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编 李笑梅 校对 沙 沙

电话 67655582 E－mail：zzwbwh1616＠sina.com2009年1月15日 星期四 文娱新闻
ZHENGZHOU DAILY

●演出剧目：奥斯卡永恒经典视听交响音乐会
演出团体：中国歌剧舞剧院管弦乐团
演出时间：1月17日 19：30
演出票价：480元、380元、280元、180元、80元、50元
演出地点：河南艺术中心音乐厅
售票电话：0371-69092200 69092218
●演出剧目：开心麻花系列剧《阿翔》
出品单位：北京自由元素影视文化传播公司
演出时间：1月16日、17日、18日 19：30
演出票价：280元、180元、100元、50元
演出地点：河南艺术中心小剧场
售票电话：0371-69092200 69092218
●演出剧目：民乐经典荟萃新春音乐会
演出团体：中国歌剧舞剧院民族管弦乐团
演出时间：1月16日 19：30
演出票价：480元、380元、280元、180元、80元、50元
演出地点：河南艺术中心音乐厅
售票电话：0371-69092200 69092218
●演出剧目：《大河秀典》
演出时间：每周四、周五、周六 20：00
演出单位：河南电视台天乐传媒
演出票价：180元、280元、380元、980元、1180元
演出地点：河南电视台8号演播厅
订票电话：0371-60111111
●演出名称：《清明上河 梦幻东京》
演出时间：每晚19：50
演出地点：开封市东京艺术中心
演出票价：88元、128元、168元、688元
演出单位：开封市歌舞剧院
订票电话：0378-3726868 3268888 3261111

郑州市图书馆创新发展模式——

让更多人走进图书馆
■本报记者 左丽慧

“每次到图书馆借书，我都先在电
脑上查一下我想借的书的书号，或者看
看图书馆网站上的推荐图书、新到图书
等信息，想查资料到数据库里查阅也很
方便。”随着寒假来临，到图书馆看书成
为好学人士的选择。读者小沈告诉记
者，郑州市图书馆网站上有维普、万方、
商都文化全景等 40 多种数据库供读者
使用，百度或谷歌的搜索引擎虽然快
捷，但从准确性、完整性及权威性等方
面，她还是愿意到图书馆查找资料——
在计算机、网络冲击下，图书馆如何保
持这么高的“人气”？记者连日来进行
了相关采访。

主馆分馆阅读站
一个都不能少

“近几年来，郑州市图书馆在主分
馆建设中进行了多种尝试，目前已形成
了一个主馆、四个分馆和 26 个小型乡
村、社区和单位阅读站融为一体的图书

馆服务体系，图书资源流通使用、定期
更换，使图书资源利用率实现最大化。”
市图书馆馆长助理孙红强告诉记者，目
前属于自上而下建设的有送变电站分
馆、惠济区南阳寨分馆和郑州市监狱分
馆；属于自愿结合，实行‘一馆两牌’的有
管城回族区分馆等。而随着2008年各区
级图书馆的开馆，一个覆盖全市的市、县、
区及部分乡镇、社区和基层农村的图书
馆网络服务体系基本框架已经形成。

孙红强坦言，以一个图书馆的资源
实现共享，毕竟存在一定的局限；多个
图书馆资源的共建，又存在分级管理的
体制障碍。在这样的情况下，市图书
馆已联合新郑、新密、荥阳、巩义、登
封、中牟和惠济区等县（市）区图书馆，
加强协作协调，促进资源共建共享，

“未来郑州公共图书馆的发展重点将逐
步转向馆际的协作与资源的整合，打破
现行管理体制的约束，将分散的各级公
共图书馆从管理运营、资源流通和服务

共享等实现一体化，形成由点及面、全
面共建共享的新模式。”

创新服务动脑筋

创下多个“第一”
市图书馆一贯有着创新精神，创下

了多个全省公共图书馆的第一：率先实
现计算机管理，创办第一个音乐戏剧欣
赏室，第一个实现电子阅览，开设首家
夜间还书处、首个针对未成年人上网服
务的“绿色网络通道”，率先全面实行“一
卡通”借阅管理，最早向社会承诺全年365
天开放……为让更多的人走进图书馆，市
图书馆至今仍在“创新服务”上动脑筋。

“我们依据图书馆文化氛围浓、读
者群稳定等优势，积极与其他单位联办
公益性读者活动。”市图书馆馆长李红
岩介绍说，他们先后与二七纪念馆联办
了“红旗渠精神图片巡回展”，与省炎黄
文化研究会等联办“支援灾区重建家园

名家书画义卖”等活动；每逢节日、全民
读书月以及寒暑期等读者较多的时间，
图书馆不断集中推出如“迎奥运知识竞
赛”、市图书馆“十佳读者”评选命名、

“共享工程”精品资源展播等活动，这些
活动以创新的理念、细致的服务，成为
市图书馆最具特色的服务品牌之一，在
读者中树立了良好的公众形象。截至
2008年年底，市图书馆已累计举办各类
活动126次，参加人数达70962人次。

“虽然图书馆读者群持续萎缩是一
个不争的事实，但是，这更要求我们不
断创新，适应新时代的发展需要。”李红
岩表示，位于郑东新区的郑州市图书馆
新馆已开工建设，“图书馆新馆建筑面
积 7.2 万平方米，相当于现馆的 7 倍，藏
书量将达到240万册。新馆突破了传统
意义上的图书馆功能，将成为一个以图
书馆基本功能为核心，融学术交流、文
化活动、文化休闲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
现代化图书馆。”

黄帝故里——
中华第一古都

王学宾

轩辕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共
同始祖，根据大量的历史文献记
载和文物佐证，隶属河南省会郑
州的新郑市是中华人文始祖轩
辕黄帝出生、创业、建都之地。

新郑一带至今还留有 20
多处黄帝活动的遗迹，关于黄
帝的民间传说和故事更是不胜
枚举。距今5000年前后，轩辕黄
帝在中原地区一带修德振兵、抚
万民、度四方、融炎帝一统天下，
建都有熊（今新郑），带领先民们
创文字、织丝帛、定历律、制舟
车、造指南车、撰《内经》，等
等。奠定了中华民族的根基，
肇造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

传说三月三这一天，是黄
帝一统天下，祭天地、定国号、
划疆界、封国号的日子。后人
为纪念黄帝的功德，每年三月
三这天都要举行各种拜祖活
动。到了春秋时期，郑国名相子
产更是让这一民间活动得到进
一步发扬光大，兴起了三月三登
具茨山（位于新郑，系黄帝活动
遗迹）朝拜轩辕黄帝活动，并形
成民俗一直延续下来。近年来，
新郑市每年都在农历三月三举
办寻根拜祖节，后演变为炎黄文
化节，举行拜祖大典，每年都吸
引了大批海外的炎黄子孙从世
界各地来到这里寻根拜祖。

新郑的轩辕庙建于汉代，

明清屡有修葺。清时祠区已经
有前门、正殿、配殿。近年来，
新郑市对轩辕故里进行了大规
模的扩建，扩建后的黄帝故里
分广场区、故里祠区、艺术苑
区、鼎坛区、轩辕丘区等。

黄帝文化是中华民族的主
体文化、根脉文化、源头文化。
因此，黄帝故里作为中华民族的
共同圣地，必将激起全球华人内
心情感的强烈共鸣。拜祖大典
经过近几年的坚持，规格越来越
高、规模越来越大，仪式也越来
越隆重。通过一年一度的拜祖
大典，向全世界表明了华夏儿女
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坚
强信心和决心，也展现了炎黄
子孙实现百年奥运梦想的自豪
和喜悦，更表达了亿万华人追
求和谐幸福生活的美好愿望。

在郑州附近，反映黄帝时
期的仰韶文化遗址有 70 多处，
如大河村遗址、西山遗址、荥阳
青台、点军台遗址等，遗址中出
土的大量实物越来越多地证明
了我国古史记载中的真实性。
尤其是大河村遗址出土的双连
壶，无论造型还是彩绘，都别具
匠心，堪称 5000 年人类文明象
征之杰作。充分说明在黄帝时
代，郑州地区的人类已经进入
了文明时代，放射出了中华民
族文明之源的灿烂霞光。

郑州文化年轮

中国交响乐团联袂河南交响乐团

再度奏响新春音乐会
本报讯（记者 李颖 实习生 郝萌）1 月

18 日晚，又一场高水平的音乐会将在河
南艺术中心大剧院激情奏响，这就是由中
国交响乐团和河南交响乐团联袂推出的

“河南省2009新春音乐会”。
据了解，河南省 2009 新春音乐会将是

一台演出规格高、艺术家阵容豪华的交响
音乐会。音乐会由著名指挥家汤沐海执棒，
演奏曲目中西合璧，有《天鹅湖选曲》《法兰多
尔舞曲》《斯拉夫舞曲》《雪橇波尔卡》《1812序
曲》等西方经典名曲，也有中国作品《春节序
曲》《我的祖国》《火车托卡塔》等。

河南籍世界著名小提琴演奏家薛伟将
在音乐会上独奏4首曲目，分别是法国作曲
家圣桑的《引子与回旋》、意大利作曲家帕
格尼尼《如歌的行板》，勃拉姆斯创作的《匈
牙利舞曲 17 号》和俄罗斯民歌《当我遇见
你》，薛伟是迄今为止获国际小提琴比赛奖
项最高和最多的中国音乐家，被誉为当代
最杰出的小提琴大师之一。

中国交响乐团是我国最优秀的职业交
响乐团之一。该团在国际巡演中出访了
欧、美、亚、南美许多国家，乐团令人信服的
艺术表现和独具特色的中国神韵赢得了各
国听众的高度赞誉，是迄今为止唯一受到

英国《泰晤士报》及美国《纽约时报》、《华盛
顿邮报》等权威媒体专题评论的中国乐团，
乐团现任团长是河南籍著名作曲家关峡，
著名指挥家汤沐海任荣誉指挥。

河南交响乐团始建于 1967年，30多年
来，涌现出柳耀庭、吴歌、岳辉等多位指挥
家和大批的演奏家，曾成功地演奏过数十
部中外歌剧、舞剧、戏剧等作品，排演了数
十台交响音乐会，深受广大观众喜爱，被我
国著名指挥家李德伦先生誉为“年轻而充
满活力的乐团”。在春节前为河南父老乡
亲送上一场“新春音乐会”的文化大餐，对
河南交响乐团来说，今年是第三个年头了。

俄国家芭蕾舞剧院携手俄爱乐乐团

精彩演绎芭蕾三经典

拜祖大典盛况 张爱图 摄

《小战象》《喜羊羊》

添趣寒假大银幕
本报讯（记者 秦 华 左丽慧）为了丰富青少年的寒

假生活，我市各大影院推出了《小战象》《喜羊羊》两部
动画片满足青少年的观影需要。《小战象》昨日在大上
海国际影城首映，影片漂亮的画面、充满励志色彩的故
事情节得到了不少观众的认可。

泰国动画片《小战象》幕后团队强大，该团队曾制
作《冰河历险记》等著名动画片。据介绍，影片中小动
物的造型均使用 3D计算机绘图，层次感强、非常夸张
可爱，很容易被青少年所接受。影片主要讲述了战象
甘桂的成长故事。小象甘桂为找寻素未谋面的父亲，
偷偷离开了大森林，在充满冒险的旅途中，甘桂结交了
许多知心朋友，并最终成长为一头充满斗志和力量的
战象，为自己的国家打赢了历史上的重要一战。影片
充满了励志色彩，同时还融入了幽默的对白、感人的亲
情等元素，达到了寓教于乐的目的。

相比较《小战象》较为浓重的励志色彩，国产动画
片《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牛气冲天》显得较为轻松幽默，
影片风格“无厘头”，台词爆笑，分别调侃了“山寨”、“三
聚氰胺”、“微软黑屏”等一系列 2008 最热门的流行事
件和流行语。影片还吸引了众多当红明星的加盟：范
冰冰将首次献声为影片中的反面角色红太狼配音；影
片主题曲《Happy 牛 Year 你最牛》由人气歌手阿牛操
刀填词和演唱；此外，好男儿“兄弟联”的四兄弟也将联
袂为影片配音。

此外，制作方还邀请香港当红明星为《牛气冲天》
粤语版配音。亚洲新一代人气偶像林峰为人见人爱的

“喜羊羊”配音；香港小姐冠军徐子珊献声最爱臭美的
“美羊羊”；贪婪蠢笨的“灰太狼”由香港TVB当家小生
黄宗泽配音。歌星阿牛除填词并演唱影片主题曲

《Happy 牛Year 你最牛》外，还争取到为白牛国王配音
的机会，可谓普通话版和粤语版“通吃”。

该片将于16日与绿城观众见面。

中原

大 台舞舞

本报讯（记者 李颖）记者昨日从
河南艺术中心获悉，1月 20日至 24
日，三大经典芭蕾舞剧《天鹅湖》《睡
美人》《胡桃夹子》将作为河南艺术中
心新春演出季的压轴大戏在大剧院
连演5场，这也是柴科夫斯基三大经
典芭蕾舞剧首次同时亮相郑州舞台。

1月 20日至 21日，首先与绿城
观众见面的是《睡美人》。《睡美人》是
芭蕾史上一部上乘的梦幻剧。彼季
帕的编舞与柴科夫斯基的音乐近乎
完美的结合，使其历经百年仍是芭蕾
舞史上最出色的舞剧，《睡美人》也因
为富丽堂皇、豪华宏伟和丰富多彩而
被后人称为“芭蕾艺术的百科全书”。

1月22日，《胡桃夹子》紧随其后
登上大剧院的舞台。该剧由“俄罗斯
芭蕾之父”伊万诺夫编导，被称为百
年不衰的“圣诞芭蕾”，是世界各著名
芭蕾舞团爱不释手的经典剧目。它

华丽壮观的场面、诙谐有趣的表演，再配
合柴科夫斯基的音乐，赋予舞剧以强烈
的感染力，这也是它吸引观众的“法宝”。

1月 23日至 24日，《天鹅湖》作为压
轴大戏最后与观众见面。《天鹅湖》是柴
可夫斯基 1876年开始创作的，其音乐被
评论家称之为“第一次使舞蹈作品具有
了音乐的灵魂”。

据了解，本次在河南艺术中
心上演的三大经典芭蕾舞剧都将
由俄罗斯国家芭蕾舞剧院出演，该
团最早成立于 1878年，拥有悠久
的历史，剧院的艺术指导维亚切斯
科夫·戈而杰耶夫是当今世界闻名
的芭蕾艺术大师。剧团骄人之处
还在于拥有14位在国际芭蕾舞大赛中获奖的芭蕾明星。与
以往播放伴奏音乐不同的是，此次芭蕾表演还邀请俄罗斯
爱乐乐团进行现场伴奏，80名来自俄罗斯各乐团的优秀音
乐家将为三大芭蕾经典奏响最美的旋律。届时，郑州观众
可以一次性彻底、尽情地感受俄罗斯芭蕾的永恒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