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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生命就在舞台上
——访中国豫剧节“豫剧艺术终身成就奖”获得者马金凤

本报记者 秦 华 文 唐 强 图

感谢各界厚爱
早就听说马金凤虽是国宝级艺术家，但对人极

慈爱谦和、没有架子，总是替他人考虑。记者采访马
老时，才体会到这些评价绝非溢美之词。28日上午，
我们按照约定时间敲开了马老的家门。一进门，满
面笑容的马老就亲切地拉起了记者的手：“外面下雨
了，没淋着吧？你们来采访我，谢谢你们对我和豫剧
的关心。”

“这次获得豫剧节终身成就奖，是党和人民对
我的鼓励和肯定，我十分开心和感动。”马金凤说，
她经历过旧社会的苦难和沧桑，政府和人民大众的
深情厚谊使她明白，只有唱好戏才能回报这种厚
爱，这次的奖项，是对她80年艺术生涯的肯定。

一生痴迷戏曲
6岁登台，马金凤唱了 80年的戏。如今，耄耋

之年、儿孙满堂的马金凤，原本可以尽享儿孙绕膝
的天伦之乐，然而她依然活跃在舞台和讲台上，为
传播发展豫剧尽力。

“母亲将绝大多数的时间都用在了豫剧艺术
上，她的眼中只有戏。我记得小时候母亲在洛阳，
我常年跟姥姥一同生活，一年也只能见母亲3天，那

时候我无法理解母亲为什么将戏看得比自己的儿
女还重要。”在马金凤的女儿马汎浦看来，母亲对于
戏曲的迷恋已经到了如痴如狂的地步。“为了唱好
戏，母亲对自己的要求非常苛刻。她非常重视保护
嗓子，烟酒不沾，从不吃刺激性的食物，她的‘金嗓
子’绝非天赋，而是从痛苦的磨炼中得来的。”

“母亲不止一次对我说，能为群众演戏是她这辈
子最大的幸福，只要是为群众演出，不管多远、多累，条
件多么艰苦，她从不推辞。只要是戏迷有要求，母亲都
尽量满足，她不止一次只为一个戏迷表演，那种认真劲
儿谁见了都很感动。”“如果是晚上6点的演出，母亲从
下午2点就开始化妆，一化就是3个小时，然后换好戏
服，一直站着候场，因为母亲的戏大多是压轴曲目，所
以经常一站就是几个小时，但是她从来不喊累。”

听到马汎浦聊起这些往事，马金凤老人竟有些
羞涩：“我的生命就在舞台上，戏迷们在台下听我唱
戏是我最开心的时候，女儿说的这些并不是什么值
得炫耀的事，这都是应该做的。”

提携年轻演员
“我从小就学戏，非常了解找到好老师学习挺

不容易的，所以现在只要是有年轻演员来找我指
点，我都是有求必应，有啥教啥。”马金凤说，作为老

一辈艺术家，她有责任将自己一生所学倾囊相授，
“不管是本省的还是外省的，只要是真心想学戏的，
我都会认真教。”

“如何把老中青三代的力量结合起来，甚至帮
助年轻一代超越我们，把豫剧艺术传承下去，是我
一直思考的问题。”马金凤说，希望有关部门能组织
培训班，请造诣较深的老艺术家分期分批地授课，
使年轻演员能系统地学习到表演技法。

对于年轻演员，马金凤语重心长地告诫：“一定
要向社会学习，向大自然学习，向人民学习，一定要
心里装着观众。一个演员演得好不好，首先取决于
自己有没有生活体验，艺术总是从生活中提炼出来
的，大到演戏风格，小到一个眼神，都是从生活体验
中得来的。”

马金凤尤其强调基本功的重要性：“现在演出
条件好了，室内演出时都配有无线话筒，但是年轻
演员一定不要忽视基本功的训练。演员们经常下
乡村、社区等基层演出，室外演出往往没有那么好
的条件，这就需要演员有扎实的基本功，这样即使
没有话筒也能让观众看得清楚、听得明白。”

马金凤老人托本报记者转告关心她的戏迷和读
者：“我的身体一直很好，眼不花耳不聋，请大家放
心，碰到合适的机会，我还会再登台为大家演唱。”

“昵称剧坛寿星，美誉洛阳牡
丹。她因豫剧而年轻，豫剧因她而璀
璨。她拥有四代观众，她寄托着五大
名旦的历史挂牵。马派艺术溪成河、
河成江、江成海，她仍然在挂帅。她
演绎着九旬登台的梨园神话，她是不
老仙。”这是 28日晚第二届中国豫剧
节颁奖典礼上，组委会授予豫剧泰斗
马金凤“豫剧艺术终身成就奖”时的
评价。

这位年近 90高龄仍活跃在舞台
上的老艺术家，以自己的一生践行着
对于戏曲的痴迷和热爱。

昨日，河南省书画名家六人行作品展在荥阳市植物园开幕，展
览会集了张大勇等6位艺术家的数百幅书画作品。图为书画家现场
挥毫，一展风采。 本报记者 唐 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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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维亚 朱海担纲主创

河南原创舞剧《太极》启动
本报讯（记者 秦 华 实习生 宋金泽）28日上午，由河南省歌舞演

艺集团打造的大型原创舞剧《太极》在焦作市温县陈家沟举行签约
启动仪式。该剧由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副总导演陈维亚担
纲导演，中央电视台著名策划撰稿人朱海担任编剧，是河南省文化
厅今年确定的重点剧目之一。

舞剧《太极》以太极拳300年的传承为历史背景，以河南焦作陈家
沟太极拳创始人陈王廷的传奇经历为主线，截取不同人物的精彩片
段，塑造了一组大河群英谱。据了解，整部舞剧采用“舞蹈+武术”的呈
现方式，将运用高科技的舞台手段，来反映太极文化的博大精深。

陈维亚说：“太极文化是中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陈家沟是太
极文化的发源地，我们主创团队是一群太极文化的朝圣者，已多次
到陈家沟进行采风、调研，希望能为观众打造出一部思想性、艺术
性、观赏性完美统一的舞剧，能更广泛地传播太极文化。”

省歌舞演艺集团董事长周虹表示，舞剧《太极》是河南省歌舞演
艺集团继《汉风》《风情河之南》和《木兰诗篇》之后的又一原创力作。

本报讯（记者 秦华）昨日，河南公益无限艺术团及大河
剧团成立揭牌仪式在河南艺术中心艺术馆举行。中国剧协
副主席、中国国家京剧院终身艺术指导、京剧表演艺术家刘
长瑜受邀担任这两个剧团的总顾问。今后的每周四、周五，

“公益无限系列文化活动”将为观众带来免费演出，新成立
的这两个公益文化团体将作为常演队伍参与其中。

据介绍，今年7月底，由省文化厅主办，省群艺馆、河南
电视台等承办的“公益无限系列文化活动”在河南艺术中
心艺术馆启动，至今已演出 11场。这些演出形式多样，内
容丰富，既有获得国家文化大奖的剧目，又有以“不老英雄
李文祥”为原型的新创小品小戏，还有轻松活泼的歌舞表
演，前来观看的群众络绎不绝。

省群艺馆馆长姚向东介绍说，一直以来，民营文化参
与公共文化服务都备受制约，经过“公益无限系列文化活
动”的尝试，省群艺馆确定了以省群艺馆办社会文化团体
的方法，建立河南公益无限艺术团及大河剧团，目前这支
团队已拥有演职人员 52名，希望这样的公益文化队伍，能
为民营文化团体投身公益文化事业构筑良好的平台，激活
民间文艺人才参与公益事业的热情。

“我们的计划是，2012年，组织公益无限系列文化活动达
到100场。今后每周四、周五，公益无限活动将继续在艺术馆
小剧场举行，观众可以凭有效证件免费领票。”姚向东说。

本报讯（记者 李 颖）在第 62个国庆节来临之际，被人事部授予
“著名国画艺术家”称号的韦选毅，再次向商城高中捐赠价值 100多
万元的图书。至此，韦选毅已累计向商城高中捐赠了价值 200多万
元的图书。

现年 52岁的韦选毅是闻名画坛的“大路画派”的代表画家。经
过 30多个艺术春秋的跋涉与求索，韦选毅近年在全国、全军书画比
赛及展事活动中，先后数十次斩获大奖。在共和国建国60年大庆之
际，他创作的巨型山水画《浩气正清华》被国家永久收藏，并悬挂于天
安门城楼中央大厅。

去年，韦选毅从一位朋友口中了解到，位于豫南大别山革命老
区的国家级贫困县商城县是个连续夺得全市高考“六连冠”的“大别
山下状元县”，但该县高中的藏书却寥寥无几。在第 61个国庆节来
临之际，韦选毅向商城高中捐献了3万余册图书，价值逾百万元。

时隔一年，韦选毅再次向商城高中捐赠价值100万元的图书，表
现出一个艺术家的精神追求。

我省版画作品集中展示
本报讯（记者 李 颖 文 丁友明 图）今年是中国新兴版画运动80

周年，也是中国美协决定实施的“中国版画年”，为此，全国各地版画
活动风起云涌，在这一阵阵浪潮中，河南省第6届版画展昨日在郑州
市美术馆开展了。

“国、油、版、雕”，版画，一直被认为是传统中国美术的四大画种
之一，中国的版画是古老的——传统的木版年画可上溯到1000多年
以前，彩陶、汉砖和治印、盖章以及青铜器上的印痕那样的“准版画”
历史就更为久远；但是，中国的版画也是年轻的——自从鲁迅先生
倡导中国新兴版画运动开始，从以“再现”为目的的复制性版画，到
以“表现”为目的的创作性版画，中国版画仅仅走过了80年历程。

河南老一代版画家陈天然、王威、沙清泉、李小然为河南版画打
下了深厚的基础。本届版画展共有123位作者的141幅作品入选，不
仅参展作者的人数和作品数量均超过往届，而且作品质量也有了显
著的提高。展览面向公众免费展出至10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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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秦 华）为让
河南观众近距离地感受国际
一流艺术场馆的魅力，河南艺
术中心将在 10月 4日~5日举
办公众开放日活动，届时，市
民可以进入河南艺术中心大
剧院、音乐厅免费参观。

据介绍，公众开放日期
间，观众可观赏到斥资千万元
打造的世界顶级舞台机械技
术功能展示，如升降吊杆的波
浪展示、后旋转舞台展示、舞台
升降展示等，还可以在音乐厅
聆听世界最著名的奥地利“里
格尔”传统管风琴演奏。在大
厅内，还将设有河南艺术中心
开门迎客3年来所上演的优秀
演出剧目、演出团体剧照以及
艺术家签名等展示区。

据悉，此次公众开放日时
间为 10 月 4 日~5 日 14：30~
17：30，有兴趣的市民可于 2
日、3日申领免费参观券。

“迎国庆、军民一家亲”大型誓师动员文艺慰问演出前日晚在郑
举行。来自河南省歌舞演艺集团等单位的演员表演了大型歌舞演
出、乐器弹奏、相声小品、川剧变脸等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赢得官兵
们阵阵热烈掌声。 本报记者 汪静文 摄

9月 28日，“2011中国电影节”
在韩国首尔开幕。中国女星江一燕
和韩国男星朱镇模担任此次活动的
宣传大使。2011年中国电影节展映
作品包括巩俐、高圆圆等主演的 11
部女性题材电影，开幕影片是由张
之亮导演执导、桂纶镁和江一燕主
演的《肩上蝶》。

中韩自2006年开始隔年在两国
互办电影节，迄今已是第6届。11部
中国电影在首尔展映后，将移师韩
国第二大城市釜山播映。电影节将
在 10月 4日降下帷幕。图为中国演
员江一燕走过红毯，参加电影节开
幕式。 新华社记者 何璐璐 摄

2011中国电影节
在韩开幕

版画展现场

马金凤接
受采访时清唱
《穆桂英挂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