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擂主专场演出
本报讯（记者 安群英 文 丁友明

图）“够猛，够爽，好戏咋听都不厌烦。”
昨日，多名梨园春擂主和戏曲名家聚
集一堂，在我市五一公园进行了戏曲
专场演出(左图)，为戏迷在家门口奉献
了一道丰盛的大餐，让市民大大过了
一把戏曲瘾。

“老太君今年 106 岁，眼不花，耳
不聋，宋王爷夸我是个老寿星。”昨日
下午4时，记者还没有走到五一公园门
口，便先有脍炙人口的唱段阵阵入耳。

围绕着戏曲大舞台观众呈扇形排
开，一辆辆电动三轮车，成了老年人的
板凳。年轻的妈妈推着孩子，孝顺的
儿孙推着轮椅，里三层外三层，把舞台
围了个水泄不通，犹如农村唱大戏的
集市。据有关人士估计，昨天到五一
公园看戏的观众有万余人。

唱《敖包相会》
礼赞蒙古草原

本报讯（记者 李颖）“十五的月亮升上
了天空呦，为什么旁边没有云彩……”动人
的旋律、优美的歌声，当来自蒙古歌舞团美
丽的女歌唱家用中文来演唱这首妇孺皆知
的《敖包相会》时，郑州市青少年宫里的观众
把巴掌都拍红了。

昨晚，参加亚洲艺术节演出的蒙古“东
方之声”艺术团为郑州观众带来了舞蹈、歌
曲、器乐等表演，除了这首熟悉的《敖包相
会》令观众倍感亲切外，马头琴也不陌生，当
悠扬的琴声在场馆内响起，曲调悠长、起转
迂回间尽显草原儿女情怀，观众更是静下心
来细细品味。不同于抒情的民歌、悠扬的琴
声，舞蹈显现了蒙古民族的热烈豪放，演员
们身着民族服饰，在传统的民族乐器演奏的
欢快动听的旋律中，踏着节拍，奔放热情的
舞姿展示了浓郁的异域民族风情。

演出结束后，虽然语言交流有障碍，但
丝毫阻挡不了大家的热情，观众纷纷涌向台
口，和艺术家们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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铃木吾郎教您陶雕
正在商都艺术馆免费开放的“铃木吾郎

雕塑展”每日迎来 500余人前来观展，受到市
民的热烈欢迎。

今日15：30~17：30，铃木吾郎将在商都艺
术馆与广大艺术爱好者一起体味制作陶雕的
乐趣，喜欢动手实践的市民可前去参与活
动。 本报记者 秦 华

重点推介：
菲律宾芭蕾舞剧院

成立于 1986年的菲律宾芭蕾舞团，立足
成为一个在菲律宾家喻户晓的一流芭蕾舞
团，并一直作为菲律宾文化中心驻外芭蕾舞
团的代表赴世界各地参演。

在过去的20多年里，菲律宾芭蕾舞团在舞
蹈领域中有着诸多的成就，其中最突出的是他
对古典和当代作品的完美诠释和优秀表演。

该舞蹈团曾多次进行国内国际的巡回表
演，曾去过美国、墨西哥、西班牙、摩洛哥、加拿
大、新加坡、日本以及中国，每次该舞蹈团都为
观众带去其最精彩的菲律宾和西方剧目;这也
是为了突出履行该剧团对于古典、新古典和
流行古典传统艺术性的卓越品质的承诺。

演出时间：
（政府交流演出）

菲律宾芭蕾舞蹈剧院
时间：19：40
地点：郑州艺术宫
土耳其发展基金会艺术团
时间：19：40
地点：郑州市青少年宫
缅甸艺术团
时间：19：40
地点：河南电视台8号演播厅
蒙古歌舞团
时间：19：40
地点：河南德亿歌剧院
（精品展演）
郑州市豫剧院新版豫剧《白蛇传》
时间：19：40
地点：郑州市凤凰演艺中心
（国外商演）

以色列FRESCO现代舞蹈团
时间：19：40
地点：河南省人民会堂
（演出团体进广场社区）

柬埔寨艺术团
时间：19：30
地点：管城区美景社区（石化路中州大道

西北角） 本报记者 李 颖

演出时间地点：
今日 15：30和 20：00，东方红影剧院和中

原影剧院分别放映《雏菊》（韩国）和《头文字
D》、《诱拐报道》（日本）。

3个广场电影展映点今晚主打少儿影片：
文博广场和五一公园将在今晚 19：20分别放
映《哆啦 A 梦大雄的恐龙》（日本）和《宝葫芦
的秘密》，绿城广场将在今晚 20：40 放映《哆
啦A梦大雄的恐龙》（日本）。

社区展映点放映时间均为 19：20，今晚，
全市共 10个社区展映亚洲电影，以下为社区
展映点及放映的影片：电厂南社区《功夫之
王》、三棉西社区《投名状》、东风社区《方世
玉》、科技社区《幸福的黄手绢》（日本）、西工
房社区《野蛮师姐》（韩国）、庆丰社区《追捕》
（日本）、苗圃花园社区《疯狂的石头》、鼎新街
社区《哭泣的拳头》（韩国）、港湾社区《谋杀》
（叙利亚）、西湖花园社区《凤凰》。

以上展映点，除东方红影剧院和中原影
剧院收取5元的低价门票外，其余均免费。

两部中日佳片：
少儿影片《宝葫芦的秘密》是一部真人

加动画特效的电影，改编自儿童文学家张天
翼在 1958年创作的同名童话，影片充满了励
志色彩。影片在去年上映后创下了近 2000
万的票房佳绩，轻松活泼的故事情节很容易
达到寓教于乐的目的，很适宜家长、孩子一
起观看。

日本经典电影《幸福的黄手绢》由著名演
员高仓健、倍赏千惠子主演，影片讲述了这样
一个故事：不善言词的勇作是一名矿工，与在
矿区商店工作的光枝幸福地结婚了。勇作在
一次醉酒后失手杀死了黑社会人渣，因而入
狱，在狱中，勇作不愿连累光枝，坚持和她离
婚。几年后勇作获释，出狱前，他给光枝写了
一封信说，如果你愿意我回到你身边，就请在
家门前的木架上绑上一块黄手绢，如果不愿
意，就不绑，我看不到手绢就再也不回来了。
结果是，当勇作惴惴不安来到家门前时，看见
木架上随风飘舞着几十块黄手绢……影片主
人公美丽辛酸又执著的爱情曾令许多观众感
动。 本报记者 秦 华

驻华使馆藏品展不容错过
本报记者 李 颖 文 陈 靖 图

作为亚艺节最受瞩目的展览，《“四海一
家·相聚郑州”——驻华使馆艺术藏品展》自
2008 年 9 月 27 日在河南艺术中心美术馆开
展以来，6 天来吸引了近 3 万人前往参观(右
图)，尤其是进入国庆假期，参观人数逐日递
增。记者连日来综合了专家、观众、策展团
队等诸方意见，为读者归纳了展览为什么不
容错过的四大理由。

理由一：观赏性令人大饱眼福
该展作为“第十届亚洲艺术节”系列文

艺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共邀请到37国驻华
使馆的 247 件（套）艺术精品参加，展出作品
都是由各驻华使馆征集来的具有代表性的
艺术品，展现了各国最优秀、最灿烂、最辉煌
的艺术成就，仅就其观赏性就不容小觑。

越南使馆提供的《玉石画》（胡志明主
席）是由各种颜色的玉石磨碎后粘接而成的
艺术品，其精细的工艺技巧，精美的视觉效
果和精致的表现手法令人叹为观止，而这幅
作品也是越南使馆的镇馆之宝。

新加坡使馆选送了国内著名画家的绘
画作品《长臂猿》和《新加坡滨水区天际线》，
表现了新加坡画家高超的绘画技巧，也展示
了具有新加坡特色的景观。

日本使馆提供的作品皆陶制人偶，形象
丰富，既有闭月羞花的少女，也有慈眉善目
的老翁，其中也不乏穿着日本传统服装的宫
廷人偶，每一个都形象生动。

策展团队负责人、中国对外艺术展览中
心总经理助理黄晓钢说：“这可都是各国的
馆藏精品，甚至还有大使们的私人收藏。”

理由二：领略多国文化精髓
黄晓钢介绍，“四海一家”展览今年曾经

在首都博物馆配合奥运会展出过，观众反响
非常好，受邀参加第十届亚艺节后，他们充
分调动了各国驻华使馆的文化资源，发挥大
使馆在文化交流中的独特作用，利用使馆本
身的公信力与影响力，将来自不同国家、不
同地域的风格各异的艺术作品汇聚一堂。

“我们这个展览从来没参加过亚洲艺术
节，也从来没到过河南，来之前很多大使甚至
不清楚郑州是个什么样的城市，当我们向他们
介绍了中原的深厚历史文化积淀后，他们毫不
犹豫地拿出藏品答应来郑参展。这次展览是
向郑州人民展示亚洲多元文化的绝好机会，也
是亚洲更多国家了解郑州的绝佳平台。”

展览中共邀请到24个亚洲国家参与，可
谓是包罗万象，色彩缤纷，让观众足不出户就
可以欣赏到世界各国独特的民族风情，了解
各国的不同文化以及外交官们的艺术情趣。

更为难得的是，展览并没有局限于亚洲
国家，还有包括美国在内的十多个非亚洲国
家参与。

理由三：体味文化内在力量
记者徜徉在展厅，看到在秘鲁参展的一

个装置作品《安第斯山脉的宗教节日》前，围
着不少观众，原来是大家在对这件作品进行
讨论。这是个木制的神龛，分为上下3层，里
面有很多大大小小石膏制成的小人。

有观众说：“这个小盒子象征着人生，人
的一辈子就是这样一个围城。”还有观众说：

“这是个充满等级色彩的盒子，形态不一的人
们有着不同的权力和欲望。”看着大家讨论得

异常热烈，记者以为这些都是相熟很久的朋
友，一问才知，大家都是到展厅才相遇的。

看来，艺术品作为人类的共同财富，具有
超越地域、沟通文明的伟大力量。这个展览正
如她的名字一样，有一种兼容并包的精神，她
表达了人类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共同心
愿。而作为全人类的共同语言，文化艺术具有
超越地理界线、跨越文明鸿沟的伟大力量，文
化交流更是沟通各国人民心灵的桥梁。

理由四：专家纷纷交口称赞
展览到底有多好，河南省艺术展览领域

的专家各有各的看法，但他们的一致意见
是，这是一次视觉艺术的盛宴，对河南、对郑
州来说机会难得。

河南省美术馆是本次展览的协办单位
之一，馆长化建国说：“展览毫无疑问是本届
亚艺节最重头的展览之一，它不仅集中展示

了驻华大使们的文化鉴赏水平，也显示了亚
洲各国的文化欣赏习惯，是在我们中原难得
一见的展览。它不同于以往专题性的美术
绘画展览，而是包罗万象、风格万千，有绘
画、雕塑、手工艺品、陶瓷、摄影作品等，几乎
囊括所有视觉艺术的种属。”

作为普通观众该怎么去更好地欣赏展
览，化建国说：“这个不必去强求，因为展览
的包罗万象，决定了看的人必定是各有所
得，各有所爱。但毫无疑问的是，展览丰富
了郑州人民乃至全省人民的文化生活，提升
了我们艺术品鉴力。”

郑州市美术馆馆长封曙光对记者说：
“这么多国家的馆藏艺术精品汇聚郑州，就
是和谐的体现，单单就艺术特质来说，不同
国家不同民族各有各的特点，古朴、典雅、华
贵、简约……因此参展国的民族特点和艺术
特点应该是观众看展时的关注点。”

本报讯（记者 秦华）连日来，许多市民
积极参与亚艺节的各项活动，记者经常在
采访中碰到“熟面孔”。

9 月 26 日，在郑州博物馆的世界平面
设计（海报）作品展展厅，记者偶遇了学艺
术设计的唐美娜，她告诉记者，她很感激相
关部门组织了这次展览，让她有机会看到
这么多优秀的作品。记者看到，唐美娜的
相机几乎没有离过手，她不停地给展出作
品拍照，看到喜欢的作品还驻足细细观摩，

那股认真劲儿让人肃然起敬。
10月 2日，记者来到商都艺术馆，忽然

间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记者很快想起来
是唐美娜，她也友好地朝记者微笑，并走过
来跟记者交谈。“亚艺节的每个展览我都看
了，感觉真是受益匪浅，对我这样学艺术设
计的人来说帮助很大。”唐美娜说。

记者还 3 次到中原影剧院采访观众对
“亚洲电影展”的反应，令人惊讶地3次偶遇
前来观看电影的市民夏常洲。他告诉记

者，他在西郊的磨料磨具厂工作，是个老电
影迷了，只要是下午没事，他都会到中原影
剧院看电影，“这些电影太棒了，这次可真
是一饱眼福了。”夏常洲还提前购买了一些
晚上演出的票，观看了马来西亚艺术团、印
度宝莱坞歌舞团等国外团体的演出。

记者发现，很多市民都是接连“串场”，
还有的专为亚艺节制定了参与计划，白天
看展览，晚上看演出，本届亚艺节真真正正
成为市民的文化盛宴。

白天观展览 晚上看演出

市民“串场”享受艺术盛宴

《我的中国心》
唱出中吉厚谊

昨晚，在美丽的郑东新区如意湖畔，第
十届亚洲艺术节吉尔吉斯斯坦国家歌舞团
专场演出在郑东新区隆重上演。演员们多
彩的民族艺术形式和丰富的流行艺术元
素，给近千名市民送上了一场异域风情的
视觉盛宴。

“长江长城黄山黄河，在我心中重千斤
……”演出接近尾声，四名身穿吉尔吉斯斯
坦民族服装的女演员用中文深情演唱中国
歌曲《我的中国心》，以此表示中吉两国人
民之间的深厚友情和他们对中国的喜爱，
她们纯净的音色，真挚的表演，在观众中产
生强烈的互动效果，市民们纷纷报以热烈
的掌声。“这次姑娘们唱得字正腔圆，给郑
州市民送上了最大的快乐，郑州市民是热
情的，好样的。”吉尔吉斯斯坦国家歌舞团
团长伯罗特先生说，这首《我的中国心》是
演员们不久前专门找中国老师学的歌曲，
也是送给郑州市民的礼物。

团长伯罗特先生说，中国和吉尔吉斯
斯坦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两国文化交
流的历史源远流长，他们对中国城市发展
的日新月异感到惊奇，郑东新区的建筑和
景色，让他不禁竖起了大拇指。

本报记者 王 璇

喜庆的锣鼓敲起来，欢快的秧歌扭
起来。10 月 2 日晚，惠济区新城街道贾
河村文化大院里热闹非凡，威武的舞龙
表演，悠扬的古筝弹奏，精彩的戏曲演
唱，动感的老年秧歌，让贾河村这个小小
的村落沉浸在一片节日的气氛之中。

贾河村不是第十届亚洲艺术节指定演
出场所，却是参演单位。新城街道负责人
说，亚洲艺术节期间，街道组织了一个演出
团队去市内演出，为保证演出质量，他们在
村口安排了几次彩排，同时也为辖区的群

众带来一道文化盛宴。
“以往村里经常举行小规模的文艺

演出，这样大规模的表演只有传统节日
才有。我吃过晚饭就带着孩子们出来看
了。”不少村民告诉记者，他们看了演出
才知道郑州正在举办亚洲艺术节。

“亚洲艺术节后我们还将组织辖区
群众参加社区广场文化活动，用丰富多
彩的民间文艺表演提升广大群众的文化
品位。”负责这次活动的新城街道的崔健
松主任如是说。 本报记者 张 立

乡村夜晚“节味”浓

参加完第十届亚洲艺术节巡游的 23辆
花车全部停放在绿城广场作静态展示，成为
一条亮丽的风景线。连日来，许多市民来到

这里，纷纷拍照留念。本报记者 陈亚洲 摄

唱《敖包相会》
礼赞蒙古草原
本报讯（记者 李颖 文 汪静文 图）“十五

的月亮升上了天空呦，为什么旁边没有云彩
……”动人的旋律、优美的歌声，当来自蒙古
歌舞团美丽的女歌唱家用中文来演唱这首
妇孺皆知的《敖包相会》时，郑州市青少年宫
里的观众把巴掌都拍红了。

昨晚，参加亚洲艺术节演出的蒙古“东
方之声”艺术团为郑州观众带来了舞蹈、歌
曲、器乐等表演，除了这首熟悉的《敖包相
会》令观众倍感亲切外，马头琴也不陌生，当
悠扬的琴声在场馆内响起，曲调悠长、起转
迂回间尽显草原儿女情怀，观众更是静下心
来细细品味。不同于抒情的民歌、悠扬的琴
声，舞蹈显现了蒙古民族的热烈豪放，演员
们身着民族服饰，在传统的民族乐器演奏的
欢快动听的旋律中，踏着节拍，奔放热情的
舞姿展示了浓郁的异域民族风情。

演出结束后，虽然语言交流有障碍，但
丝毫阻挡不了大家的热情，观众纷纷涌向台
口，和艺术家们合影留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