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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本山拍板决定
“刘老根”进驻中原

记者：这是刘老根大舞台首
次来到中原，为什么会将地点选
在郑州？

刘双平：河南是经济大省、文
化大省，河南省和郑州市的文化
产业发展都很好，文化包容性很
好，老百姓对“刘老根大舞台”的
演员、节目也不陌生，所以我们选
定这里，落户郑州。

记者：郑州演出市场竞争十
分激烈，“刘老根大舞台”落地郑
州，最根本的信心来自哪里？

刘双平：刘老根大舞台一直
致力于发展推广“绿色二人转”，
内容以搞笑为主，是快乐产业。
赵本山一直说，我们的核心竞争
力，就是“笑”，就是给老百姓送快
乐、减压、传递正能量。如果您到
时候来到现场，一定会有很深的
感触，几乎是从头笑到尾。

“赵家班”全部会登台
演出天天有，场场有明星

记者：郑州的“刘老根大舞
台”将会有何特色？是否会增加
一些属于郑州本地的段子？

刘双平：河南的文化底蕴深
厚，河南和东北都属于北方文化
圈，我们“二人转”到河南以后一
定会结合本地的文化，加入本地
的一些文化元素，把我们的节目
打造得更好，更加适合郑州的观
众，我们希望“送快乐、正能量”，
能为河南省、郑州市的文化产业
发展、为丰富老百姓的文化生活
做出贡献。

协议书签订后，我们就进入
了紧张的筹备期，在筹备期间，我
们会创作一些新的节目，为郑州
观众奉献更好的舞台作品。

记者：观众非常关心在郑州
能否看到小沈阳、宋小宝这样
的明星演员，“赵家班”的弟子

们在忙碌拍摄影视剧、娱乐节目
的同时，会到郑州登台演出“二人
转”吗？哪些“赵家班”演员会常
驻郑州？

刘双平：我们的演员比较多，
明星演员也很多。我们会轮流把
他们派到郑州来演出。“二人转”
的行话叫五福将，就是有 10 名

“二人转”演员，还有舞蹈队、乐队
会常驻郑州。

记者：每个月会演出几场？
刘双平：郑州的“刘老根大舞

台 ”“ 天 天 有 演 出 ，场 场 有 明
星”。那些被老百姓熟知的“赵
家班”明星演员都会来，赵本山
老师也会亲临现场。

记者：门票价格也是很多市
民关心的焦点，目前制定出具体
的票价了吗？

刘双平：在票价的制定上我
们 会 遵 循“ 面 向 大 众 ，服 务 百
姓”的宗旨，所以票价一定会很

“亲民”。

“绿色二人转”缔造新的文化风景线
——本山传媒艺术总监刘双平访谈

郑州报业全媒体记者 崔迎杨丽萍 文 李焱 图

除了重点推介项目，还有一些在建、拟建
项目也在深圳文博会上大显身手，吸粉无数。

如围绕开元寺进行开发、投资超过 160
亿元的开元盛世文化产业园，产业园位于机
场高速、107辅道、西南绕城高速围合区域内，
主要有开元寺、少林开元禅宫、少林禅武学
院、禅修中心、莲花剧场、少林影视创意中心
等。它集宗教、文化、旅游、养老、教育、农业、

慈善公益等一体，作为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
新区重点项目、郑州市“十三五”规划重点项
目，建成后，这里将成为世界唯一特色禅意文
化旅游小镇和郑州市文化会客厅。

产业园相关负责人透露，郑州八景之一、
“古塔晴云”说的就是这座开元寺塔，它在唐
代就闻名全国，开元盛世文化产业园最大的
亮点就是重建的开元寺，目前项目已经动工。

没有表演，只有陈述；没
有戏剧，只有生活——这说
的是中国第四代导演吴天明
的遗作《百鸟朝凤》。相较于
近期席卷大银幕的视效大片

《美国队长3》，这部聚焦唢呐
艺术传承的电影没有惊心动
魄的动作场面，也没有花哨
百出的迎合附和，但却以超
高的口碑赢得好评。

上映以来，《百鸟朝凤》
在豆瓣的评分高达8.3分，远
高于曾先后创下华语票房纪
录的《泰囧》的7.5分和《美人
鱼》的7.1分，然而，它上映的
首周排片率不足1％，票房也
只有 40 多万。近日，电影人
方励在网络直播中下跪为

《百鸟朝凤》求票房，一时引
发舆论热潮，让这部电影经
历了“冰火两重天”的极致体
验，周日一天就狂收千万票
房。截至昨日16时，《百鸟朝
凤》排片激增至10％，票房已
破 3500 万，虽然这个成绩在
上映首日票房动辄破亿的如
今，实在不算出众，而且相较
于评分不如自己的《泰囧》和

《美人鱼》16 亿、33 亿的票房
成绩更是微不足道，但对于
一部小众类型的文艺片来
说，能够“逆袭”成功，已经十
分难得。

有人说，相对于电影内
容而言，在这个快节奏的时
代，那些不被时代所接受的
内容就该被后浪拍倒。也有
人说，人们已经习惯了从喧
嚣的生活中快速撷取所需，
像《百鸟朝凤》这种节奏平
缓、朴实无华的电影不被大
众接受也属正常。这不禁令
人想到曾经的《闯入者》《黄
金时代》《心迷宫》，小众文艺
片虽然文化内涵极为饱满，
但在 80 后、90 后主流观影面
前，总是少了一分向心力和
吸引力。

也 许 ，随 着 社 会 的 进
步、文化的发展，那些曾备
受冷落、聚焦传统文化流失
与传承的小众类型电影，会
凭借其深邃内涵重新引起
人们的关注。日久见人心，
好电影，总有“逆袭上位”的
那一天。

本报讯（记者 秦华 文 丁友
明 图）由河南省美术家协会、河
南省书画院、河南省美术发展促
进会等主办的“铸鼎中原——河
南省首届中青年中国画学术提
名展”正在省文联展厅展出。此
次展览展出 18 位画家的作品百
余幅。

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河南
省美协副主席谢冰毅说，此次参
展的沈钊昌、张建京、田占峰、房
巍、李一冉、周其乐、陈文利、师行

坤、余兴亮、王霞、代礼胜、孙少
亮、郭建明、李东君、邢玉强、何彦
萍、乔云、贾发军等 18 位青年画
家，都是在中国画山水、花鸟、人
物领域取得突出贡献的画家，他
们在笔墨艺术语言各不相同，既
有经典传统，也有现代水墨，绘画
语言个性鲜明，基本代表了当代
河南青年画家画风的趋势和在艺
术风格方面所做的各种探索。

据悉，展览将持续至 22 日，
免费对市民开放。

本报讯（记者 秦华）记者昨
日获悉，汪曾祺长子汪朗，将于
本周六下午在郑州大摩纸的时
代书店举办《我眼中的父亲——
汪曾祺》主题讲座，带绿城读者
一同走近一代文学大家汪曾祺。

汪朗，现任经济日报社国际
部主任，资深媒体人，美食家，烧
一勺子好菜，写一手好散文。作
为汪曾祺长子，汪朗颇具家学渊
源，善于在谈吃讲古的间隙咂摸
出些微言大义，已出版作品有《四
方食事·胡嚼文人》（汪氏父子
书）、《老头儿汪曾祺：我们眼中的
父亲》（与两个妹妹合著）等。

此次讲座中，汪朗不仅将与

大家一同追忆父亲的点点滴滴，
还将分享“衣食住行”里蕴藏的
生活智慧。

衣食住行，各有门道，中国
五千年礼仪制度传承下来，攒
下不少花活儿。汪曾祺曾创作
散文随笔集《旅食与文化》，收
录 了 作 者 谈 旅 行 和 饮 食 的 美
文，作品中蕴涵无限的生活热
情和雅致的韵味。而汪朗也创
作了散文随笔集《食之白话》《衣
食大义》。

此次讲座中，汪朗将围绕着
食衣住行，趣谈先人们的文化和
智慧，重拾远逝的礼仪风俗，带读
者领略中国食文化的精髓。

本报讯（记者 杨丽萍）看
腻了时尚清新的都市剧，不
妨品味一下大时代中小人物
的奋斗史。记者昨日获悉，
由张丰毅、曲国强、张莉莉主
演的 23 集现代农村剧《上门
女婿》正在郑州电视台一套
播出，每晚三集连播。

据了解，该剧以上世纪
70年代初至90年代末黄河流
域的农村生活为背景，讲述
了地地道道的中国农民在由
贫困走向致富的时代变革
中，观念、心灵、情感、命运的
变化。全剧围绕着上门女婿
马四辈、高枝枝两人的情感
故事展开，生动地讲述了马
四辈这位黄河硬汉艰辛曲折
的生存经历与爱恨情仇，勾

画出了一幅极具冲击力和感
染力的黄河流域农村人物百
态图。

相较于荧屏上层出不穷
的聚焦邻里关系、婆媳关系
的都市剧，《上门女婿》从农
村的经济问题入手，以农村
小人物的生活状态透视社会
生活，从淳朴农民的角度看
待社会矛盾，向观众展示了
农民如何“穷则思变”“富而
思进”的奋进史。这几日的
播出后，该剧收获了“故事真
实、感人，生活气息浓郁，充
满了对中国农民的真挚情
感，真实地记录了农民致富
进程中的多种矛盾与生活中
的真情实感，具有非常强的
现实意义”的良好评价。

本报讯（记者 左丽慧）随着
“六一”儿童节的临近，不少与儿
童相关的文化活动相继登场。日
前，《快乐绘》丛书的作者、水彩画
达人大瞿和安浅浅来到郑州，分别
在纸的时代书店、尚书房花园店和
中原图书大厦回声馆与众多读者
分享画画的经历并面对面教学。

在网络上，大瞿以绘画美食
被众多网友熟知，但是令人意想
不到的是，她从开始画水彩到现
在不过短短两年时间。作为一个
5 岁孩子的妈妈和上班族，大瞿
几乎是挤时间在画画：“画画是我
很喜欢的事情，我一般是早上 5
点多起来画画，一直画到 8 点多
送孩子去幼儿园，然后就是周末
的时间可以画一画。”

另一位作者安浅浅也在以她
自己的方式坚持画画，“我是从
2013年开始正式接触水彩，因为工
作原因前两年有所停顿，从去年

下半年我正式辞掉工作，开始专
心画画，现在是自由插画师。”

现场，安浅浅与读者分享绘
画人物的要点：“一方面，建议大
家可以看看《快乐绘 唯美人物》这
本书，里面有非常详细的步骤。
另一方面，人一定要画出神采和
气质。”《快乐绘 唯美人物》中描绘
的都是美女，安浅浅也表示正在
筹备下一本绘画男士的书籍。

对刚刚入门学习水彩的爱好
者，两位作者也给出了自己的建
议。“一定要合理安排自己的时
间，要带着解决问题的目的去临
摹；再次，在自己能承受的经济范
围内，去购买最好的画材。对于
初学者来说，这样可以减少材料
带给自己的挫败感。”大瞿说。而
安浅浅建议初学者首先不要怕枯
燥，要坚持画，其次有条件的话也
可以去写生，通过画真人去体会
绘画的乐趣。

本报讯（记者 左丽慧）记者
昨日获悉，我省作家奚同发小说

《雀儿问答》近日被“鸭口·路遥文
化展馆”收藏。

据悉，鸭口煤矿是路遥名著
《平凡的世界》的孕育地，也是第
三卷中“大牙湾煤矿”的创作原
型。“鸭口·路遥文化展馆”以展示
鸭口文化和路遥文化为主题，不
仅展示了丰富而珍贵的历史照
片，路遥生前的日常用品、手稿、
图书，以及完整的路遥创作室，还
展示有路遥当年在鸭口煤矿体验

生活下井时的工作服、佩用矿灯、
安全帽等独家实物。

上大学之前一直生活在鸭口
煤矿的奚同发，参加工作后来到
河南，20 多年间，已创作出版了
多部小说，并屡获省级、国家级文
学奖项，目前系中国作家协会会
员、河南省作家协会理事。此次，
他将《雀儿问答》《最后一颗子弹》

《木儿，木儿》《爱的神伤》《浮华散
尽》等代表作，包括小说集、随笔集
18册捐赠给展馆，是了却自己多年
来希望回报乡梓的一桩心愿。

本报讯（记者 左丽慧）昨日
上午，故宫研究院研究员、陶瓷专
家王健华应邀做客郑州图书馆

“天中讲坛”，讲授《中国古代陶瓷
之美》。

陶瓷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
明的标志之一。远在新石器时
代早期，我们的祖先就在中华
大地上发明了制陶术，使我国
成 为 世 界 上 最 早 制 作 和 使 用
陶器的国家之一。讲座现场，
王 健 华 从中国陶瓷发展史开
始，为现场读者梳理了陶瓷发

展的脉络，带读者了解陶瓷史，
并对大量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陶
瓷珍品进行了精彩解析，让观
众深刻领会到中国古代陶瓷的
恒久魅力。

王健华现为故宫研究院研究
馆员、文化部艺术研究院美学系
陶瓷鉴定专业硕士生导师、中国
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古陶瓷鉴定
与修复专业硕士生导师，她长期
工作于故宫博物院，有着丰富的
古陶瓷鉴定经验，并取得了丰硕
的研究成果。

百余幅精品中国画免费展出

汪朗讲述“眼中的父亲汪曾祺”

绘画达人分享“快乐绘慢生活”

《雀儿问答》入藏“路遥文化展馆”

“天中讲坛”聚焦中国陶瓷

好电影
总有“逆袭上位”的那一天

杨丽萍

《上门女婿》正在热播

诠释小人物的悲与喜

“得中原者得天下”，“刘老根大舞台”进驻中原，将
为“二人转”300年历史再添浓墨重彩的一笔！昨日，郑
州报业集团、本山传媒集团、汇艺集团正式签约，将“刘
老根大舞台”搬入郑东新区汇艺剧院。

“这是本山传媒在全国开设的第11家‘刘老根大舞
台’，得益于‘媒人’郑州报业集团的牵线搭桥。”面对即
将于7月1日开业的郑州“刘老根大舞台”，本山传媒艺
术总监刘双平感慨地说，此前在北京、天津、长春、沈阳、
深圳等地开设的刘老根大舞台均获得成功，场场爆满，
一票难求，以快乐、正能量为主的“绿色二人转”，也成为
一道新的文化风景线。昨日，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谈及
此次落户郑州，刘双平透露：“这是赵本山老师最早拍板
的项目，到时候他一定会来，明星都会来……”

河南元素增辉深圳文博会
本报记者 左丽慧 文/图

第十二届深圳文博会日前圆满落幕，而在此次文博会
上精彩亮相的河南元素文创项目、产品带来的影响力则仍
在持续。它们或吸引了相关产业链条上的客商关注郑州，
或在这些文化产业项目的带动下开始了新的征程。

在被誉为“中国文化产业第一展”的中国
(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这个平台上，
河南博物院的文创产品今年开拓了新领域、
增加新项目：河南博物院与深圳市福麒珠宝
首饰有限公司合作，对河南博物院九大镇院
之宝之一“武则天金简”进行文创产品及首饰
衍生品开发；深圳福麒珠宝方面计划投入 1
亿元开发该系列文创产品，如此大的投资规
模在全国单件文物开发文创产品领域中尚属
首次。

按照授权开发框架协议约定，河南博物
院提供与“武则天金简”有关的图像、文字资
料，对设计提供意见建议，并指导设计。深圳
福麒珠宝则运用现代设计理念对其进行再设
计，通过引进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借助不
同载体将文物的文化元素附着在与生活息息
相关的文化产品上，开发出高附加值的创意

产品。这对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中华文
明、推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河南博物院院长田凯表示，武则天金简
是与武则天有关的唯一可移动文物，是河南
博物院收藏的重要国家文物，负载了许多祈
福、转运、长寿等历史文化信息，具有重要的
文化、历史价值。与深圳市福麒公司共同开
发“武则天金简”贵金属文创产品，不仅能通
过现代的贵金属文创产品让文物走到老百姓
家里，也能更好地传播武则天金简负载的历
史文化信息。同时，为现代珠宝首饰创意设
计与传统文化、文物之间的融合开辟了新的
路子，也催生了新的业态。

据悉，“武则天金简”贵金属文创产品及
首饰衍生品上市发布会将于今年 8月 9日在
嵩山举行，届时将有文化大家、商界精英及卓
越女性共同见证。

文博会上，由河南锦庐艺术馆与深圳金
儒艺术馆联合举办的《石刻艺术拓片展》火爆
开幕。展览集中展示了我国秦代至宋金时期
的一百余幅石刻艺术拓片珍品，横跨中国历
史一千五百年，种类繁多、蔚为壮观。此展是
历届深圳文博会中第一次以拓片为主题的专
项展览活动，得到了诸多专家和学者的强烈
关注。

据了解，展览展出的《释迦牟尼佛立像》
是北魏时期保存最完好的背屏式佛造像，无
论是造像形式还是雕刻内容，都与美国华盛

顿菲利尔博物馆的北魏永熙三年石造三尊像
基本相同；《汉代二十四富贵砖》更是囊括中
国人对一切幸福追求的全部阐释。另外，本
次展览展出的其他拓片，亦多为稀见珍品。

传拓、拓片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艺术
的高度浓缩，承载着中国美学艺术的最高
峰，也是中华美术和书法的根脉所在。由于
拓片在学术以及艺术历史上举足轻重的地
位，它在市场上也获得了资深藏家以及博物
馆等机构的认可，价格在拍卖二级市场上屡
创新高。

重现盛世文化引关注

中原拓片展惊艳鹏城

文创产品增添时尚韵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