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袅袅美洛神飘渺水月间
众专家“把脉”《水月洛神》

■本报记者 李 颖 实习生 朱张文 文 李 焱 图

12 月 8 日晚 10 点，在河南艺术中
心，郑州歌舞剧院原创舞剧《水月洛
神》圆满完成了第二场的演出任务。
演出结束后，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丁
世显邀请罗怀臻、孙龙奎、陆文虎、茅
慧、白淑湘、欧阳逸冰、左青、刘廷禹、
蔡体良等来自全国文艺界的专家现场
座谈，恳请专家们畅所欲言，为该剧进
一步提升和改进“问诊把脉”，提出宝
贵的意见和建议。座谈会上，各位专
家对演出的圆满成功给予了充分肯
定，交口称赞“洛神”美，座谈会气氛现
场热烈。

著名剧作家罗怀臻称赞《水月洛
神》是真正意义上的原创作品。“品位
非常高，技术含量也非常丰富，在当下
这种肤浅的、浮躁的、浮华的、甚至于
浮夸的泛商业、泛娱乐、泛市场化文艺
创作大环境中，这样的作品非常难
得。作品显现了艺术家的独特眼光和
追求，建立起了一种现代审美引导下
的对地域、民族、古典、文化意韵的发
现、发掘和发扬。尤其难得的是，《水
月洛神》中，各艺术门类的创作都体现
了强烈的独创性，但又完整地整合在
一起，形成一种和谐。”

罗怀臻说，舞剧的故事从来都是
一个难点，但是冯双白在舞剧中所讲
的故事都很明白，《风中少林》讲出了
禅学、哲学，《水月洛神》则触及了人
性、人格。他把具体的历史人物抽象
到一种现实与梦境，因为每个人都有
现实与梦境的纠结，都有自然的人性
和对权力异化了的人性。故事文化定
位非常好，为当代舞蹈和现代艺术都
带来了新的启示。

罗怀臻认为，作品从开场到结束
剧场的张力始终没有松懈，在近两个
小时的演出中形成了一种观众对好电
影、好电视剧的持续性关注，非常难
得。它无处不体现出每一个艺术家的
良苦匠心，没有一处可以纳入一种模
式，堪称真正意义上的原创作品。

曾创作《红色娘子军》等近 30 部
舞剧音乐的作曲家刘廷禹表示，《水月
洛神》的演出很成功。成功的原因来
自于“三个高”：起点高，质量高，艺术
品质高。作曲郭思达的功底很好，剧
中配器、管弦乐队和民族乐器的结合
很到位。上半场的鼓舞、男子双人舞
都非常精彩，有个性，有创新，最后的

结尾非常漂亮。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中国舞

台美术学会会长、上海戏剧学院客座教
授蔡体良认为，舞剧比较完整、流畅，为
成功打下了很好的基础。相信经过打
磨和演员的进一步磨合，一定可以打造
出一台极具现代感的舞台演出。

原解放军艺术学院院长陆文虎曾
担任包括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在内
的重大艺术类奖项的评委，他表示，这
部舞剧不光专家能看懂，一般的观众
都能够欣赏。

中国动画学会副会长、国家一级
编剧欧阳逸冰称，《水月洛神》调动了
几乎一切可以调动的技术手段来营造
诗意氛围。

来自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
的研究员茅慧称，这是一部起点非常
高的舞剧，整体制作很精良，演员表
演、舞台等各个技术环节起点都很
高。从思想内涵看，舞剧站在一个新
的历史和时代的角度，反观历史上的
曹丕、曹植和甄宓三个人物，提出新的
艺术感悟，用舞蹈和舞剧的形式来表
现，既有高度也有深度，并且兼顾了浪
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手法，通过意念
中的情境和真实历史的场景交错来构
成整个舞剧的画面和逻辑关系，铺设
比较合理。

北京舞蹈学院副院长郭磊认为，
无论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追求，还是
现代元素的传达，从舞美、音乐、灯光

到服装，编导该表现的意图几乎已经
达到一个完美的境界。

专家们在充分肯定舞剧《水月洛
神》初演获得成功的同时，就下一步如
何修改和精细打磨提出了许多宝贵的
建议和意见，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一
是对剧中三个主人公曹植、曹丕和甄
宓的性格特征准确把握上；二是如何
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合理地呈现三位
主角的关系；三是借助舞蹈编排如何
丰富人物内心，塑造个性特点。

该剧导演佟睿睿对各位专家中肯
的意见和建议表示由衷的感谢，表示
一定要按照各位专家的意见和建议继
续精心打磨作品，争取在赴京演出时
呈现出完美答卷。

12 月 9 日，一个全省文艺新闻
出版工作者共同的节日。昨日下
午，河南电视台8号演播厅内一片欢
声笑语，改革开放以来获得全国性
文艺新闻出版大奖的 142 人受到省
委、省政府的表彰并获得共计655万
元的奖励，奖励数额之大、人员之
多，为近年来罕见。

我们开心，并不只是因为获得
金钱的奖励，更多的是因为感到荣
耀。政府这么肯定我们的成绩，给
了这么大的鼓励和支持，我们的激
动之情难以用语言表达——记者采
访的几位受到表彰奖励的人士表达
着同样的感受。

文艺新闻出版工作者们用自己
的方式来迎接这次盛会。环顾大
厅，墙壁上悬挂着各种风格的大幅
书画作品，无不表达着艺术家们回
报社会的拳拳之心和再创佳绩的
信心；表彰会的文艺演出中，李树
建、王惠、申小梅等著名豫剧表演
艺术家表演了《朝阳沟》《老子》《大
登殿》等经典剧目；新闻工作者忙于
采访和拍摄，用笔和相机记下这一

时刻。
正如省委、省政府所期望的，表

彰大会对于全省文艺新闻出版工作
者是一个巨大的鼓励。荣获第二届
中国曲艺牡丹奖表演奖的范军说：

“我们应该创作讴歌时代、讴歌人民、
反映中原百姓生活的精品力作，不辜
负全省人民对我们的厚爱。”文华奖、
梅花奖得主、省豫剧一团演员李金枝
激动地说：“我将继续以常香玉为榜
样，苦练基本功，为河南戏曲事业的
发展献上自己的微薄之力。”长江韬
奋奖获得者王天定动情地说：“有人
说我都 55 岁了，怎么还对新闻有这
样高的热情，因为我热爱这个我干了
一辈子的事业，我将努力在退休前拍
出更多的好照片。”省作协一位工作
人员说，他将再接再厉，希望将来也
能获得这样的荣誉……

这样的表彰大会今后每年都会
举行，我们有理由相信，有省委、省
政府的大力支持，有社会各界的关
注，有文艺新闻出版工作者的不懈
努力，我省的文艺新闻出版工作将
会取得更大的成绩。

这部舞剧让我感到震撼
——访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席白淑湘

■本报记者 李 颖

白淑湘是我国著名芭蕾舞演员，现任中国文
联副主席、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席。上个世纪，她曾
成功扮演了芭蕾舞剧《天鹅湖》中的白天鹅和黑天
鹅，塑造了《红色娘子军》中女主角琼花的形象，在

《海侠》《吉赛尔》《巴黎圣母院》《巴赫奇萨拉依泪
泉》和《希尔薇娅》等十多部古典芭蕾剧目中，都曾
出演过主要角色。

看完郑州歌舞剧院原创舞剧《水月洛神》
后，白淑湘感慨颇多。昨日中午，她接受了记者
的专访。

“来到郑州感觉特别亲切，郑州歌舞剧院名
声在外，《风中少林》走出了河南、中国，走向世
界，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播、弘扬贡献很大。
昨天晚上又看了《水月洛神》，感觉它的出现为舞
剧史上又增加了一部非常好的正剧，大美无言、大
悲无言、大爱无言，我觉得这个剧既古典又现代，
使我震撼。”

白淑湘表示，任何艺术样式都兼具娱乐、教

育、启迪人心灵的效应，一部好的作品必须有很深
厚的内涵积淀，并在不断积累和打磨中“立”于舞
台，而舞剧艺术集音乐、戏剧、美术、服装等艺术于
一身，是舞蹈的最高表现形式，也是对中国传统文
化的很好继承。就《水月洛神》来说，看得出创作
团队对文化的追求，在整个音乐、服装、美术、灯
光、视频效果方面，导演佟睿睿用了很多手法，尤
其是在中原传统文化的表达上，用了传统的十二
面汉砖墙，同时又融入时尚元素，镜子和月亮的运
用把天人合一、天地合一的哲学也融了进去，看得
出创作团队下了很多工夫，使得整部剧既有历史
感，也有时尚的气息，让人感动。

白淑湘认为，下半场舞剧结束时在月中水、水
中人的烘托中，洛神的形象呼之欲出的这一幕，目
前的手法可以尝试再变化一下。对于曹植和曹丕
的人物关系，可以用双人舞把他们的矛盾和内心
的东西表现出来，“舞剧就是要用舞蹈来表现人
物内心和情感”。

耿相新现任大象出版社社长兼
总编辑，他在 2007 年举办的首届中
国出版政府奖中获得优秀出版人物
奖。“那年是中国出版政府奖首次增
设优秀出版人物奖的评选，对出版
队伍的建设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
用，当时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出版社、
杂志社、印刷厂等单位的 50 余人参
与角逐，最终我拿到了这个奖项。
这不仅是对我个人，更是对大象出
版社的认可。”耿相新说。

“省委、省政府对荣获全国性文
艺新闻出版大奖的个人进行这么隆
重的表彰和高额度的奖励，我们感
到由衷的高兴和荣耀，这体现出党
和政府对文艺界人士和知识分子的
重视和鼓励。”耿相新激动地告诉记
者，面对如此“厚爱”，很难找到合适
的词语形容自己的感谢和激动之
情：“今后我将继续努力把出版工作
做得更好，努力发挥模范带头作用，
不辜负政府和社会对我的期望。”

在本报四楼采编大厅走廊的墙
壁上，悬挂着多幅年代感颇强的照
片，它们记录着本报从 1949 年成立
至今的重要事件，其中有一幅就是
李建峰拍摄的、获得中国新闻奖一
等奖的《迎着炸药扑上去》。可以想
象，时任本报摄影记者李建峰在抓
拍这组照片时也同民警一样面临着
生命危险，他这种对新闻事业的敬
业奉献精神激励着每天从这里进进
出出的采编人员。

记者昨日在表彰会现场见到李
建峰时，他手里仍拿着沉重的专业
相机，脸上透着喜悦：“《迎着炸药扑

上去》获奖已经10年了，这张照片带
给我许多荣誉，更带给我责任，这么
多年来我仍从事新闻摄影工作，我
热爱新闻事业。”李建峰说，虽然他
现在已经不在郑州日报工作，但他
永远不会忘记日报对他的培养：“我
时刻关注着郑州日报、郑州晚报，希
望越办越好。”

“作为一个记者队伍里的‘老人’，
我有责任带好年轻记者，把自己积累
的新闻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们，
同时我也希望年轻的记者同行能多深
入基层去发现、挖掘新闻，为党的新闻
事业做出更大贡献。”李建峰说。

中国剧协副主席、著名豫剧表
演艺术家、省豫剧二团团长李树建
无疑是此次受奖励最多的人——他
主演的《程婴救孤》《清风亭上》等作
品3次获文华表演奖，一次获戏剧梅
花奖，此次获得20万元的奖励。

昨日见到李树建时，他正在紧
张地筹备表彰大会的文艺演出。

“这次表彰大会十分隆重，体现出
党和政府对艺术生产、创作的重视
和对艺术人才的关心爱护。”李树
建动情地说，省委、省政府给予了
文化事业很大支持，河南文艺界的
春天到来了，今后他将继续埋头苦

干，努力推出更多精品力作，回报
政府和社会，为繁荣我省戏剧事业
添砖加瓦。

李树建表示，他将把此次获得
的20万元奖励全部捐献给河南省生
命关怀协会，这个协会的会员都是
勇敢与病魔做斗争的重症患者。“我
父亲50多岁死于癌症，那时家里穷，
没钱给他治病，这成为我心中永远
的遗憾，所以我现在特别希望能尽
我所能地帮助这些急需帮助的人。”
李树建说，他主演的戏曲艺术片《清
风亭》目前已经进入后期制作阶段，
预计春节前后与观众见面。

《快乐星球》走进《大风车》
本报讯（记者 李颖）我国首部大型

科幻少儿电视剧《快乐星球》总导演张
惠民日前受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主持
人鞠萍之邀，携《快》剧部分小演员做客
改版后的首期《大风车》，畅谈《快乐星
球》拍摄过程中的酸甜苦辣。

《快》剧自 2004 年国庆长假首次登
陆央视，迄今已成为在中央台 6 个频道
反复播出的保留剧目，也成为中央电视
台近年来每逢寒、暑假的必播剧、常播
剧，同时也是央视近10年来重播次数最
多的儿童电视剧。尤其是今年暑假，央
视少儿频道《大风车》栏目重播《快》剧
第一、二部，收视率达2.6%，进入同时段
全国卫视台黄金时段收视率前 8 名，对
一部已经重播多次的电视剧来说，堪称

“收视奇迹”。央视《大风车》栏目应全
国广大小观众的强烈要求，特邀剧组主
创走进《大风车》，揭秘《快》剧热播后的
秘密。

该节目将于明晚7点半在央视少儿
频道同观众见面。

“长江杯”网络小说大赛

河南作家
《吻狼》获奖

本报讯（记者 李颖）记者昨
日获悉，我省作家杨山林创作的
两部作品在日前举行的“长江
杯”网络小说大赛中获奖。其
中，“颠覆宋史”系列长篇小说之
第一部《吻狼》获三等奖，中篇小
说《夺命温柔》获优秀奖。

“长江杯”网络小说大赛由
湖北省委宣传部、湖北省委外宣
办等主办。小说《吻狼》从文化、
人性的视角审视历史，解析历史
人物行为，探究时势和人性搏击
的轨迹，颂扬真善美。自今年 5
月在“现在网”连载以来，总点击
率位居榜首，读者评价其独创

“历史演义之新风”。最终，在
“长江杯”网络小说大赛参评的
4000多部参赛作品中，《吻狼》脱
颖而出，荣膺三等奖。《快乐星球》主创人员受鞠萍（左四）之邀做客《大风车》

受到表彰的文艺新闻出版工作者济济一堂

《水月洛神》剧照

埋头苦干回报社会
——访文华奖、梅花奖获得者李树建

■本报记者 秦 华

难忘郑州日报培养
——访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获得者李建峰

■本报记者 秦 华

发挥模范带头作用
——访中国出版政府奖获得者耿相新

■本报记者 秦 华

牢记辉煌 再创佳绩
——河南省荣获全国性文艺新闻出版大奖表彰大会侧记

■本报记者 秦 华 文 李 焱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