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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林小子舞动“九艺节”

本报广州专电（记者 王微晶 刘超峰 通讯员 张耀峰 文/图）昨晚，
由文化部、广东省政府主办，广州市政府承办的第九届中国艺术节开
幕式文艺晚会《中国盛典》在广州体育馆举行。著名歌星宋祖英、毛阿
敏等参加演出，来自登封少林鹅坡武院的40名少林小子也登台亮相。

本届艺术节开幕晚会的主题是“艺术盛会，中国盛典”，共分四个
篇章：《序曲·中国之约》，《岭南听涛》，《艺海拾贝》和《直挂云帆》。河
南登封少林鹅坡武院40名队员应邀参加了《序曲》演出（上图），他们扮
演的雄狮威武勇猛，生动活泼，表演中把高超的少林武术和优美的舞
狮动作融为一体，赢得了观众阵阵掌声。鹅坡武院院长梁少宗介绍
说，这是少林鹅坡武院继第八届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开幕式演出、第
49届世乒赛开幕式表演、广东国际旅游文化节开幕式演出后，第四次
到广州参加大型表演活动。

据悉，“九艺节”期间，主办方将开展第十三届“文华奖”和第十五
届“群星奖”评选活动，举办114台各类文艺演出。

中国木偶剧院下月莅郑

献演《木偶奇遇记》

本报讯（记者 秦华）还记得那个说
谎后鼻子会不断变长的小男孩儿吗？没
错，他就是《木偶奇遇记》中的匹诺曹。
在成功引进《绿野仙踪》后，河南电视台
天乐传媒再次引进适合小朋友观看的大
型人偶音乐剧《木偶奇遇记》，6月5日、6
日，该剧将在河南电视台 8 号演播厅连
演两场。

人偶音乐剧《木偶奇遇记》改编自
意大利著名同名童话，由国家级木偶剧
院——中国木偶剧院耗巨资打造而成。
剧中，主人公木偶匹诺曹渴望成为一个
真正的男孩，在实现愿望的过程中，他结
识了小仙女等朋友，遇到了许多有趣的
事。最终，淘气、爱说谎的匹诺曹成长为
一名诚实、听话、爱学习、爱劳动，并且乐
于助人的小男孩。

据介绍，《木偶奇遇记》一改传统木
偶剧与观众互动不足的缺点，将采用开
放式的舞台结构，以增进与观众的互动
与交流。此外，卡通人物表演与传统木
偶表演相结合的新颖表现形式、逼真的
舞台布景、绚美的声光电效果、俏皮的人
偶服饰等都为该剧增添了不少看点。该
剧曾在北京、上海等多个城市演出，获得
观众的喜爱和好评，曾荣获“年度百场演
出奖”。

本报讯（记者 秦华）去年，由国际滑稽大
师联袂献演的“小丑嘉年华”吸引了众多家
长带着孩子观看，小丑们幽默风趣的表演让
观众乐翻了天。5 月 18 日，20 多位国际滑稽
大师将再次来到河南艺术中心，除了带来精
彩的表演，小丑们还将与现场观众进行“亲
密接触”。

据介绍，此次“小丑嘉年华”汇集了波兰、
俄罗斯、乌克兰、立陶宛等十余个国家的顶级
滑稽表演大师，可谓“名丑”云集。本次演出
涵盖了滑稽哑剧、滑稽木偶和滑稽杂技等多
种表演形式，小丑们将以丰富的肢体语言、夸
张的动作表情、精彩的绝技展示等玩转全场，
带给观众快乐。

演出中有几个表演尤为值得关注：摩尔
多瓦“杜姆布拉夫和亿万斯汀卡小丑组合”表
演的“口哨杂耍”声情并茂，欢快搞笑；乌克兰
著名滑稽组合“库利科夫·尤利亚和维克多利
亚”表演的滑稽木偶，将带给观众意想不到的
开心；波兰著名滑稽笑星托姆茨克·鲍特表演
的“滑稽独轮车”，将以扎实的杂技功夫，灵活
的头、手、脚配合博观众一笑。

为了让每一位观众都能与小丑“亲密接
触”，河南艺术中心特别推出了“全程娱乐服
务”，只要一踏入观众席入口，没准儿就会遇
到有小丑拍拍你的肩、扯扯你的衣服，和你共
同进行一段互动节目。在演出中，还有机会
被邀请为表演嘉宾，走上舞台和国际滑稽大
师一起表演，模仿他们夸张的表情和搞笑的
动作，与在座的观众一同分享快乐。

重整渔鼓待后生
本报记者 李 颖 文 李 焱 实习生 徐宗福 图

民间曲艺传百年
4 月 26 日，商水县阳城公园里，杜

三合老人为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新
发现报道团一行表演了渔鼓说唱。渔
鼓也叫渔鼓道情，当地老百姓叫“梆梆
筒子”。其形式是用三尺三寸长的竹
筒，两端蒙上皮，配上木筒板拍打发出
响音说唱。艺人说唱时，右手拍击渔
鼓，左手敲击竹板作为伴奏，因为唱词
通俗易懂，场地不受限制，渔鼓深受当
地百姓的喜爱。

63 岁的老艺人杜三合说，关于唱
渔鼓的道具“蓝条”还有个动听的传
说。据传，道家有五根竹筒，其中女娲
补天用一根，道家祖师爷李耳处存一
根，撑船摆渡的船尾杆用一根，韩湘子
传道用一根，还有一根下落不明。唱渔
鼓用的道具蓝条就是韩湘子的那一根

“道筒”，共计三尺七寸。韩湘子在民间
传道，遇见乞丐向他讨饭，就把道筒截

给乞丐三寸，后来乞丐就以打“莲花落”
为生；韩湘子到染坊传道，截给了染坊
一寸做染布牌子，下余三尺三寸就成了
唱渔鼓的专用道具。因道筒四周用蓝
布缠绕，所以称为蓝条。

眼下仅余俩传人
63岁的杜三合自幼喜爱说唱艺术，

11 岁慕名拜周口道情艺人周名扬为
师。当时杜三合师兄弟 8人，个个能说
会唱，各有所长。50多年过去了，现如
今，师兄弟中6人已辞世、一人改行，精
通渔鼓说唱艺术的仅剩杜三合一人了。

商水县文化局副局长张宏介绍
说，由于渔鼓的唱腔全凭口传心授，唱
词没有文本，唱腔没有专人设计，历代
很少或根本没有文字记载，学艺周期较
长，需 3 年方才出师，目前演出市场已
严重萎缩，导致这朵民间艺术之花濒临
灭绝。现在，商水县还能唱渔鼓的只有

杜三合和他的女弟子赵春。
难得的是，为传承这门说唱艺术，

杜三合常年坚持在基层演出，从 1978
年开始参加宝丰马街书会，在观摩学习
其他姊妹艺术的同时，把渔鼓说唱艺术

展现给全国各地的艺术家、说唱艺人和
广大观众。

为保护这一传统民间艺术，目前，
渔鼓已入选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名录。

“南澳Ⅰ号”
出水一批瓷器

据新华社广州 5月 10日专电（记
者 赖少芬）记者 10 日从广东省文物
局获悉，明代沉船“南澳Ⅰ号”水下考
古项目已经取得阶段性进展。水下
考古队在抽取沉船上层覆盖淤积物
的过程中，清理出相互平行的 3 组木
质沉船隔舱板，隔舱板之间发现一摞
摞码放整齐的瓷器。

据水下考古队领队孙键介绍，从
5月1日开始，天气状况有所好转，“南
澳Ⅰ号”水下考古工作重点从外围和
表面散落文物的采集转向沉船区域
内沉船船体及船载文物的发掘。

孙键说，目前见到的文物种类主
要是青花瓷大盘，也有少量碗、钵、杯
及金属凝结物，其中青花瓷大盘和带
盖青花瓷钵是有代表性的器物，瓷胎
和釉质比较厚重，青花颜色不太鲜
亮，发灰或者发黑，无论人物还是花
草图案都比较随意，器表施满釉，底
足粘有细砂，即“砂足器”，属于外销
瓷中的常见类型。

同时，沉船表面及外围散落文物
的采集工作仍在继续进行。截至5月
9 日，采集出水的完整或者可复原文
物已达1000余件，出水文物主要类型
仍然是外销瓷器青花瓷大盘、碗、钵、
杯、罐、瓶等，此外还有釉陶罐、铁锅
及铜板等。

“南澳Ⅰ号”沉船位于汕头市南
澳县东南三点金海域的岛屿和半潮
礁之间。2007年5月因南澳县渔民的
生产活动发现沉船遗址的准确位置，
从出水文物初步推测为明代晚期。

“南澳Ⅰ号”水下考古项目由广东省
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国家水下文化遗
产保护中心共同实施。

5月7日，郑州十九中的学生在校园内放声歌唱。该校已连续5年
举办春日放歌暨诗文诵读比赛，难能可贵的是，当日赛歌的七年级8个
班级中，有4个班级所选曲目都是该校师生的原创歌曲，包括前段时间
为玉树灾区同胞谱写的赈灾歌曲《家》。 本报记者 李 焱 摄

中学生唱响原创歌曲

昨日，从第六届全国儿童艺术展演暨“魅力校园六一晚会”上传来
喜讯，金水区纬四路小学选送的舞蹈《幸福一家》荣获金奖。该节目还
应邀赴京参加中央电视台《魅力校园》栏目 2010年“六一”晚会，将于
“六一”期间在央视少儿频道播出。

本报记者 党贺喜 通讯员 齐瑞恒 摄

《幸福一家》儿艺展摘金

杜三合在表演渔鼓说唱

少林小子在开幕式上表演舞狮

去年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时，周口市惊喜地发现，商水县一
位名叫杜三合的老艺人还会唱传统的说唱艺术——渔鼓。据悉，这种

传统曲艺盛行于清末并流传于民间，已有 100多年历史，如今，在我省

只有63岁的杜三合及其女弟子会吟唱。

河南非物质文化遗产巡礼河南非物质文化遗产巡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