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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苏瑜 实习生 安歆）12
日晚，第四届“丝路中原”文化娱乐盛典
在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举行。李树建、
范军、孙甜甜、李金枝、张立、王彤、李易
祥、梁超、卢卫国、翟宏为、于根艺、刘小
宝、陈胜利、闵闵、柳亚刀、石头、郭倍倍、
刘乐、鲁璐、秦梦瑶等众多知名河南籍文
化名人及娱乐时尚文体界明星大咖及
《百家讲坛》主讲人纪连海等各界代表嘉
宾与现场千余名观众欢聚一堂，见证了
本届盛典各大奖项一一揭晓。

此次盛典由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南
广播电视台、省文联主办，河南广播电视
台戏曲广播娱乐976、河南广播电视台都

市频道、郑州漫时传媒承办，作为献礼新
中国70华诞活动之一，在秉承往届“弘扬
中原文化，凝聚河南力量，盘点中原地区
年度文娱成就，引领中原文化发展方向”
宗旨的同时，进一步助推中原文化发展
与传承，为打造中原对外交流的文化丝
绸之路搭建平台，提升文化自信。

本届盛典共颁发出“年度最具影响
力新锐”“年度最具影响力作品”“年度最
具影响力人物”“年度最具影响力机构”

“年度特殊贡献”“年度传承与创新”六大
类奖项，以一种娱乐、公开的姿态，以艺
人影响力和社会美誉度为依据，对中原
2018 年度最具影响力之新人、作品、人

物、机构、年度特殊贡献者及传承与创新
进行全面盘点与嘉奖。

郑州报业集团参与投拍的电视剧
《龙族的后裔》和电影《我们的四十年》同
获年度最具影响力作品大奖。

两个半小时的盛典，各具特色的表演
节目极具亮点。70个孩子一起诵读《道德
经》一下子把现场带入到悠久的历史文化
当中；而秦梦瑶、陈胜利等带来的一首充
满激情的歌曲《家在黄河边》燃爆全场；鲁
璐演奏的《丝路箜篌》让观众感受到中原
文化包容性和深厚历史底蕴；获奖嘉宾马
建超的太极表演和塔沟武校的武术表演
珠联璧合，创新的节目形式让观众真切感

受到了河南文化工作者超越自我、创新拼
搏的勇敢与自信；四位独立音乐人子芙、
王华峰、常岭、万小爽的原创歌曲联唱，展
现了河南本土原创音乐的魅力……

主办方表示，盛典为在中原文化、非
遗保护、戏剧、曲艺、影视、音乐、文物及
时尚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团体和
作品进行推介与表彰，并以盛典为纽带，
集结河南籍知名文化人、明星嘉宾、媒体
大咖和与中原文化有关联的社会名人等
共同助力中原文化对外传播，为打造中
原对外交流的文化丝绸之路搭建平台，
希望通过举办盛典，让世界了解中原，让
中原走向世界。

新华社伦敦6月12日电（记
者 张代蕾）英国牛津大学摄政公
园学院 12 日授予中国作家莫言
荣誉院士称号，并宣布成立以莫
言命名的国际写作中心。

当 天 的 颁 授 仪 式 上 ，学 院
院长罗伯特·埃利斯首先向学
院师生们简要介绍了诺贝尔文
学奖得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莫言的经历和作品，然后向他
赠送印有摄政公园学院徽章的
披肩，宣布他正式当选为该院
荣誉院士，以表彰他对中国和
世界文学的贡献。

莫言在致辞中与听众分享了
他童年时热爱戏剧、成年后创作
戏剧的经历，回忆家乡的地方剧
种高密茂腔和英国文豪莎士比亚
的剧作如何深刻影响了他的小说
创作。

随后，他与埃利斯一起为“莫
言国际写作中心”的牌匾揭幕。
莫言将出任该写作中心主任，中

国当代文学作家苏童和余华受邀
成为首批驻校作家。

莫言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
时说，被授予荣誉院士既是个人
荣誉，也是牛津大学与北京师范
大学校级合作的成果，更是中、英
两国文学与文化交流的组成部
分。“莫言国际写作中心”将致力
于推动中英两国学术合作与人才
交流。

埃利斯告诉记者，莫言是该
学院自 1810 年创立以来第十位

“精挑细选”的荣誉院士，此次也
是牛津大学历史上首次以中国人
命名学术研究中心。他希望莫言
国际写作中心的成立能鼓励更多
中、英两国年轻人爱上写作，培养
出新的作家，加深东西方文化交
流。

摄政公园学院还展示了英国
艺术家为莫言绘制的一幅炭笔肖
像画。莫言赠送给院方一幅他的
书法作品。

牛津大学一学院授予
莫言“荣誉院士”称号第四届“丝路中原”

文化娱乐盛典绽放精彩
郑报集团投拍的两部作品同获“年度最具影响力作品”大奖

生活是大树人类是小虫
《大树小虫》故事的现实背景设定

于 2015 年的武汉，通过俞家和钟家两
个家族的联姻，引出两个家族三代人近
百年的跌宕命运与现世纠葛。男主角
钟鑫涛出生于家底丰厚的富商家庭，父
母竭尽全力为其打造优裕成长环境，终
将其培养成为 211名校研究生，希望其
继承家业；女主角俞思语出生于高干家
庭，是在众星捧月环境中长大的娇娇
女，性格天真单纯，不谙世事……在一
众人等运筹帷幄、通力配合的精密部署
下，钟鑫涛与俞思语按部就班步入婚姻
殿堂，这时俞钟两家也有了正式交集，
而故事才刚刚开始。书中每个人物都
有着不为人知的“隐秘”，也显露出不同
的私心与无奈。

全书充斥着时代的巨变、经济体制
的飞跃与不变的家庭伦理、社会纲常之
间的各种矛盾，是小说的笑点、泪点、看
点，也是人性之软弱被不断戳中的痛
点。三代人的命运对应着中国现当代
不同时期的历史事件，这三代人都在努
力想挣脱上一代人的轨迹，走出自己的
路来，却每每被时代、被社会、被家族，
更是被自己的性格弱点消磨锐气，一次
次向社会主流、向既定规则妥协。

“当我的年龄和写作的阅历达到能
看清楚上下父辈、祖辈、下一代四辈时，
觉得应该动笔写这个长篇，但该怎么
写，写什么？”池莉表示，正如书的扉页
上爱因斯坦广义相对所说：一只小的甲
虫盲目地在一个大树上爬行，它不知道
自己爬行的轨迹是弯曲的，但我幸运地
发现了。“对我来说，生活就是一棵浩大
的树，巨大的树，我们人类都是小虫，在
奋力地生活，奋力地爬行。”池莉说，“也
许从宏观上看我们爬行的轨迹真的是
弯曲的，但我们能够在这个大树上生活
和爬行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想写一本“厚重”的书
“写一本厚重的书，可能也是个幼

稚的梦想，我也不例外。”池莉坦言，作
家都有着这样的“心愿”，而等她成长到

视线能够看清楚上下几代人往来一百
年的时候、能够聚焦这些人物看懂这些
人物，她才动笔，“所以先有念头和构
思，十年之内开始写作。”

此次池莉将视线拉远拉长，在家长
里短、永不止息的生活流之外，让当代
读者看到的是宏观而深远的问题；在物
质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对传统伦理、
道德底线、城乡及时代洪流中自我价值
的缺失等普遍存在的问题做了入木三
分地呈现，从而“引起疗救的注意”。

除去题材和写法上对自我的超越和
突破，池莉新长篇还在其最擅长的武汉
风土人情书写和血肉丰满的女性形象刻
画之外给予读者更多更大的惊喜和冲
击。90后的先锋话语、当下的时尚语汇，
大量的历史、经济、政治、医学与科普知
识，至精至密的生活细节描写，无处不在

的历史真实，让读者对这段历史有了更
为生动具象的认知与理解，一气呵成读
完之余，更想不断重读与玩味。

“消失”的十年过得很充实
“离开”的十年里，池莉都做了些什

么？“看书、种菜。我没有微博，开垦了
一些菜地自己种菜。”提到“种菜”，池莉
体现出行家里手的“自信”：“我种的菜
都好，根本吃不完，邻居都吃我们家的
菜，萝卜、青菜、辣椒、茄子都有。”至于
厨艺，池莉更是“不谦虚”自我表扬“我
做饭确实还行”。

她还介绍了自己的种菜经验：“首
先，土地一定要好，板结或黄色、红色的
一定不行，要是沙土、乌黑的黑土。第
二种子要好。第三，种菜每天都要下
地，每天都要呵护它，每天都要劳动，这
样你就会很幸福。”

乐于并善于劳动种菜的池莉如今
也把自己的新作像菜一样端进了读者
的餐桌，她希望大家“能炒出属于自己
的好味道。”

池莉“三宝”：看书 种菜 写小说
本报记者 左丽慧

本报讯（记者 秦华）近日，
“冯骥才记述文化五十年”精装
套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书中，冯骥才以非虚构的写作形
式记录了其近五十年文化生活
的风雨历程，也以大量珍贵生动
的细节，反映出中国文学、文化
半个世纪以来波澜壮阔的发展
与变化。

冯骥才堪称共和国的同龄
人，他童年时亲耳听过解放天津
的炮声；他的文学则与改革开放
同步，最早的作品都出版于 1979
年前后。然而这位新时期文学
的“弄潮儿”，在社会急速转型、
传统文化受到巨大冲击的时刻，
放下小说的创作，义无反顾投身
文化遗产的抢救和保护中，即便
他人都不理解，也非要把“文化
的十字架”主动扛在自己肩上。
他以一人之力同时拉着文学、绘
画、文化遗产保护和教育这“四
驾马车”，展现出一名行动的知
识分子对社会的责任和担当。

为 何 要 选 择 一 条 艰 辛 的
路 ？ 这 份 非 凡 的 定 力 从 何 而
来？答案可以从“冯骥才记述文
化五十年”套书中找到。该精装
套书包括《冰河：无路可逃》《凌
汛：朝内大街166号》《激流中：我
与新时期文学》《漩涡里：我的文
化遗产保护史》四部。

在《冰河：无路可逃》中，冯

骥才以口述的方式，讲述他在
1966 年至 1976 年十年间的经
历。当时的冯骥才还只是梦想
成为作家的青年，正恋爱，正青
春，正文艺，正挣扎，是历史的经
历者，也是历史的记录者，他写
他者的命运跌宕，记录自己经历
历史的内心细节，是隐匿的观察
家、隐秘的写作者。

《凌汛：朝内大街 166 号》记
录冯骥才1977年至 1979年在北
京朝内大街166号人民文学出版
社从“借调式写作”走向“新时期
文学”的种种难忘的人和事，书
中还有大量具有史料价值的珍
贵旧照，是乍暖还寒的季节不可
或缺的见证。

《激流中：我与新时期文学》
记录了冯骥才亲历的 1979 至
1988 年，讲述了他进行文学创
作、从事文化工作以及与许多作
家交往等活动，表达了冯骥才对
整个新时期文学现象的反思，也
忠实地记录了冯骥才从热闹的
文学退场，转战传统文化、民间
文化整理保护的人生轨迹。

《漩涡里：我的文化遗产保
护史》完整、真实而又细腻地记
录了作者人生的第二次重要“转
型”——从文学到文化遗产保护
的心路历程。这一转变是为时
代所驱动，也是冯先生已与文化
融为一体的命运使然。

看“冯骥才记述文化五十年”

本报讯（记者 秦华 杨丽萍）近日，由
张若昀、王鸥、孙艺洲、阚清子、王泷正等出
演的电视剧《惊蛰》，于杀青之际首度发布
人物剧照。剧照中，角色状态与身处环境
各自呼应又暗含深意，明暗的场景中传达
着内心无声的涌动，展示出如同惊蛰雷鸣
前，乌云压境般短暂的平静时刻。

《惊蛰》由千乘影视股份有限公司、新
丽电视文化投资有限公司出品，改编自人
民文学奖得主、金牌编剧海飞的同名小说，
并由其担纲编剧，孙皓执导。剧中故事发
生在 1941年的上海与重庆之间，上海街头

“包打听”陈山因长相酷似军统特工，意外
卷入一场腥风血雨的潜伏谍战，在凶险的
双城辗转中，陈山在共产主义的精神感召
与亲人、爱人以身报国的感染下，觉醒和成
长为坚强勇敢的爱国战士。

此次曝光的剧照中，各位主演与身处
环境的结合与暗喻，也引发了观众对剧情
走向和角色发展的诸多猜测与期待。剧照
中，张若昀饰演的陈山，在昏暗中思索的眼

神坚毅笃定，在流光溢彩的霓虹灯下冒雨
独行，都暗自展露着他在刀尖上行走，为信
仰历经磨砺的凶险处境。而他温暖坚定的
内心，正如暗夜中的一束光亮，指引前行的
方向。而王鸥饰演的共产党员张离，喧闹
街边的优雅装扮与暗藏玄机的神情，空荡
办公室中干练造型与若有所思的眼神，则
展露了她多重身份下的智慧与坚定。

此外，孙艺洲饰演的周海潮、阚清子
饰演的余小晚、王泷正饰演的日谍头目荒
木惟、李强饰演的军统局二处副处长等各
色人物看似内心平静，明暗交错间各自追
寻，小人物的坚守与挣扎都与时代紧紧贴
合。而在烽烟四起的年代，正义与信仰的
感召，终会点燃每位战士的青春与热血，
捍卫祖国与信仰。电视剧《惊蛰》通过展
现城市与人物之间独特的气味与腔调，温
度与深意，向烽火年代中所有的无名英雄
致敬。

据悉，电视剧《惊蛰》已于近日杀青，进
入紧锣密鼓的后期制作阶段。

本报讯（记者 杨丽萍）由万
盛华执导，王聪、蒋方婷、任程
伟、陈锐等实力派演员联袂演绎
的 电 视 剧《共 和 国 血 脉》正 在
CCTV-1黄金档播出，该剧讲述
了新中国建立初期，解放军官兵
艰难攻关，踏上寻找油田资源的
开拓之路，为新中国石油事业做
出巨大贡献的感人故事。

剧中，青年演员王聪饰演了
攻坚一线的钢刀连连长石兴国。
王聪用“三最”来形容这段终生难
忘的拍摄经历，“石兴国一生大起
大落，经历太多悲欢离合，承受太
多挫折和压力。这也是我从艺以
来最艰苦、流泪最多、感触最深的
一部戏。”青年演员蒋方婷在剧

中饰演女大学生许茹。剧中的许
茹性格活泼，聪明热情，是一个极
具浪漫主义色彩的人物。蒋方婷
表示，这部作品让她获益良多，

“演戏必须一丝不苟，再苦再累也
要全力以赴。”

为还原真实的历史场景，摄
制组历时三个多月，分别在北
京、玉 门、大 庆 等 多 地 实 景 拍
摄。拍摄现场气温一度低至零
下25摄氏度，剧组主创不畏严寒
艰辛，倾心倾力再现了上世纪石
油英雄的战斗人生。万盛华表
示，电视剧《共和国血脉》将从全
新角度诠释新中国成立后工业
发展的壮阔景象，带观众走近这
群可爱可敬的石油英雄。

《共和国血脉》聚焦石油英雄

本报讯（记
者 杨丽萍）超级
季播剧《怒海潜
沙&秦岭神树》之

“秦岭神树”篇章
昨晚 8 点准时开
启，片方同日发
布一组“幻影”版
单 人 海 报 ，“ 手
电”“黑金古刀”
等一系列带有暗
喻性的元素让各
主演的处境增添
神秘意味，而每
张海报丰富的人
物表情更是将剧
集的故事线清晰
化，让观众更加
期 待“ 秦 岭 ”篇
章。

该剧改编自
南派三叔小说《盗墓笔记》，由刘国辉、李昂、周煜壹执导，田良良、孟
扬、陈晨、李昂、阿瞬、刘芹志编剧，侯明昊、成毅、李曼、张博宇、刘学
义、姚奕辰、姚橹等主演。讲述了从西礁海底遗迹归来，吴邪、王胖子
（张博宇 饰）因带有秘密的六角铃铛，又再次踏上了遥远的秦岭腹地
开启探秘之路。其间，吴邪偶遇神秘发小老痒（廖彦龙 饰），小哥也再
度出现，在神秘的秦岭腹地，究竟有怎样的真相在等待着他们呢？

此次曝光的海报充分调动神树意象，各主演围绕树丛姿态各
异，静中有动透露着紧张的气氛，渲染着秦岭暗藏玄机的神秘气
息，侯明昊执手电锁眉凝视前方，心有成算也坚毅沉稳，而成毅头
戴帽衫，手握刀柄进入作战状态，眼神犀利，像要随时爆发出疯狂
的力量……

“秦岭神树”篇章作为系列章节的重要部分在豆瓣高达 8.0 评
分，一直被书迷们津津乐道，剧版“秦岭神树”篇章在塑造人物时立
于原著基础上融入了创新思考，为保证剧情连贯，以吴邪（侯明昊
饰）仍为故事主线不变的前提下，将小哥（成毅 饰）加入故事剧情，辅
助其他线索，“铁三角”将带领观众抽丝剥茧寻找真相。

本报讯（记者 杨丽萍）经历
了改档小插曲后，由姚晓峰执导，
孙红雷、辛芷蕾、曾舜晞、蒋依依
领衔主演，刘敏涛、涂松岩、杨玏
特别出演，檀健次联合主演的电
视剧《带着爸爸去留学》于 13日
晚登陆东方卫视东方剧场，每晚
两集连播。该剧讲述了留学陪读
背景下，几个不同类型家庭的父
母和孩子实现互相陪伴，最终收
获成长的故事。

《带着爸爸去留学》题材新
颖，以国内鲜少涉及的留学陪读
家庭及父子关系为切入点，讲述
了身为陪读爸爸的黄成栋（孙红
雷 饰）与儿子黄小栋（曾舜晞
饰）远赴海外，展开留学生活的故

事。剧中，孙红雷饰演了一位望
子成龙的中国父亲，他平凡普通，
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儿子黄小
栋身上。作为他这辈子最得意的

“作品”，儿子黄小栋却让他操碎
心，尤其初到生活习惯和文化背
景都明显差异的海外，这对父子
屡次擦出火花，父子关系也在崩
坏的边缘反复试探。

从《极限挑战》里形象百变的
“孙美丽”，到《带着爸爸去留学》
里为儿子操碎心的“老爸”，孙红
雷始终在挑战着自己“形象”和

“角色”上的极限，无论是色彩鲜
艳的服装，大金链子和碎花发的
搭配，还是他带着儿子勇闯海外
的囧途趣事，都极富幽默感。

《带着爸爸去留学》开播
孙红雷化身陪读爸爸

《惊蛰》杀青首曝剧照

张若昀携手王鸥共谱爱国曲
《怒海潜沙&秦岭神树》开启新篇章

侯明昊带队“打怪升级”

“消失”十年，武汉作家池
莉日前携40万字新作《大树
小虫》重回读者视线。这位上
世纪80年代就开始发表作品
的文坛大咖创造的“传奇”至
今令不少人津津乐道。池莉
想在新作中表达什么？为何
十年才为读者奉上这本《大树
小虫》？记者通过出版方博集
天卷进行了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