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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左丽慧）为积极响应党
中央“一带一路”倡议，促进河南省与丝
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
交往与合作，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
河南省文物局、郑州市政府的大力支持
下，经过精心筹备，“阿富汗国家宝藏”展
览将跨越万水千山、走进中原大地，于 5
月 25日在郑州博物馆与广大观众见面。

阿富汗是中国的西部邻国，位于古
代丝绸之路的地理中心，历史悠久，诸

多文明在这里碰撞、交融、汇聚，并最终
积淀形成了阿富汗独特的文化魅力。据
郑州博物馆工作人员介绍，本次展览划
分为阿富汗——古代文明的十字路口、
阿伊·哈努姆——阿姆河畔的东方古城、
蒂拉丘地——黄金宝藏的神秘之墟、贝
格拉姆——丝绸之路上的贵霜夏都四大
单元，共展出阿富汗国家博物馆收藏的
231 件（套）珍贵文物，囊括了金器、玻璃
器、青铜雕塑、象牙雕刻等奇珍异宝。

这些文物时间跨度 4000余年，包含多个
文明的文化元素，勾勒出古代阿富汗的
早期历史进程，见证了古代阿富汗丝路
贸易的繁盛及与世界文明的交流融会。

据了解，阿富汗国内战火频频，为保
护文化遗产，这批文物曾多次转移，直至
2003年才在阿富汗文物工作者的努力下
重见天日。自 2006 年起，这批珍宝开始
了世界巡展之旅，先后在法国、意大利、荷
兰、美国、加拿大、德国、英国、澳大利亚、

日本、韩国巡回展出，在国际上产生了广
泛而深远的影响，成为持续的文化热点。
2017年 3月，该展览开启在中国的旅程，
郑州是其进入中国的第4站（总第22站）。

郑州博物馆相关负责人表示，郑州积
极参与到这场全球文化接力中，此次活动不
仅是郑州文物博物馆事业的一件盛事，也是
充分发挥文化便民、惠民的举措，期待郑州
文物博物馆事业以国际化的视野在郑州建
设国家中心城市进程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阿富汗国家宝藏”将做客中原
5月25日至7月10日在郑州博物馆展出

他是《金太狼的幸福生活》里
的暖男金亮，他是《平凡的世界》里
不甘平凡的孙少安……他就是演
员王雷，很多观众曾为他精湛的演
技点赞。目前，王雷搭档殷桃、李
乃文主演的年代情感剧《爱情的边
疆》正在浙江卫视热播，在众多现
代、奇幻、古装剧里仿佛一股清流，
吸引着众多观众追剧。剧中，王雷
奉献的大段感情戏令人十分动
容。为何会接演这部大女主电视
剧？背后有哪些故事？记者近日
采访了王雷。

《爱情的边疆》围绕着文艺秋
（殷桃饰）的感情故事展开，剧中，文
艺秋（殷桃饰）与万声不离不弃的关
心与守候令人十分动容。谈到为何
接演这样一部大女主的电视剧，王
雷直言：“没有演员是不愿意演主角
的，但对我而言，我更愿意去选择一
个有挑战的、能突破自己、感动我的
角色，这比所谓的主角与配角更重
要。”王雷说，万声这个角色，可以勾
起自己的创作欲望，同时还能实现
创作上的突破，“哪怕只有一点点的
突破，我都认为对一个年轻演员来
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演员不是一
个职业，而是一个事业。事业的成
就过程不是短跑，而更像是马拉松
的概念，它不在意你今年演了这个，
明天演的那个，而是在演绎的过程
中，你是否积累了你的创作方法、观
众认可等。”

“《爱情的边疆》可以说是我这
几年拍的戏中，最早进入创作的一
部戏。”王雷说，在《爱情的边疆》开
机前两个月，他专门请了一个上海
老师，反复用上海话练习剧中出现
的《海燕》朗诵片段，在四个月的拍

摄过程中，他们也会仔细讨论每句
台词甚至一个音节，“开拍之前做
的功课，直接决定了对于这个人物
的表达和对作品的诠释。拍摄过
程中的认真打磨，也得到大家的一
些肯定，当时付出的一切都是值得
的。”

王雷曾在不少影视剧中都使
用方言，《平凡的世界》中的陕北
话，《爱情的边疆》中的上海话，还
有正在拍摄的《面向大海》中的广
东话……他在剧中展现了超高的
语言天赋，令人惊叹。“用方言演绎
挑战肯定是非常大的，我是大连
人，用其他地方的方言去演绎，需
要经历一个从学到变再到化在身
上的一个过程，这肯定是要付出很
长时间的努力的。”在王雷看来，并
不是所有剧都适合用方言去呈现，
是否选择用方言，还要具体看是否
真的有助于自己和观众走近人物
的内心世界。

王雷笑言，朋友经常开玩笑
说：“王雷，你演戏每次都选择了一
个最难的演法”，而在他看来，“这
其实选择了一个最下功夫最费心
血的一个演法，其实艺术创作就应
该是这样的，不然就不叫艺术创作
了，那就变成一个简单的生产流
程。”王雷说，他更愿意选择这条艺
术创作的道路，所以他演的每个戏
和每个人物，他都会想尽办法去选
择一条所谓“比较难走、比较费劲”
的一条创作路径，“因为只有这样
才有可能塑造一个全新的人物，才
有可能真正表达作家写这个剧本
的内涵和意味。”

虽然拥有俊朗的外表，但纵观
王雷的作品，鲜有偶像剧，大都是

年代感很强的现实主义题材，谈到
自己接戏的标准，王雷说：“接戏方
面，我一直是比较偏重于现实主义
创作的，我喜欢去真实地反映一个
时代及那个时代人们的思想，其实
我并不排斥都市剧、现代戏、古装
戏，而是更看重剧中有没有可表达
的意义及空间。”

谈到今年即将与观众见面的
作品，王雷说：“我的戏今年扎堆儿
了，《爱情的边疆》之后，反贪题材
《拼图》、讲现代军旅坦克兵故事的
《陆战之王》以及现在正在拍的纪
念国家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面向
大海》等，应该都会在年内播出，加
上之前的《海上嫁女记》，总共五部
戏，今年应该是我作品播出最多的
一年。”

本报讯（记者 秦华）由中国
艺术研究院、河南省文联、河南
省美术家协会、河南省书画院主
办的"借月观山"韩学中工笔画
精品展，昨日上午在省文联五楼
展厅开幕，展览展出知名画家韩
学中近年来创作的 40幅工笔画
精品。

今年 57 岁的韩学中祖籍河
南西平，本科毕业于河南大学美
术系，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中国美协重彩画研究会理事、中
国工笔画学会理事、国家一级美
术师，现任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
院展演中心主任、研究生院硕士
生导师，河南大学艺术学院、信
阳师范学院特聘教授，首都博物
馆画院院长，曾于1997年被中国
文联、中国美术家协会评为“97
中国画坛百杰”。

多年来，韩学中把学术表现
的眼光对准社会各阶层、各种群

体，以当代都市人文景观为主
体，把民间艺术中吸吮的养分糅
合在自己的艺术创作中，使其人
物画作品既有民俗特色和生活
气息，也有学院的儒雅气，更富
有人文精神和装饰意味。

美术评论家邵大箴曾专门
撰文指出，从韩学中的成名之作
《春韵》到之后的《净地》《北方少
女》《古运河人物系列》《农民工
系列》等，其作品不仅有生活气
息，更有浓郁的抒情意味，通过
精心的构思和刻画，创造出既有
现实感又异于客观现实的动人
画面。“韩学中工写结合处理得
好，融写意与工笔中，同时，在反
映现实人物与场景问题上，有不
同于一般的独立见解和处理方
式，值得我们关注与研究。”邵大
箴说。

据悉，此次画展免费参观，
将持续到5月 25日。

本报讯（记者 左丽慧 文/
图）昨日，由河南省非遗保护中
心、郑州市文广新局、焦作市文
广新局主办，郑州文化馆、焦作
市非遗保护中心承办的国家级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代 表 性 项 目

“当阳峪绞胎瓷烧制技艺”作品
展及研讨会在郑州举行，展览
中亮相的 150 件绞胎瓷艺术珍
品，给省会观众带来了独特的
艺术享受。

“绞胎瓷”又名“透花瓷”，是
由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颜色的
瓷泥采用独特的绞胎手工技法
相间糅合制胎成型、焙烧而成。
瓷器花纹由胎而生，内外相通，
里外相透，一胎一面，不可复制，
被称之为“编出来的瓷器”，因其
表里如一的特质也被誉为“瓷中
君子”。

据介绍，“当阳峪绞胎瓷烧
制技艺”起源于唐，兴盛于北宋，
产于焦作当阳峪。北宋时期，当

阳峪与当时的江西景德镇、福建
德化、陕西耀州并称为中国“四
大瓷都”，是宋代北方著名陶瓷
生产场地。绞胎瓷制作工艺极
为复杂，工艺流程多，每道工序
要求严格，是我国制瓷技术极其
宝贵的一项文化遗产。2014 年
11月，“当阳峪绞胎瓷烧制技艺”
被国务院公布为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此次作品展汇集了当阳峪
绞胎瓷烧制技艺项目代表性传
承人、工艺美术大师柴战柱和李
文献的 150件绞胎瓷艺术珍品。
这些艺术品浑然天成、古朴典
雅、稚拙无华、意蕴深远，是两位
大师对传统工艺技法的精髓与
当代工艺审美的完美结合。

随后，十余位专家围绕绞胎
瓷传统手工技艺的继承与创新、
绞胎瓷行业产业化前景、绞胎瓷
的艺术生活化及生活艺术等议
题进行了研讨。

国家级非遗项目
“当阳峪绞胎瓷”亮相绿城

本报讯（记者 左丽慧）为弘
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承非物
质文化遗产，由河南省国脉文化
产业园主办，河南省国脉文化遗
产传承保护中心承办，以“寻找
商都文化，体验国脉非遗”为主
题的万人校外社会实践活动昨
日在国脉一号开营。

据了解，作为郑州市管城区
小学生校外实践活动，国脉一号
的校外实践活动今年计划举办
120 期，每期一天，分中小学生、
大学生、教师三个梯次进行，拟
参加人数4万多师生。本期活动
中，看似深奥难懂的概念在讲解
员老师专业的讲解中变得妙趣
横生，与非遗相关的小故事纷至
沓来，同学们听得津津有味，充
分表现出对中华博大精深传统
文化的浓厚兴趣。体验过程更
是精彩纷呈，不仅现场再现了北

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非遗展演
中精湛的传承技艺，还满足了每
位同学亲自动手操作的愿望。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掌握瓷
器制造技术的国家，在不断改进
陶瓷烧造技术的过程中，揭示了
土和火的奥秘，凝结了众多陶瓷
匠师们的智慧。经历了火土的
结合，陶瓷方可历练而成，这样
复杂的过程对孩子来说可谓一
次挑战和历练。

让小学员们久久回味的还
有茶艺老师富有感染力的表演
示范、木版年画体验、古法石磨
豆腐制作过程等，通过对非遗项
目的学习、了解和动手参与，孩
子们不仅学习到中国传统文化
中的精粹，还在优秀传统文化浸
润中滋养了心灵，在潜移默化之
中加深了对中华文化，特别是商
都文化的理解。

万名学子体验“非遗”

本报讯（记者 杨丽萍）昨日，由文牧野导演，宁浩监
制，徐峥监制并领衔主演的电影《我不是药神》曝光了徐
峥特辑。特辑不仅呈现出徐峥在片场“战斗力”惊人的全
情投入，还有130场戏的艰苦付出，更让人感受到他对角
色的深切情感，以及颠覆以往的精湛演出。

从读剧本被角色魅力所吸引，到努力为观众呈现一
个“大家都没见过的徐峥”，徐峥在深入体会角色特点的
过程中，赋予了角色生命力。电影《我不是药神》讲述的
是一个因“药”而展开的小人物成长为平民英雄的故事。
徐峥饰演的程勇的成长过程，交织着复杂的心理变化，塑
造角色的难度不言而喻，导演文牧野给予了这个角色“烂
人”的设定，并透露徐峥在影片中有 130余场高强度戏
份。对此徐峥阐述：“这个角色最打动我的就是他内心的
转变，一开始是想自救，是想赚钱，在过程中见证到了生
命的脆弱，然后主动站了出来。”

为了塑造出这个角色，徐峥在片场始终保持着全情
投入的状态，“感觉自己像一个小孩子重新回到片厂”，他
始终以一种热情的状态活跃在繁重的拍摄任务之中。影
片中，因“药”集结的“治愈小队”之间的情感是一大看
点。特辑中，徐峥和主创们不乏“神油群舞”“火锅趴”等
温暖、欢乐的互动。徐峥直言其更是贡献了以往影片中
少见的刚性表演，同时突破了自己哭戏的瓶颈，颠覆演绎
出大家从没有看过的另一面。

有趣的是，在《我不是药神》这部电影中，徐峥不仅
是领衔主演，更是监制之一，和宁浩五度合作，一同为电
影保驾护航。徐峥认为，自己作为监制，主要作用是可以
提供表演方面的经验和建议，并身体力行与导演文牧野
在片场沟通磨合，践行着“细节见真章”。拥有双重身份
的他，对电影充满信心，不仅表示，《我不是药神》是他“演
员生涯迄今为止最满意的表演作品”，更自豪预言：“我相
信这部电影有成为一部爆款的潜力。”

本报讯（记者 杨丽萍）昨日，
电影纪录片《大国粮仓》摄制组走
遍全国启动仪式在我市举行。

据了解，《大国粮仓》由河南
电影电视制作集团有限公司、凤
凰文创文化发展（北京）有限公
司联合出品，国家一级导演熊延
江执导，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以来中国农业的发展为大背

景，以纪录的手法、翔实的史料、
生动的事例，全面翔实地反映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农业发
展及农业现代化建设取得的伟
大成就，展现中国农业、农村、农
民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据悉，摄制组将走遍大江南
北、深入田间地头，采集更多真实
丰富的影像资料。

本报讯（记者 杨丽萍）昨日，电影《爵迹 2》发布情感
版预告片，首次曝光全主演阵容，并宣布定档 7月 6日全
国公映。除范冰冰、吴亦凡、陈学冬、陈伟霆、郭采洁、林
允、王源、汪铎主演回归外，王俊凯和易烊千玺也首次正
式亮相，TFBOYS组合三位成员全员合体。

据了解，《爵迹 2》承接前作，范冰冰、吴亦凡等人组
成营救小队前往囚禁之地解救被束缚的吉尔伽美什。在
此次曝光的情感版预告片中，营救小队经历内讧、信任、
责任、承担等成长之重和众多考验。预告片中，范冰冰被
狼狈吊起，吴亦凡和陈学冬更是满身伤痕，令人不禁猜想
此次营救行动将遭遇何种危机。与此同时，吴亦凡两种
造型惊艳登场，陈学冬也一反前作中的黑色短发变身银
发王爵，疑似角色发生颠覆逆转。对此，导演郭敬明透
露：“在电影《爵迹 2》中，前作的人物角色不仅在服装、造
型上有很多变化，一些人物的性格与故事走向也将发生
大转变。”

此外，本次发布的预告片以及剧照中，还曝光了《爵
迹 1》中从未出现过的全新场景，如浆芝洞穴、凝腥洞穴
等，前作中所隐藏的秘密也将在电影《爵迹 2》的故事中
浮出水面。

《爵迹2》定档7月6日
情感版预告片首曝全阵容 “借月观山”工笔画精品展开幕

感受“不同”写作带来的乐趣
——访作家叶兆言
本报记者 左丽慧 文 李焱 图

演员事业是一场马拉松
“唯愿长久，不争一朝一夕”

——访《爱情的边疆》主演王雷
本报记者 秦华

《我不是药神》曝光特辑

徐峥走心演绎角色成长

《大国粮仓》摄制组
将赴全国取景拍摄

本报讯（记者 杨丽萍）近日，由胡玫执导，焦晃、富大
龙、马伊琍、王子文、马敬涵等实力派演员加盟的电影《进
京城》首次走进北京电影学院举办观影交流会，分享此次
拍摄幕后故事。

据了解，电影《进京城》由著名作家邹静之历经三年
打磨剧本，曾执导《雍正王朝》《汉武大帝》等历史大剧的
胡玫执导，并汇聚了焦晃、富大龙、马伊琍、王子文、马敬
涵等实力派演员加盟该片，超雄厚的实力主创阵容也为
这样一部历史传奇故事打下深厚地基。

作为一部以“徽班进京”为故事创作背景的影片，《进
京城》以胡玫擅长的历史剧手法，讲述了两位戏曲天才坎
坷跌宕的传奇人生。自 2012年启动该片项目策划开始，
电影《进京城》经历6年拍摄制作。为了完美呈现当年“徽
班进京”红极一时的盛世场面，再现 300年前名角儿们的
传奇故事，胡玫携主创团队精心打磨人物角色和服装置
景，力图还原当年的盛世景象。

《进京城》再现“徽班进京”

《刻骨铭心》是叶兆言的第 12
部长篇小说。这部他花费一年心
血创作的小说，以 1926年至 1945
年之间的南京为背景，展现了在军
阀混战、日军侵华的历史时刻，各
路人物在这里刻骨铭心的经历。

“我脑子里存储的写作素材很
多，往往一部作品还没有写完，下
一部就迫不及待地‘跳’出来。”回
忆《刻骨铭心》的创作初衷，叶兆言
坦言自己的素材库很丰厚，而小说
中的故事也一直“潜伏”其中，直到
偶然间遇到“刻骨铭心”这四个字，
才让他有了动笔的冲动：“‘刻骨铭
心’其实就是一个度。没遇到这四
个字之前，一个个故事就像是石
子、珠子，这四个字就是一根线，把
它们穿成串。”叶兆言说，书中的四
个故事他尝试了四种不同开头的
写作方法，而不同的开始也意味着
故事有着不同的结束，他希望通过
这样的写作方式带给读者不一样
的阅读乐趣。

小说初稿于 2017 年首发于
《钟山》，后叶兆言又对书稿进行润
饰修改，增加了《在南京的阿瑟丹
尼尔》等章节段落约 1万字。“《刻
骨铭心》的写法，也可以说是向《海
鸥》致敬。”叶兆言告诉记者，自己
特别喜欢契诃夫的话剧《海鸥》，但
《海鸥》有一个冗长的开头、很仓促
的结尾，在刚开始演出的时候因观
众的一片嘘声难以继续演出，但最
后《海鸥》得到了观众的认可，翱翔
的海鸥形象成了莫斯科艺术剧院
的院徽。

“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就想尝试
写冗长的开头。其实只要写得好，
开头冗长、结尾仓促也没关系。”言
及此，叶兆言透露出对写作的一股
孩子般的昂然兴致与探索欲望：

“我当然会考虑读者是否接受，但
我相信我的读者水平越来越高，读
者和作者的水平是一致的，读者不
需要通过我的作品来了解什么道
理、得到什么启示，而是我的作品
能引起他们的共鸣。”叶兆言还补
充：“读者也很挑剔，他们不屑于读
一个简单的故事。与其考虑如何
讨好读者，不如写好自己的作品。”

叶兆言一直很强调写作和阅
读的“乐趣”，而日复一日的写作过
程，煎熬和痛苦是每个作家的“必

修课”。“我有一段时间每天写作近
10个小时，写到大脑缺氧，那时候
我每天晚上去女儿家吃饭，简直是

‘飘’过去的。”叶兆言回忆，但那个
时候他也十分享受这种“煎熬”：

“每次觉得写不下去的时候，又写
下去了，而且每天写 10小时，我很
得意每天能像年轻人一样写作。”

写作最痛苦的时候，叶兆言
也会“怀疑”自己，认为正在创作
的小说是自己的“最后一部”，而
不断的写作、不断的突破，使得叶
兆言始终沉浸在写作带来的“痛”
与“乐”中。

“创作完成后，也会发现一些
问题，它们是我进入下一部作品创
作的动力，我希望能在下一部作品
更为完善。”叶兆言透露，自己的非
虚构作品《南京传》创作已进入尾
声，这是一部以南京为平台展示中
国历史的作品，“通过南京叙说中
国”，“现在我在生活中已经没有什
么特别‘想’的事了，没有特别想吃
的东西、特别想看的电影等等。”叶
兆言自嘲是个“无趣的人”，而如果
想开始另一段生活，就在一部作品
完成之后，“赶紧写下一本”。

热爱并沉迷写作，用写作给自
己和读者带来乐趣，正是叶兆言当
下的生活。

“写长篇之前我一般不会写提纲，不然写作似乎只是在复
述一个故事。其实写那些故事的时候，人物的最终走向我心
里是没有定论的，从这个角度说写作是一种尝试和冒险……”
昨晚，凭借长篇小说新作《刻骨铭心》等作品折桂第16届华语
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作家”的叶兆言做客松社书店，与省
会读者一起分享“最南京”小说新作《刻骨铭心》。在分享会开
始前，叶兆言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