画作品象征
意味浓厚，静穆丰韵，苍秀清新，追
求自然的生命力以及正大气象，集
太行燕山之魂魄、中原黄土地之气
息与京华之底蕴，从而生发出独有

的艺术内涵。
该书作者尚新娇历时 3年多，

在对侯德昌进行深入采访的基础
上，收集阅读了大量与传主相关的
文献著作，以侯德昌学习、成长、创
作为主线，撰写了侯德昌在书法、
绘画、篆刻及古文字艺术等方面丰
富多彩的艺术人生，对其艺术成就
及影响基本按照时间顺序进行了
梳理与评述。

该书共分为“梦里桑梓、半生
陶瓷、为时而发、艺林独步”四个
章节。在主线写作的同时，作者还
翻阅了大量与侯德昌同时期有交
集的艺术家文献，书中写的不仅是
侯德昌一人，还有一群与侯德昌求

学与创作有过交集的学者和老先
生的身影，即沈从文、陈半丁、张
仃、吴冠中、白雪石、黄苗子等10多
位艺术大家。他们是那个时代的
一个群体，他们身上嘉惠后学的长
者之风、人格特质令人追慕，可谓
香远溢清，为后世之垂范。

在时代图卷中阅读与感受

《笔落幽燕——侯德昌评传》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