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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神”舞进国家大剧院
3月3日晚9时35分，《水月洛神》演出已经

结束，参演的群舞演员、男女主演走向前台向
热情的观众致意谢幕，15 分钟后，这个画面依
然定格不变，掌声却越来越热烈，伴随着掌声
的还有欢呼声和呐喊声，不少观众涌向台口，
频频向舞台上的演员挥手。

当晚，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文联主席孙
家正，原中央军委副主席曹刚川，中国文联党
组书记赵实，原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刘永
志，原河南省委副书记赵地，原国家新闻出版
署署长于友先，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张海，和
现场2000多名观众一样，为剧中“建鼓”“婚礼”

“别离”等精彩篇章鼓掌，向谢幕的演员致以谢
意，久久不愿离去。

两天的演出，翩跹起舞的《水月洛神》震撼
了这座全国最高规格的艺术宫殿。国家大剧
院最大的剧场——歌剧院四层观众席座无虚
席，众多两会代表委员、知名艺术家慕名前来
观看，给予高度评价，盛赞这是一部带有中原
历史文化底蕴、古典与现代完美结合的舞剧。

全国政协委员王超斌激动地说：“郑州
能排出这么好的舞剧来北京演出，确确实实
为河南争了光，比起百老汇的秀，她一点也
不逊色。”

全国政协委员梅兴保认为，《水月洛神》能
受邀到国家大剧院演出，说明了它的实力。河
南有深厚的文化底蕴，这部剧把现代与传统完
美结合起来，很有魅力。

3日晚，演出结束后，来自德国和波兰的文
艺界人士一路跟随主创到后台，找到《水月洛
神》的“娘家人”，对这部富有民族文化特色、演绎
唯美浪漫爱情故事的戏剧大加褒奖。

艺术家眼中的“洛神”
两天的演出中，众多艺术家被“洛神”吸引

而来。
2 日晚，提前 10 多分钟入场的歌手韩红找

到自己的座位后整场没有再走动离开，即使中
场休息也是静静翻看节目册，精彩处毫不吝啬
自己的掌声。

入场时，带着儿子前来观看演出的张铁林
甚至用节目册遮挡了一下自己的脸，但听说郑
州来的媒体要采访他，非常配合，不吝溢美之
词，盛赞《水月洛神》“有气势、有味道”。他说：

“我演过很多秦汉时期的戏，《水月洛神》中的
汉代元素让我感觉亲切，比如水袖的运用让人
看了耳目一新。人物关系也非常清楚，情节跌
宕起伏，而且是一部可以很容易看懂的舞剧，
非常难得。”

青年舞蹈家刘岩坚持一定要看完全剧才
接受采访，对艺术给予了充分尊重的她表达了
自己的看法：“这么大制作的舞剧非常少，群舞
演员训练有素，主演都是当今舞蹈界的领军人
物。整部舞剧编舞巧妙，总体运用的是大手笔
写意手法，但细节制作上又非常精致，让人感
觉很震撼。”

本报讯（记者 秦华）北京
时代华语出版社日前策划出版
了雷锋主题系列图书，共包括

《伤痛无声——乔安山忆雷锋》
《雷锋：1940~1962》《雷锋箴言》
三本书，从多角度阐述了雷锋
精神。

《伤痛无声——乔安山忆
雷锋》是雷锋生前亲密战友、误
致雷锋牺牲的当事人乔安山独
家授权的有关雷锋的回忆录，
全书分为燃烧的青春、沉默的
情怀、失衡的年代、永远的雷
锋、寻访、对话等六部分，作者
乔安山带着悔恨的心情写就了
这本书。书中真实展现了雷锋
的成长之路，披露了关于雷锋
的大量史实、珍贵图片，并附上
了雷锋的部分日记手迹。

《雷锋：1940~1962》是香港

《凤凰周刊》杂志社执行主编、
画传创始者师永刚在策划编著

《蒋介石画传》《宋美龄画传》
《邓丽君画传》后推出的又一本
人物画传。全书收录了雷锋生
前300多张照片，作者还采访了
雷锋当年的战友，用图文并茂
的形式回忆了雷锋其人其事。
较为新鲜的是，全书摒弃了对
雷锋精神的传统化解读和榜样
化塑造，而是从现代人的生活、
心理、精神困境出发，全新解读
雷锋，全书更像一个青春版的
励志故事。

《雷锋箴言》收录了雷锋生
前的经典语句，以语录体的形
式，将雷锋严格的自我修身、严
格的学习和工作要求，完整地呈
现在读者面前，给人以温暖和向
上的力量。

雷锋主题系列图书出版
本报讯（记者 秦华）蜘蛛侠、

蝙蝠侠等好莱坞诞生的超级英雄
已使观众有些“审美疲劳”，近日，
红面具、黑战衣的泰国式英雄“红
鹰侠”登陆绿城，带观众经历一场
泰国式的正邪较量。

《红鹰侠》是泰国上世纪六七
十年代最著名的系列科幻动作电
影，题材新奇、场面火爆，极受观
众欢迎，在泰国可谓家喻户晓。
当年该系列片的男演员在拍戏过
程中，从直升机上坠海身亡，此意
外事件曾经轰动一时，令众多铁
杆影迷伤心不已。此后泰国也翻
拍过多个版本的《红鹰侠》电影，
但都没有第一代男主角深入人
心。目前正在奥斯卡电影院线旗
下大上海、大世界等影城热映的
新版《红鹰侠》能否超越第一部，
观众拭目以待。

新版《红鹰侠》由执导过《大
狗民》的韦西·沙赞那庭担任导
演，凭借恐怖片《鬼影》跻身一线
红星行列的阿南达·爱华灵咸主

演，历时3年制作完成。影片故事
背景设定在 2016 年的泰国，曼谷
已成为罪恶之都，各种黑帮势力
集结，百姓颠沛流离，此时，红鹰
侠出现了，他惩凶缉恶，与各类犯
罪行为抗争，很快成为正在推行
核武计划的马杜里犯罪集团的眼
中钉，与此同时，警察也因红鹰侠
杀害恶人而把他列为通缉犯，红
鹰侠腹背受敌……

《红鹰侠》主打特效，全片共
有 1400 个电脑特效镜头，是泰国
电影史上运用电脑特效最多的一
部影片，也是第一部运用动作捕
捉技术的泰国电影。影片场面火
爆，将红鹰侠和黑恶魔精彩而扣
人心弦的打斗场面表现得淋漓尽
致。片中既能看到暗黑城市、炫
酷打斗、极速飞车，以及似曾相识
的英雄战衣与面具等诸多在好莱
坞大片中运用过的元素，还能看
到东方式的黑暗奇幻风格的场景
设计，是一部能带给观众新鲜感
的英雄式电影。

3月 5日，苏
富比拍卖行在香
港举行2012年春
季中国瓷器拍卖
品预展，展出部
分即将拍卖的中
国瓷器工艺品。
拍卖会将于 4月
4日在香港会议
展览中心举行。
图为工作人员在
展示明朝永乐年
制造的青花“荔
枝绶鸟”图大盘，
估价 5000 万至
8000万港元。

新华社记者
黄本强 摄

泰国“红鹰侠”给你新鲜

由香港新锐导演周显扬执
导，才女杜致朗编剧，实力派影帝
张家辉、任达华联袂主演的新派
警匪片《大追捕》月中即将上映。
这部警匪片“新”在哪里？昨日，
记者通过影片宣传方采访了导演
周显扬。

周显扬曾参与制作《英雄》
《十面埋伏》《不能说的秘密》等
电影，后来做过李安的助理，参
与制作了《色·戒》，2007 年，推出
处女作《杀人犯》。周显扬说：

“《大追捕》的拍摄想法在制作《杀
人犯》时就产生了，因为我对真相
有很大的兴趣。那时候我就想，
世界隐藏了太多秘密和不为人知
的真相，如果一部电影主题是‘寻
找表面真相背后的真相’，那一定
很有意思，我相信唯有爱可以打

破世间误解，也只有勇气才能揭
开真相。”

周显扬介绍说，《大追捕》的
风格不同于以往香港经典警匪
片，“我认为一定不要让电影类型
限制住自己，《大追捕》虽是警匪
片，但我更看重故事是否动人和
人物设计是否有深度，它是一部
讲爱的片子。”

提到拍摄中最令人难忘的事，
周显扬说，张家辉的敬业最让他感
动：“张家辉已是七科影帝，片约不
断，但为了《大追捕》，他推掉了很
多戏，还花 7 个月去减肥，他靠眼
神和演技把癫狂哑巴杀手的角色
演活了。”其他几位演员在片中也
展示了新形象：任达华的颓废、文
咏珊的小清新、田壮壮客串的狱霸
等，一定会令人耳目一新。

寻找真相
——访香港导演周显扬

本报记者 秦华

本报讯（记者 栾月琳 文/图）
昨日，俄罗斯总统大选揭晓，现任
总理普京再次当选总统。与此同
时，河南工艺美术大师、著名锻铜
肖像艺术家王书品推出系列全手
工锻造的普京铜浮雕肖像。

记者昨日在王书品工作室看
到，墙壁上挂满了神情各异的普
京锻铜浮雕肖像，其中一件浮雕
作品中，普京头戴海军船帽，身着
海魂衫和毛绒大衣，背景是一座
山峰，神情坚定。王书品介绍说，
这件锻铜浮雕肖像名为《硬汉普
京》，最能代表普京刚毅的性格。
王书品说，这一系列共6幅肖像有
50×60厘米规格的，还有50×70厘
米规格的，都是参照普京照片，用
铁锤子一锤一锤敲打出来的，全

部制作完成用了半年时间。
据悉，2006年，王书品打造的

一幅普京铜浮雕肖像被选少林寺
中，作为礼品赠送给了来访的时
任俄罗斯总统普京。

我省工艺美术大师
打造普京系列铜浮雕

周显扬与张家辉在片场说戏

《红鹰侠》剧照

苏富比举行中国瓷器春拍预展

《水月洛神》演出现场

“非常唯美，

引人入胜，恭喜郑州

能够推出这么优秀的舞

剧作品！”3月2日、3日，

作为国家大剧院“2012新

春演出季”重要剧目之一，

由郑州歌舞剧院打造的大

型原创舞剧《水月洛神》

在国家大剧院连演两

场。适逢两会期间，《水

月洛神》为两会代表委

员、首都观众倾情讲述

了跨越千年的诗意故

事，这也是继去年两

会期间在北京保利剧

院成功演出后，《水

月洛神》再一次情

动京城。

观众微博直播观感
《水月洛神》这次晋京演出，郑州歌舞剧院专门

在节目册后面附上了观众留言卡，卡上写着“您的留
言将是舞剧不断提高的动力”。

这张留言卡带来了一个现象：每场演出结束后，
都有大量观众拥向剧场门口的工作台，一笔一画写
下自己的观感。

一位姓王的先生写道：“这是一道凄婉动人、美
轮美奂的艺术盛宴。”年轻的胡先生则在观看演出的
过程中就写下微博“直播”观感：“洛神，就像曹植的
品性、才艺，天赋神赐，不可割离，无法抢夺。这部美
好的舞剧，将深深留在观众的心里。”

著名历史学家李庚其作为一位普通观众来到现
场。在意见卡上，他认真写下了“一代情圣曹子建，
千古绝唱感甄赋”的字样。他说：“郑州歌舞剧院凭
借此剧获得了全国舞蹈界的最高奖项，一个地方院
团能走进国家大剧院来演出，本身就是对剧目的肯
定。今天我是慕名而来，自己买票来看的，看完后，
发现比我原来想得还要好！”

还要美些再美些
“《水月洛神》从打造之初，就考虑到当下观众在

艺术追求和欣赏心理上发生的时代变化。”《水月洛
神》总监制、市领导丁世显在接受中央电视台专访时
如是说。

郑州歌舞剧院力求打造出能吟唱百年的经典舞
剧。《水月洛神》挖掘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用中原文
化的影响力讲述了一段发生在3000多年前的历史故
事，运用现代的舞台艺术和表现手段拉近了历史与
现代观众的心理距离。

难得的是，这部剧从诞生以来，将不少大奖收入
囊中，却并没有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而是一直在
不断地听取采纳群众意见，尽量离观众近些、再近
些，还要美些、再美些。丁世显表示，北京演出结束
后，将致力把《水月洛神》打磨得更加完美，再考虑简
化舞台道具做出“瘦身版”洛神，到中国台湾、东南
亚、欧美去演出。“精品是个系列工程，不能一蹴而
就，也不是两部就结束了，今后郑州在精品的道路上
还会继续努力，越走越远。”

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

锻铜浮雕作品《硬汉普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