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址：郑州市陇海西路80号 邮编：450006 电话：编办67655215 编辑中心67655635 时政部67655732 经济部67655725 市县部67655286 文娱副刊部 67655548 广告部67655632 发行部67655511 广告经营许可证：郑工商广字001号 印刷厂87532636 零售1．00元

责编 王文捷 校对 屠会新
电话 67655289 Email:zzwbty@sina.com8 2012年9月10日 星期一

ZHENGZHOU DAILY

文体新闻

身高 2 米 11 的 NBA 巨星凯文·加内
特和郑州农村的一所小学，按常理两者根
本不会产生交集，但因为有了“爱心”，两
者在上周五阳光明媚的下午不但有了交
集，而且还有了更加亲密的接触。

献爱心 加内特很美
上周五下午，加内特才从哈尔滨飞抵

郑州，一下飞机，他顾不得休息便马不停
蹄地赶往中牟县蒋冲小学，向那里的农村
孩子们奉献爱心，与他结伴而行的还有著
名影星孟广美。他们参加了一项“给孩子
送双运动鞋”的公益活动，旨在让孩子们
充分感受到“奔跑的快乐”。

下午 5 点多，加内特抵达蒋冲小学，
这里的 200 多名孩子早已翘首期盼。看
到加内特现身，孩子们异口同声高呼

“KG”！看着热情的孩子们，刚刚还一脸
疲倦的加内特顿时笑容满面。在孟广美
的帮助下，加内特用不太熟练的中文认真
地念出一个个学生的名字，然后把运动鞋
一一送到孩子们的手中。这一刻的加内
特全然没有了NBA赛场上锋芒毕露的霸
气，有的只是爱心和耐心。看着孩子们在
学校里欢快地跑起来，加内特露出两排洁
白的牙齿笑道：“我很喜欢这样的公益活
动，能够给孩子们带来快乐，我的心里自

然也特别快乐。”

当老师 加内特很帅
奉献完爱心后，加内特又客串起体育

老师教孩子们练习投篮。由于孩子们的
个子低力量小，一般的投篮练习很难做
好。但这一点儿也难不住“专业出身”的
加内特，他站在篮筐底下，教孩子们打板
进框。只见他一抬手便摸到了篮板，看得
眼前的小同学一阵惊呼。加内特指着篮
板上的黑边对孩子们说：“碰这，碰这。”有
了NBA教练的指点，效果立竿见影，孩子
们的投篮立刻转化成了进球。此时的加
内特也是成就感十足，兴高采烈地跟孩子
们击掌相庆。

临近“下课”，当得知有一个孩子的
梦想就是“能够扣篮”时，一脸兴奋的加
内特不假思索地把这个孩子举过头顶，
帮助他实现了梦想。圆梦后，这位小男
孩开心得合不拢嘴，“加内特这个老师太
帅了，我非常喜欢他，真希望他就是我们
的体育老师。”

感恩球迷 加内特很high
在蒋冲小学奉献完爱心之后，加内特

又于上周五晚亮相金博大北广场，参加
“篮球是生命”——2012 安踏凯文·加内

特中国行（郑州站）活动。看着广场上人
山人海的绿城球迷，加内特也难掩内心的
激动之情，他动情地说：“对篮球的爱以及
篮球带给我的激情，是我打下去的最大动
力。”

终于见到了心中的偶像，绿城球迷一
浪高过一浪的“KG”呼喊声从未停歇。此
时站在台上的加内特，突然俯下身，趴在
台上做起了单脚俯卧撑，这个动作自他在
上赛季季后赛上做过之后，已经变成了他

“high”的标志。在与球迷互动环节中，一
位特意从浙江赶过来的女球迷有幸登台
与加内特“亲密接触”时，竟然失声痛哭，
加内特的魅力可见一斑。“来，为她鼓鼓
掌！”加内特一边对台下的球迷说，一边温
情地为这位女球迷递上毛巾擦拭泪水。

“虽然是第一次来郑州，但这里人们的热
情令我深深感动，这将使我终生难忘。”加
内特说。

加内特临走前也没忘了再给球迷一
个惊喜——他突然又趴下身去，再次做
起了单脚俯卧撑。而这也一下子将现场
球迷的激情燃到了极点。“谢谢你们所有
人，今晚能来到这里，来支持我，我爱你
们！”

紧张的行程，使得同样热爱中国功夫
的加内特，不能像奥尼尔一样亲身到少林
寺学习功夫，他也只能在蒋冲小学和球迷
互动现场，向小“师傅”们学习简单的太极
招式。对此，加内特有些遗憾地说：“我知
道郑州是一座有着悠久历史的城市，有机
会我一定会再来，认真探究一下东方文
化，尤其是要好好学一下中国功夫。”

本报记者 陈 凯 文 李 焱 图

上周五晚，第三届男排亚洲杯
在越南落下帷幕。中国男排在决赛
中以 3∶1 力克伊朗男排，首次捧起
该项赛事的冠军杯。同时，也是中
国男排时隔13年后再次获得亚洲冠
军。值得一提的是，带领中国男排
重夺亚洲冠军的正是咱们河南老乡
——河南天冠男排主帅谢国臣。尽
管谢国臣此次是以代理主教练的身
份带领球队夺取亚洲冠军的，但此
前有业内人士曾透露，此次亚洲杯
是对谢国臣执教能力的一次“大
考”。带领中国男排重夺亚洲冠军，
无疑将大大增加谢国臣“转正”的砝
码。但昨天记者联系到已经回到北
京做短暂休整的谢国臣时，这位少
帅却低调地表示：“亚洲杯阶段性的
工作完成了。对于主教练我并没有
考虑太多，一切服从组织安排。”

中国男排前任主帅周建安辞职
后，此前一直担任其副手的谢国臣
接过“帅印”。随后，为了备战亚洲
杯，谢国臣为新组建的中国男排抽
调了不少新人。通过亚洲杯的比
赛，新一届中国男排得到了锻炼。
对此，谢国臣评价道：“无论是个人
还是全队都打出了应有的正常水
平。从全过程看，队伍发挥还有起
伏，但在正常的范围内。”

新人新气象。谢国臣灌输的

“开心，自信，阳光”的新打球理念为
新一届中国男排带来了不少清新气
息。对此，谢国臣毫不隐讳地说：

“我们这支队伍集训时间比较短，为
了能让队员们在轻松的环境下训练
比赛，我们制定了这个理念，这其实
与中国男排的‘亮剑精神’并不冲
突。”

尽管是首次带领队伍征战国际
大赛，但谢国臣对这支中国男排并
不陌生，周建安在上任之初，就把他
招入队中担当助理教练，谢国臣已
经陪伴着中国男排走过了两个奥运
周期。对于个人在本次比赛中的表
现，谢国臣谦虚地说：“我给自己就
打七八十分吧。有些时候，我在临
场指挥方面还是存在一些不足，还
需要以后进一步加强学习。”

成功带队重夺亚洲冠军，不过
谢国臣仍然低调：“这次亚洲杯夺冠
并不能说明我们的实力有多强，比
赛中我们在攻防、拦网方面还是暴
露了不少问题，需要在以后的训练
中进一步解决。对于主教练，我并
没有考虑太多，我只是完成了一个
阶段的目标。至于能否成为中国男
排新任主教练，一切还要服从组织
安排。如果组织让我担任主教练，
我完全有信心把这支队伍带好。”

本报记者 陈 凯

男排亚洲杯夺冠为“转正”添砝码

谢国臣：一切服从安排

从院团多年没有获国家大奖，到
高中中国豫剧节金奖、中国戏剧节最
高荣誉——优秀剧目奖，从上海赢得
一片赞誉之声到北京“向党的十八大
献礼”首演成功，郑州市豫剧院的大型
新编历史剧《斗笠县令》在不到两年的
时间里，演绎出了一幕幕动人的“活报
剧”，这一个个精彩的片段连接起来，
又是一部气势恢宏的大戏！

序幕
郑州，作为经济总量连年来在全

国省会城市中位列前十的城市，如何
发展本应与之相匹配的文化建设？被
定位为中原经济区核心增长区的郑州
都市区建设，如何在文化影响力上发
挥挑大梁、走前头，起好龙头、重心和
示范的带动作用？建设华夏文明传承
创新区，如何将“传承”与“创新”两篇
文章一起做起来？深思熟虑后，郑州
市委、市政府梳理出思路：面临新时
期、新形势、新挑战，要树立精品意识、
实施精品战略，打磨、推出一批在全国
叫得响、站得住的文化品牌、精品剧
目。《斗笠县令》被列入视野。

第一场
选准“题眼”做文章

《斗笠县令》讲述了清朝道光十七
年，河南人曹谨来到台湾凤山县做知
县，在当地平冤狱、修水利、造福百姓
的故事，这部剧目取材于真实的历史
事件，是一出典型的清官戏，还是一部
正剧，但是，全剧并未因其题材受限而
流于枯燥、乏味。相反，编导抓住豫剧
长于抒情的传统个性，将细腻的情感
糅进修筑水坝与求赈灾粮的情节主线
之中。剧中，曹公“位卑未敢忘忧民”
的亲民之情，曹夫人想君所想、为君分
忧的夫妻之情，层次鲜明地表达出一
位贤吏的人生况味。

看完在北京长安大戏院的演出
后，来自总装备部的宣传干事王欣阁
抚掌叫好：“郑州市豫剧院是怎么从浩
如烟海的史料中发掘出这么一位典型
来的？太了不起了，表现的是一位清
代官吏的民本意识和‘执政为民’的宗
旨思想，却契合当下的政治语境，投射
了当下百姓的企盼，尤其是在两岸交
流互动日益频繁的今天，戏中所体现
出的中华文化传统价值观，既有历史
价值，更具现实意义，没有说教味，看
完很受教育。”

第二场
传承创新焕光彩

传承和创新是文化发展永恒的主
题，也是曾经困扰《斗笠县令》剧组和
演员的一个课题。

饰演曹夫人的豫剧演员马刚良是
市豫剧院的“台柱子”，有多部个人代表
剧目和丰富舞台经验：“我从艺 40 年
了，让人物在戏曲程式化的表演中糅入
舞蹈化元素，一开始我并不接受，曹夫
人使我重新又变成学生，压力很大。”

为破解困惑，剧组会聚了全国一
流创作班底，将传统与创新的嫁接全

方位展示在舞台上：唱腔上，秉承传统
豫剧的精髓，吸纳民间地方小调，更加
进“交响化”“歌剧化”的元素；表演上，
在戏曲的一板一眼中和“舞剧化”韵味
中找到结合点；服装展示了浓郁的台
湾风情，舞台呈现也更加诗化写意。

一个在剧中被大家屡次提及的细
节将创新诠释得淋漓尽致：剧中当曹
公跪求上级官府放粮救灾时，舞台上
以灯光营造黑沉沉的暴雨前夜，以微
光与鸟鸣声过渡至清晨，再以强光与
蝉鸣声转至烈日骄阳，直至一声霹雳
曹公体力不支而昏厥。短短一分钟的
舞美处理将曹公在一日一夜所受煎熬
呈现完整。

这些改变刷新了豫剧以往的气
质，既不失传统戏曲的美学韵味，又更
加符合现代观众的审美习惯与审美心
理，使全剧在保持豫剧地域风貌的同
时，传达出传统戏曲现代化、地方戏曲
都市化的理念。文化部艺术司司长董
伟观看后表示：《斗笠县令》无愧为一
台优秀剧目，期待经过进一步精打细
磨，为戏剧史上留下一台保留剧目。

第三场
一路走来掌声不断

常听到有种说法：不少戏立在舞台
之日便是“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之时，究

其原因，恐怕是排戏就是冲奖而来，压
根儿没有考虑过观众而出现的怪现象。

《斗笠县令》却深得观众心。北京
演出不少观众随着剧情的跌宕起伏，
时而表情凝重，时而高声喝彩，一场演
出下来，掌声不下几十次。6日晚上北
京还下起了雨，却并没有浇熄戏迷的
热情，难得的是其中不乏年轻戏迷，7
日，有些看过第一场的观众，又专门又
带着朋友来，他们对豫剧艺术大胆的
创新所做的尝试表示肯定和喜爱。他
们连声道：这部戏打破了人们对戏曲
的常规认知。

原全国妇联副主席黄晴宜观看后
即兴写下这样的评价：《斗笠县令》是一
部精品力作，主题鲜明，编导俱佳，唱腔
舞美精致。该剧思想性、艺术性和时代
性都很强，非常鼓舞人、感染人！

业界也给予了充分肯定：自 2011
年 5 月创作完成，《斗笠县令》先后获
得河南省文华大奖、省精神文明建设

“五个一”工程奖、第二届中国豫剧节一
等奖，摘取中国戏剧界最高奖——中
国戏剧节优秀剧目奖，实现了郑州市
戏曲作品十年来在全国戏剧界最高奖
项上的历史性突破。

第四场
未来梦想还很大

北京献礼演出让“斗笠县令”成为

热词，北京日报、北京晨报、北京娱乐
信报等多家媒体刊发演出消息，新华
网、人民网、网易、千龙网等 30家网站
转载新闻。《法制晚报》以“传统戏曲
大胆创新《斗笠县令》 90 后也来得
动”为题报道演出吸引年轻人，无独
有偶，《劳动午报》以“郑州豫剧院北
京演出受热捧 年轻观众也捧场”为
新闻眼，报道一对 80 后情侣评价：

“第一次在现场看戏剧演出，印象里
戏剧都挺无聊的，看过这次演出我
改变了看法，豫剧不但有艺术形式
还有有趣的故事情节，这一趟来得
很值。”

两场演出圆满结束后，省辖市市
长级干部丁世显鼓励演员们要听取各
方面的反馈意见，拔高标杆，继续对剧
目进行调整打磨提高，使其在艺术水
准上不断攀升，真正成为经得起检验
的精品剧目。

市豫剧院院长高新军对该剧的
前景充满信心，《斗笠县令》艺术潜力
很大，我们在不断发掘的过程中惊喜
不断，一定会继续往前走，努力演到
宝岛去。

尾声
作为郑州市精品战略的又一品

牌，《斗笠县令》将继续在更广阔的舞
台上彰显着新形势下的文化追求。

献爱心 当老师 感恩球迷

加内特绿城很忙碌

本报讯（记者 秦华 通讯员 邵
培松 文 李焱 图）8 日上午，河南大
学教授、“百家讲坛”主讲人王立群
携新作《王立群读宋史》之第一部

《宋太祖》在中原图书大厦与读者见
面。谈到最近盛传的“千亿造汴京”
的说法时，王立群严肃地指出这是
个“不实说法”。

《宋太祖》一书是在央视“百家
讲坛”讲稿的基础上增补而成，由中
原出版集团旗下大象出版社出版。
王立群介绍说，书籍在吸收宋史专
家学者大量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
浩如烟海的大量文献中提要钩玄，
采取传记特点和历史评论相结合的
写作方式，以大众视角解读历史，全
书以“统一”、“改革”、“文明”这三个
词为中心，力图呈现给读者一个真
实的宋太祖。

“大家一提到宋代，就觉得这是
个积贫积弱的朝代，很多人甚至将
宋代不够强大的责任归结到宋太祖

的身上，我觉得他挺‘屈’的。”谈及
宋太祖赵匡胤，王立群多次为他叫
屈，他列举了许多历史文献知识来
证明宋太祖身上有很多可贵的地
方，“赵匡胤非常简朴、对旧臣宽容、
为民族统一作出了许多贡献，‘秦皇
汉武、唐宗宋祖’的说法是有道理
的，赵匡胤对历史的贡献不容低
估。”

谈到宋代，很自然地联想到宋
都开封，近期一则“千亿造汴京”的
报道引发了各方关注和争议。签售
现场，王立群也详细谈到了这个话
题：“据我了解，开封汴京新城改造
工程是与棚户区改造相联系的，改
造棚户区就必然会导致城中的老百
姓要迁出一部分，之后城中会新建
一些有宋朝特色的景点，但绝不是
传言中的‘千亿造汴京’，这个话其
实是个不实之词，是某些新闻媒体
为博取眼球而掐头去尾、断章取义
的一种误读。”

本报讯（记者 左丽慧）记者昨
日从市群艺馆获悉，我市开展的第
十届河南省小戏、小品（曲艺）大赛
暨郑州市第一届群星奖小戏、小品
（曲艺）大赛作品征集活动，目前已
圆满结束。

据了解，短短两个月的时间，经
过层层选拔，共收集作品55部。其
中小品类10部、曲艺类37部、戏曲
小品类 8 部。同时，邀请省内知名
的专家成立专家评审小组，对参赛

作品进行严格筛选，共选出优秀作
品21部，推荐参加第十届河南省小
戏、小品（曲艺）大赛和郑州市第一
届群星奖小戏、小品（曲艺）大赛。

此次征集的作品大部分为原
创作品，主题鲜明，寓意深刻，具有
技术含量高、写作规范、覆盖范围
广、参与人数多等特点，充分显现
了我市群文理论研究的实力和文
艺骨干创作的丰硕成果，带动了公
众参与公共文化活动的主动性。

本报讯（记者 秦华）今天是第28
个教师节，昨日下午，在教育园地耕
耘了 28个春秋的教师白惠珠在中原
图书大厦举行《让“中游”的学生游上
来》首发式暨签售活动。

白惠珠现任金水区纬五路一小
教师，她在多年的教育实践中积累了
丰富的经验，成绩斐然。在华夏出版
社出版的《让“中游”的学生游上来》
中，白惠珠与读者分享了对女儿的教育
方法和取得的成果、与学生们之间的教

育故事等，而对于家长们倍感困扰的孩
子痴迷网络、厌学、早恋、偏科等问题，
作者均提供了自己的应对方法。

首发式现场，白惠珠介绍说，传
统的教育方法更多提倡“抓两头”，中
间庞大的群体却往往被忽略，《让“中
游”的学生游上来》关注的正是大多
数“中游”的学生，书中分享了许多如
何激发中游学生潜能的现实例子，希
望能为家长和孩子提供可供参考的
建议。

《让“中游”的学生游上来》昨首发

昨天，作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极限赛事，由
统一冰红茶主办的“酷玩滑板潮趴”登陆郑州，
在二七广场上，来自国内顶尖的极限滑板、摇滚
乐队、说唱组合等众多潮流先锋逐一亮相，为郑
州的观众奉上一场精彩绝伦的潮流盛宴。

本报记者 刘超峰 摄
加内特帮孩子实现了“扣篮”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