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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文微微化化
[人物]

本报讯（记者 秦华 文/图）
记者昨日从河南省剧协获悉，由
河南豫剧院一团创排演出的大型
新编廉政历史剧《张伯行》入选第
十六届中国戏剧节，将于10月底
或11月中上旬亮相福州。

第十六届中国戏剧节由中国
文联、中国戏剧家协会和福州市
人民政府、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
福建省文联主办，将于 10 月 26
日至 11 月 12 日在福州市举行。
届时，来自全国各地的精品剧目
将亮相戏剧节，充分展示近年来
我国优秀戏剧创作的成果以及剧
种的多样性、丰富性。

大型新编历史剧《张伯行》是
河南豫剧院打造的“廉政文化三
部曲”压轴之作，此前的前两部作
品《全家福》和《九品巡检暴式昭》
已在全国演出数百场，所到之处
广受欢迎。

《张伯行》以康熙年间江南科
考案为切入点，描写了被康熙称
为“天下第一清官”的张伯行在担
任江苏巡抚期间，与总督噶礼等
贪腐势力展开惊心动魄斗争的故
事，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张伯

行史有其人，是著名清代廉吏，河
南仪封(今兰考)人，康熙年间累
官至礼部尚书，历官二十余年，以
清廉刚直著称。

据介绍，《张伯行》的创作酝
酿历时三年，作为三部曲的压轴
之作，该剧创作和演出阵容在近
年来新排豫剧中都是首屈一指。
该剧由河南豫剧院一团排演，著
名剧作家陈涌泉编剧，新锐导演
王香云、张占中执导，著名作曲家
赵国安担任作曲，著名指挥家李
宏权担任配器指挥，舞美、灯光、
服装、化妆等均为来自全国的知
名专家。

幕后阵容不容小觑，台前演员
阵容更是堪称豪华，该剧囊括了多
位戏剧梅花奖、白玉兰奖、文华表
演奖获得者。河南豫剧院院长李
树建出演张伯行，河南豫剧院一团
团长王惠出演噶母，河南豫剧院三
团团长贾文龙出演康熙，河南豫剧
院青年团团长孟祥礼出演老秀才，
四位院团长同台殊为难得。此外，
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魏俊英、李庚
春、袁国营、李斌、司红彦等也出演
了重要角色。

本报讯（记者 秦华）记者昨日获悉，首届“黄河
情”全国小戏小品交流演出季活动近日在甘肃兰州举
行，由省剧协选送的小戏《妯娌斗嘴》、小戏《夜巡》、小
品《体检》从近百部作品中脱颖而出，入选本次交流演
出活动。

本次活动由中国戏剧家协会、兰州市人民政府
主办，中国文联戏剧艺术中心、中共兰州市委宣传
部、兰州市文化和旅游局承办。中国戏剧家协会从
全国各地报送的近百部作品中筛选出 35部作品进入
现场展演交流。这些作品包括了话剧、儿童剧、南
剧、泗州戏、二人台、汉剧、桐乡花鼓、上党梆子、川
剧、黄梅戏、推剧、豫剧等多种演出形式，内容丰富，
形式多样。

中国剧协特邀戏剧界知名专家，对参加展演所有
节目进行现场点评，从编剧、导演、表演等诸多方面提
出建设性意见。专家点评的指导意见不仅对本次展
演的剧目，对于目前整个小戏小品的创作也都具有普
遍指导意义和引导示范作用。河南省文联党组成员、
副主席陈涌泉作为点评嘉宾出席了活动。

河南省选送的 3部作品题材贴近现实，富有浓郁
的生活气息和鲜明的地方色彩，展现了我省群众的精
神生活风貌。

本报讯（记者 秦华）近日，冯骥才的最新散文集
《世间生活——冯骥才生活散文精选》由人民文学出
版社出版。《世间生活》辑录冯骥才 60余篇生活散文，
创作时间从 20世纪 80年代至今，跨越近 40年，其中
有《珍珠鸟》《灵感忽至》《往事如“烟”》等誉满天下的
名篇，也有《结婚纪念日》《房子的故事》《为母亲办一
场画展》等近年来冯先生描绘生活、描绘人世间的感
悟之作。

冯骥才有“四驾马车”——文学、绘画、文化遗产保
护和教育。他在多个领域都有卓越的成就，是当代最
负盛名的文化大家之一。他最初学画，后以“伤痕文
学”享誉文坛，是新时期文学的代表人物。1990年前
后，冯骥才投身于文化遗产保护领域，被誉为“民间文
化的守望者”。

冯骥才在文学上的成就展现在散文、长篇小说、中
篇小说、短篇小说等多个方面，题材广泛，形式多样，已
出版各种作品集 200余种，海外译本 40余种，并多次
斩获国内外文学大奖。其散文作品，文风优雅，内涵广
博，情感深沉动人，此次人民文学出版社将其生活类散
文汇辑成册，单独出版。这些散文作品以寻常生活中
的点滴感悟，展现出一位当代文化大家的人生智慧。

《世间生活》根据所收录共分为四辑，分别为“人生
感怀”“生活雅趣”“人间生灵”“旅行印象”。

“人生感怀篇”多为作者对人生中的某些重大际遇
或亲友交往的感慨之作，也有对世事的看法和感想；

“生活雅趣篇”则记录冯骥才工作之余的生活趣味，有
书画音乐，更有遛摊寻宝、香烟美食，幽默风趣的文字
流露出“物皆有情”的真情感悟；“人间生灵篇”不仅写
春秋冬夏、花鸟鱼虫，更有世间之人、人间之情，此篇收
录《珍珠鸟》《挑山工》等散文名篇，也有近年来新创作
的温情之作；第四辑“旅行印象”则收录了作者游历国
内外的自然散文，是一场文化守护之旅。

教育类题材剧一直是荧屏现实
主义题材剧的宠儿，由黄磊、海清等
主演的电视剧《小欢喜》自东方卫视
开播以来，吸引了多方关注，豆瓣评
分 8.1，是今年以来卫视开播剧最高
评分。教育题材为何这么火？《小欢
喜》的成功秘诀是什么？近日，记者
通过东方卫视采访了该剧导演汪俊。

《小欢喜》通过 3个高考家庭的
故事，探讨了当下家庭在子女教育、
家庭矛盾上的问题。不同于以往同
类题材剧，《小欢喜》把重点放在启
发为人父母之道上，以一种“纪实

感”的表达方式，稳准狠地击中了广
大中国家庭的情感七寸，使观众在
看戏之余得以反观自己的生活。

而“真实”正是观众对《小欢喜》
最多的评价，也是它最打动人的地
方。无论是剧中强势妈妈童文洁对
孩子的又打又爱，还是单亲妈妈宋
倩对孩子控制欲很强的爱，又或者
是季区长对孩子小心翼翼的爱，都
让观众从中看到了自己或者身边的
人。据汪俊透露，《小欢喜》很多素
材都是编剧采访来的，也有很多是
黄磊自己的亲身经历，“在细节上、

桥段上是别的戏没有的，这点很重
要。一部剧不怕大题材雷同，而在
于故事、人物、细节的不一样，《小欢
喜》里展现的都是来源于身边的事
儿。”汪俊说。

除了全景式展现中国式家庭教
育群像，《小欢喜》亦为观众提供了一
个探讨亲子教育与相处的圆桌。教
育理念在汪俊看来是见仁见智的事
情，“我们只是把三种不同的家庭教
育形态真实呈现，让大家自己去悟。
你说快乐教育，但有时候孩子确实需
要管教。放任自流的话，孩子可能长
大以后会回身说，当初为什么不严格
要求我，他又会有很多的后悔，所以
还是要因人施教。”

谈及演员的表现，汪俊认为海
清和黄磊的搭档比《小别离》时候有
突破，“黄磊上次是医生，这次的角
色更底层，海清的脾气也更爆，人物
都有变化，他们完成得也很好。”

在拍摄《小欢喜》时，汪俊经常
在监视器前又哭又笑。比如观众
觉得特别戳心的英子和妈妈吵架
那场戏，他就是一边拍一边哭。在
接下来的剧情中，《小欢喜》还会有
更多的泪点、痛点。汪俊说：“我觉
得演员必须首先打动我，才能打动
观众。”

本报讯（记者 左丽慧）记者
昨日从海燕出版社获悉，经过评
审委员连续七天专业评选，第六
届丰子恺儿童图画书奖各奖项诞
生，由海燕出版社出版的《外婆家
的马》荣获唯一一名首奖。

据了解，第六届丰子恺儿童
图画书奖评选对象为 2017 年 1
月至 2018年 12月出版的繁体或
简体原创中文儿童图画书。本届
评选共收到 361件符合资格的参
选作品。

据了解，丰子恺儿童图画书
奖强调以严谨而专业的角度评选
作品，鼓励业界创作优秀的华文
原创图画书，因此，评委以儿童为
本考量适龄、趣味、视野、想象力、
真诚的情感与创意等，同时兼顾
图文叙事的规律、文学技巧、艺术
表现、图像诠释、版面编排、书籍
设计等要素挑选获奖作品。

《外婆家的马》是谢华近些
年创作的生活随笔里面的一篇，
文章描写了外孙“小东西”在外
婆家度过的一段快乐的假期时
光。全篇从男孩子喜欢的养马
游戏入手，细腻地刻画了慈祥的
外婆和调皮又可爱的小外孙形
象，生活的点点滴滴无不展示出
祖孙之间浓浓的爱与关怀。《外
婆家的马》绘画部分由《安的种
子》绘者黄丽历时三年创作完
成，其间经历了无数次的雕琢与
修改。中国式家庭特有的养育
方式，中国式家庭特有的亲情表
达，展现出当代中国的百姓生
活，真实、朴素、感人。

本届评选中，除《外婆家的
马》获首奖外，还有《一只特立独
行的猪》《同一个月亮》《车票去哪
里了？》《一起去动物园》等四部作
品获得佳作奖。

海燕佳作斩获“丰子恺”首奖

有着700多年历史的山西王家大
院有着“中国民间故宫”“华夏民居第一
宅”和“山西紫禁城”的称号，然而，这座
灿烂辉煌的艺术宝库正在被时间风
化。今年5月，王家大院为期5个月的
拓印留史工程正式启动，来自郑州的传
拓师刘皓天带领团队，用纸墨和拓包，
忠实记录下这些建筑艺术的原貌，让拓
片向人们永久去诉说中华文明。

虽然天气炎热，但每天仍有众
多游客来到王家大院游览。在对建
筑赞叹不已的同时，很多游客也被
大院内正在进行的传拓活动吸引。

“二龙捧福”“鹤鹿同春”“洪福
齐天”……面对影壁、牌匾、雕窗等
砖雕、石雕或木雕，覆上宣纸，调好
墨色，只见一人右手用扑包沾墨落
向纸面，力度适中，墨色匀称，不疾
不徐，富有节奏——一张张拓片就
这样在众人的惊叹中完成了。

进行传拓的，正是郑州非物质

文化遗产项目“金石传拓技艺”传承
人刘皓天。

刘皓天2006年师从洛阳传拓大
师裴建平，他在“因碑用纸、因纸用
墨、因碑施艺，因纸施拓，因天施拓”
的传统操作经验上，结合“擦拓、扑
拓、揉拓、点拓”等技法，既做到了传
拓之拓片，用工精良、唯美，又使“因
拓损碑”的程度降到了最低。不仅
如此，刘皓天还研究在黑宣纸上金
墨拓，不仅现出绝佳的立体感，又增
添了金碧辉煌的肃穆感。

王家大院的传拓项目工程浩大、
文物众多、耗时冗长，想要完美地用
传拓复刻这座占地25万平方米的“艺
术博物馆”并非易事。大院中藏有多
处气势恢宏的文物瑰宝，比如被称为

“天下第一壁”的元代鲤鱼跃龙门午
壁，高7米、宽10余米的宏大面积，需
要搭架子，爬上爬下，多人合作才能
完成。像这样的大型文物在院中不

在少数，传拓的难度可想而知。
自从入驻大院，刘皓天就处于亢

奋状态，“能为国宝重器留影，感到肩上
责任很重。”他说，“此生只会钟情和专
注于传拓，希望用自己的双手‘复活’更
多文物和建筑，创造一个个传拓精品工
程，让更多文物真正‘活’起来。”

本报讯（记者 杨丽萍）近日，
由徐克、曾佩珊监制，吴京、章子
怡等主演的电影《攀登者》发布

“最强联盟”人物特辑与“奔跑”
版海报，展现了中国登山队队员
不畏艰险、团结向上，勇敢面对
人生抉择与挑战的攀登精神。

电影《攀登者》阵容强大，吴
京、章子怡、王景春、成龙将同台
互飙演技，除了展现“最强联盟”
的集体意识与团队精神外，特辑
还体现了电影《攀登者》的演员
们勇于突破、挑战自我的敬业态
度。对于片中方五洲的角色，吴
京评价称在登山这个领域里面，
这是一个做到极致的人。他努
力用更多时间、空间和精力把这
样一个人物更精雕细刻地打磨

好，通过不懈的努力去打动观
众，让观众感受到真诚。

据介绍，在影片拍摄期间，
不仅吴京坚持亲力亲为完成众
多高难度系数的攀爬动作，章子
怡、胡歌等也亲身上阵，挑战架
梯横渡冰裂缝等一系列惊险戏
份。井柏然更透露，有场他从雪
山上翻滚跌落的动作戏，为了呈
现更具真实感的镜头，上上下下
拍了 20多遍。导演李仁港对此
表示，很多危险的镜头其实并不
要求演员们亲自去做，但他们都
很诚意地主动要求去配合，每位
演员都在非常努力地去完善自
己的角色，非常敬业。

电影《攀登者》将于 9 月 30
日国庆档全国公映。

《我们的四十年》今日全国上映

李易祥：辛勤耕耘静待花开
本报记者 苏瑜 实习生 林香元 文/图

豫剧《张伯行》入选
第十六届中国戏剧节

河南三部作品入选
全国小戏小品交流展演

分享人生智慧 写遍世间风雨

冯骥才《世间生活》出版

《攀登者》曝“最强联盟”特辑

再现不畏艰险攀登精神

电视剧《小欢喜》热播

导演汪俊：用“纪实感”抚慰人心
本报记者 杨丽萍

中原传拓师刘皓天：

妙手传拓驻留辉煌历史光影
本报记者 苏瑜 实习生 林香元 文/图

今日，由郑州报业集团郑州晚报有限公司联合河南美梦成真
影视制作有限公司出品的电影《我们的四十年》在全国燃情上
映。该片由李易祥、鲍振江、李振伟、霍猛执导，紧扣重大时间节
点，以普通人的视角来展现河南改革开放40年的巨大变化。

对于早被国内观众熟识的李易祥来说，《我们的四十年》是他
从艺道路上的新台阶。“我出演的很多作品都有河南元素，我很愿
意为河南的文化做点事。”谈及此次首执导筒，李易祥的眼睛熠熠
生辉，“河南文化是我的根，如果每一个河南人都能为河南的文化
做点事情，长此以往一定能让更多的人看到河南的文化魅力。”

从演员到导演
不变的是追求艺术的初心
从早期的《盲井》，到《鸡犬不宁》《我

叫刘跃进》《有事找王江》，再到《无处藏
身》《神话》《征服》，李易祥饰演了众多性
格各异的人物形象，以出色的演技获得
了影视界和观众的好评，被冠以“平民影
帝”的称号。特别是在火爆一时的河南
本土喜剧电影《不是闹着玩的》里，李易
祥饰演农民导演，更是令人印象深刻。

戏里戏外，戏变情不变，2018年，《我
们的四十年》让李易祥真的有了执导筒
的机缘。

“接到制片人邀约时，《我们的四十
年》还只是一个构想。他说，你就尽管放
手去拍，怎么拍，拍什么样的故事都行。”
李易祥被制片人郭胜的这句话打动了，
他拉来同样是资深演员的好友鲍振江共
同执导了《我们的四十年》中的第一个故
事《包龙图》，讲述了一个以戏曲为主题
的关于理想和友情的故事。

“当演员不用操心那么多，需顾及的
是一个点，但当导演要兼顾方方面面，如
何用画面还原剧本，如何塑造人物、指导
演员表演……对整个团队的带领性要非
常强。”李易祥发现，导演的经历对他的
表演也有很好的促进作用，使他视野更
开阔。

从河南到美国
想为河南电影做点事

“近些年，河南电影有了很大的进
步，但离我们这批电影人的梦想还很遥
远。”李易祥坦言早就想尝试做导演了，

“拍摄反映河南文化的电影是我的责
任，无论我身在哪里，都想为河南电影
做点事”。

《包龙图》拍摄到中期，李易祥遇到了
“没钱”的困扰，李易祥跟制片人商量，如
果他和鲍振江不要片酬，省下来的钱能不
能支撑剧组工作人员的酬劳和拍摄成本，
得到肯定的答复后，李易祥和鲍振江干净
利落地决定“不要片酬了”，当然，后来制
片人把片酬都结了。

“拍这个电影就没图要挣多少钱，就
是想着咱们河南电影发展道路上还没有
这样的电影问世，我们想干成点事。”李易
祥感慨地说，整个拍摄过程中，河南人的
奋斗精神让他很感动，大家对家乡的热爱
让他很温暖。

“配合我们演出的小演员，看着他们

压腿、下腰，特别辛苦，真是台上一分钟台
下十年功。因为年代跨度长，这部戏对服
装、化装、造型的要求还是挺高的，为了体
现真实感，很多女孩子的长头发都要剪
短，但姑娘们都没有怨言。到了美国，连
时差都没倒，就拽了鲍振江赶往时代广场
拍摄。还有在美国摄影圈非常有名的史
晓杰，为了支持拍摄，他放下自己的工作，
从拉斯维加斯坐五六个小时的飞机赶来
纽约……”李易祥说，是大家默默地付出
成就了这部片子。

在李易祥看来，入围国外电影节，最
大的意义是能够让更多国外观众看到并
关注河南电影，“我觉得，只要不脱离自己
想要表达的东西，始终如一地展示我们的
文化就好。我们不能老去复制国外的东
西，但我们可以去借鉴他们的技术。文化
传承始终是河南电影乃至华语电影发展
的重要因素，也是河南电影走出国门的重
要基础。”

从追梦到圆梦
内敛低调静待花开
“最自豪的是我们拍出了一

个 11 分钟的长镜头，那个镜头
特别经典，11 分钟穿越了四十
年，而且没有用任何高科技的手
段。但最后为了整个剧情考虑，
我们还是把它断开了。”众所周
知，长镜头已经成了不少导演

“炫技”的方式，而李易祥“一部
好的电影不是为了长镜头而长
镜头”的朴素想法如一股清流让
人看到他对艺术的敬意。

回顾李易祥本人的从艺经
历，他的内敛低调、始终如一、扎
实而又精湛的演技经常让观众
忘记他科班演员身份。事实上，
长得不是很“表演系”的李易祥
是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 92级的
毕业生，和袁立、高鑫是同班同
学。他主演的《车四十四》曾荣
获威尼斯电影节评委奖，《盲井》
获得柏林电影节银熊奖，而他本
人更是凭借《盲井》中的角色获
得了第 2 届曼谷国际电影节最
佳男主角奖。

“《我们的四十年》都是一些
平凡的小人物，但他们一直在做
自己喜欢的事，他们对自己的工
作和生活有坚守和热爱。我们
这群主创也是一群不出名的影
视工作者，同样也在执着地做着
自己热爱的事。”李易祥希望有
尽可能多的河南观众能够走进
影院去看看这部片子。

辛勤耕耘，奋斗不息。这是
河南电影人的努力，也是河南人
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