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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舞蹈值得期待
据了解，本届“荷花将”舞蹈大

赛共有 276 个作品报名参加，其中
当代舞 226 件、现代舞 50 件，经过
评委会初评，共有 33 支队伍、48 件
作品入围半决赛，其中当代舞 33
件、现代舞15个。我市进入半决赛
的作品除了群舞《我们在黄河岸
边》，还有双人舞《今生欠你的拥
抱》，参赛数量在全国舞蹈院团中
也算较多。

“我认为作为郑州的舞蹈节
目，就应该具有自己的特色，然后
用符合现代人的观赏习惯、具有现
代意识的方式表达。”杨威曾编导
舞剧《红梅赞》《成长》，舞蹈《云上
的日子》《较量》等，并多次担任大
型晚会导演，此次操刀编创《我们
在黄河岸边》，可谓为郑州歌舞剧
院“量身打造”。

谈及第一次合作的郑州歌舞剧
院及演员，杨威表示：“郑州歌舞剧
院的管理非常好，模式很专业。”当
得知郑州歌舞剧院汇集了东北、四
川等地的演员后，杨威坦言“没想
到”，“可见郑州是一个很现代、很国
际的城市。郑州歌舞剧院的演员素
质也很不错，他们有追求，排练起来
很认真、也很投入。”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一路上
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也不能分
割两颗相爱的心……”作为双人舞

《今生欠你的拥抱》阐述的主题，这
个节目与群舞的阳光灿烂想比，显
得柔情似水，该舞蹈曾获河南省第
六届专业舞蹈大赛一等奖，它在本
届大赛中的表现令人期待。

编创新颖排练刻苦
在排练现场，记者也见到了干

劲十足的郑州歌舞剧院院长孙书
杰。“这是一支平均年龄 25 岁的充
满活力的团队，这次比赛我们很有
信心。”

记者了解到，在今年举行的省
舞蹈大赛中，郑州歌舞剧院10个参
赛节目有 3 个一等奖、7 个二等奖，
这大大鼓舞了演员们的士气，也充
分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

“这次全国舞蹈‘荷花奖’竞争
很激烈，在33个入围半决赛的节目
中，我们有两个，非常不容易。”孙
书杰表示，这也是郑州歌舞剧院第
一次参加全国性现、当代舞的比
赛，演员们怀着极大的热情，以严
谨认真的态度，每天都在刻苦排
练，再加上新颖的编创，相信会在
全国大赛上“让人眼前一亮”。

底蕴深厚活力充盈
“我省今年有 7 部作品参加第

八届中国舞蹈‘荷花奖’现代舞、当
代舞比赛的半决赛，其中郑州市就
有两部作品入围，这体现了我市舞
蹈水平的实力和进步。”市文广新
局艺术处有关负责人介绍，近几年
来，我市着力实施文艺精品工程，
依托深厚的中原文化，努力进行文
艺创新，科学规划文艺创作，打造
文艺精品，先后创作的大型舞剧

《风中少林》《水月洛神》分获第五
届、第八届“荷花奖”金奖，成为全
国唯一两捧“金荷花”的艺术院团。

中国文联荣誉委员、中国舞协
名誉主席白淑湘曾观看郑州歌舞
剧院的作品并对郑州舞蹈的发展
给予充分肯定，她表示，此次舞蹈
大赛在郑州举办，恰逢其时：“郑州
是我国中部平原地区的一个代表
性城市和重点培养城市，既有深厚
的文化底蕴也不乏文化创新的活
力，有条件也有能力为中国现当代
舞蹈开辟又一片热土。”

《河洛康家》虽是虚构作品，但
是时代背景、故事格局乃至主旨魂
魄，大都取自于著名的“康百万庄
园”，二者密不可分。洛河与黄河
交汇的邙山下，那一片苍灰而古旧
的庄园，在波澜壮阔的《河洛康家》
中又复苏了，又鲜活了。

黄土高原堡垒式的康百万庄
园，始建于明末清初，比山西乔家
大院大十几倍，2001年被国务院公
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庄
园里的康氏发家史，是河洛中原的
一个人文奇迹，是豫商崛起的一个
真实典型。遥想当年康家，水上漕
运船队桨声帆影，陆上高脚马帮响
铃叮当，广置良田 18 万亩，富甲
豫、陕、鲁三省，船行洛、黄、沂、泾、
渭、运六河，栈房生意北至京城、东
至鲁南、西至陕甘、南至江淮运河
沿岸，可谓“头枕泾阳、西安，脚踏
临沂、济南，马跑千里不吃别家草，
人行千里尽是康家田”。在中原江
淮一带，康百万与沈万三、阮子兰
并称三大“活财神”，迄今江苏周庄
沈厅还展出一幅遗存的年画：“河
南康百万，打鱼在江边，不知多和
少，打的如泰山”……

“康百万”家族，为官只至三品
武官，经商却有数代大商巨贾，虽
非簪缨之族，也是诗礼之家，并在
乡里广行慈善，形成了亦农亦商亦
儒、善财重义尊礼的特色。孟子曰

“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民间说“富
不过三代”，可康氏家族从 6 世康
绍敬至 18 世康庭兰，跨越明、清、
民国 400 余年，一直富了 12 代，堪
称中国商业文化史上的一个楷
模。因此，世人怎能只知晋商、徽
商而不知豫商，只见乔家大院、王
家大院而不见康百万庄园？这个
得天独厚的题材，这份不可辜负的
宝藏，在历史深处等待重现，已等
得太久太久了。

如今，这个中原文化的题眼，
这个豫商历史的题眼，终于被《河
洛康家》点中。在丰厚灿烂的中原
文化里，河洛文化是一精神内核。
相传河洛上古之时，黄河浮出背负

“河图”的龙马，伏羲依此推演而成
八卦；洛河浮出背驮“洛书”的神
龟，大禹依此治水而定九州。周易
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
学者认为，“河图洛书”是中国古代

文明第一个里程碑，对于哲学、政
治、军事、伦理、美学、文学等有肇
始意义。而豫商康家出自河洛，也
必有独特的文化密码和血统胎记。

所以，编剧李佩甫、导演潘军
沉潜于这个题眼，以深厚的功力解
读它，以激扬的才华呈现它，展开
了一幅风起云涌的历史画卷，挥洒
了一套纵横捭阖的商业韬略，塑造
了一群可歌可泣的人物灵魂，唱出
了一曲荡气回肠的生命史诗。

这是一个宏阔的历史题材，
河洛小镇上的商家，甚至与明、清
两朝宫廷都发生了牵连。而这竟
是源于“康百万庄园”的真实史
料。据记载，明朝灭亡后，被拥立
为南明弘光皇帝的朱由崧的女
儿，溃乱之际随母李妃从洛阳城
流落康家店，与康复吉联姻，为康
家 注 入 了 新 的 文 化 和 财 富 ；到
1901 年，慈禧、光绪出逃西安返京
途经巩县，官府财力空虚，由康家
出资接驾，大建行宫、御道、船坞，
并奉银两百万，慈禧感叹：“不知
此地还有百万富翁！”……这些比
虚构更传奇的历史情节，成为故
事的支点，使题材内涵更加丰盈，
有力地推动剧情发展，产生了扣人
心弦的叙事魅力。

《河洛康家》的艺术价值，在于
对河南特色的提纯，对中原风格的
创新。还是中原地，还是河南人，
它却一洗粗鄙土俗之气，骨格清
奇，秀外慧中，飘逸出一股雄浑、峥
嵘、仁厚、丰美的“河南味儿”。在
剧中，从宫廷秘闱到江湖匪道，汇
集了悬疑、传奇、乡土、风俗等诸多
元素，为的是集中烘托一代豫商的
生动形象。尤其是那个风雅睿智、
雍容礼让、豪迈坚毅的康悔文，风
采冠绝群伦，好生痛快淋漓！

可他偏又生于苦难，长于灾
患，头顶的黑暗总是来自于生杀予
夺的官府权势。编剧对艰难的康
悔文一家倾洒了多少爱，对贪腐的
宋海平之流就灌注了多少恨，正是
在爱与恨的巨大张力中，善恶正邪
两强相峙，豫商之花浴血而生，一
个个标新立异的剧中人物才更丰
满动人。观众可以感觉到编导在
哪里呐喊和狂欢，在哪里洒泪和心
痛。特别是人物对话和旁白，珠玑
妙语，简辣精到，足见阅世之广阅

人之深，处处拨响心弦，令人动容
泪下。编导的每一记重锤都擂在
了人类情感的痛处，所以，这是一
部扒开胸膛掏心窝子的热血之作。

还应感谢剧中的一群演员。
他 们 中 间 有 演 技 精 湛 的“ 老 戏
骨”，也有崭露头角的新人。古老
庄园恰似一坛百年老酒深深地浸
润，使他们的表演不温不火，许多
角色都余味悠长。所以比起一些
粗制滥造、浮华矫情的剧作，《河
洛康家》自有一种风流，宛如大河
上渐渐驶近的太平大船，静水深
流，磅礴扑面。

好的电视剧不会让人白
看，《河洛康家》淘出了一粒
金子，也是康百万庄园的一
枚舍利子——“留余”匾。至
今高悬于庄园主宅内的这块
金底黑字匾，状如一面旗帜，
飘扬着那段铭文：

留耕道人《四留铭》云：
“留有余，不尽之巧以还造
化；留有余，不尽之禄以还朝
廷；留有余，不尽之财以还百
姓；留有余，不尽之福以还子
孙。”“盖造物忌盈，事太尽，未有不
贻后悔者。”“临事让人一步，自有
余 地 ；临 财 放 宽 一 分 ，自 有 余
味。”“若辈知昌家之道乎？留余忌
尽而已。”

“留余”，一个鲜花着锦烈火烹
油的鼎盛商家，如此冷静清醒，如
此宽舒内敛，生生把“富不过三代”
的断言抻长到了 12 代！它也使河
洛康家永远高于一般商家，拥有了
理想、胸怀、品格、操守，进入了哲
学的大化之境。平平淡淡的这两
个字，是从“河图洛书”回旋无尽的
奥秘中来？是从儒家“致中和，天
地位焉，万物育焉”的中庸之道和
仁义礼智信的观念中来？是从老
子《道德经》“圣人方而不割，廉而
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的哲思
中来？总之，它凝结成了一种处
事、为人、经商、济世的科学认知，
放之四海而皆宜，直至今日依然光
彩熠熠。它让人品尝到的，是豫商
内心的幸福，是人生哲学的甘甜。

《河洛康家》这部扛鼎之作，不
仅属于河洛，不仅属于康家，更是
黄河文化的宏大史诗，更是中原人
的壮美史诗。 王 钢

史诗一曲唱磅礴
——评电视连续剧《河洛康家》

绿城翩跹舞 有意摘“金荷”
■本报记者 左丽慧 实习生 姜 瑶 文 李 焱 图

本报讯（记者 秦华）一部电影《钢的
琴》以文艺情怀掀起一波热潮，一部话剧

《钢的琴》让观众笑着感动。如今，一部
更文艺更煽情的音乐剧版《钢的琴》将重
磅出击，开启全国60场巡回演出。这部
由“中国音乐剧教父”三宝作曲、著名编
剧关山作词的音乐剧，将于12月14日起
在河南艺术中心连演四场。

音乐剧《钢的琴》汇集了诸多实力派
主创人员，他们将以独到的理解和舞台
形式的诠释，再现同名电影讲述的感人
故事：国营钢厂工人陈桂林下岗后，妻子
小菊不堪生活重负，跟随有钱商人而去，
在争夺女儿抚养权的问题上，女儿提出
谁能给她买一架钢琴就跟谁生活，为了
女儿的音乐梦想，穷困潦倒的陈桂林和
工友们一同用钢铁为女儿打造出一架钢
琴……音乐剧通过小人物的幽默与艰
辛，展露一段感人至深的亲情和友情。

如何在有限的场地再现钢厂车间的
景象，本是留给舞台剧的难题，然而此次
却变成了音乐剧的一个亮点。《钢的琴》
的舞台设计令人震撼：前景横跨 16 米、
进深近 20 米的工厂布景形成强烈的视
觉冲击力，两侧高达 9 米的厂房墙壁金
属质感强烈，灯光进一步加强了场景的
层次和纵深，让观众不由被这幽暗的“工
厂”吞噬……

作为家喻户晓的优秀音乐人，担任
本剧艺术总监、作曲的三宝曾经创作过
很多脍炙人口的流行歌曲和影视剧主题
曲。近年来他将精力完全转向音乐剧，
几乎以一年一部的速度创作了《蝶》《金
沙》《三毛流浪记》，被誉为“中国音乐剧
的教父”。此次在《钢的琴》中，三宝再次
展现了他卓越的音乐天赋和高超的技
巧，全剧18个唱段，以独唱、对唱、重唱、
合唱等多样化的形式，为剧情起到了渲
染和调和作用。

通过《钢的琴》，三宝希望告诉大家，
音乐剧不是曲高和寡的艺术，而是平民的
艺术，这体现在剧中的唱段不会独立于剧
情而存在，演员不是停下表演去唱歌，而
是如同生活中以唱的形式表达，唱段既带
有很强的叙事性，也有动人的旋律感。

本报讯（记者 左丽慧 实习生 成
果）不出校门，孩子们就能和著名书法家
面对面学习书法知识。昨日，由省教育
厅、省文化厅、荆浩艺术研究院主办，河
南电视台公共频道等单位承办的“河南
省2012书法家进校园活动”在新乡辉县
赵固中心学校启动。

省书协副主席、河南大学艺术学院
院长赵振乾以及贾涛、陈则威等 3 位书
法家昨日来到赵固中心学校，为孩子们
讲解书法知识，并现场教他们练习毛笔
字。河南省 2012 书法家进校园活动共
在新乡和济源设 5 站，每到一地，主办
方都将组织书法名家走进校园，带同学
们感受书法的魅力。

据了解，教育部已经提出书法进
中小学课堂的要求，还对中小学生的
毛笔书法提出具体要求：三四年级的
学生除了能用硬笔熟练书写正楷字，
还要会用毛笔临摹正楷字帖；五六年
级学生能用毛笔书写楷书；七到九年
级的学生能够临摹名家书法，体会书
法的审美价值。

书法名家走进校园

音乐剧《钢的琴》
下月在郑奏响

康家的漕运船队从河洛码头浩荡起航康家的漕运船队从河洛码头浩荡起航

美丽刚烈的当家人周若兰（陶红饰）

一代巨商康悔文（胡海峰饰）

“舞蹈《我们在黄河
岸边》非常符合当地文化
背景和情感，我想从一个
新的角度阐述当代年轻
人在黄河岸边沐浴阳光
的健康生活……”昨日下
午，郑州歌舞剧院排练厅
内，演员们正在为参加第
八届中国舞蹈“荷花奖”
当代舞、现代舞大赛紧张
排练（如图），空政文工团
国家一级编导杨威向记
者讲述了她的创作思路。

不妨先来一点“剧透”：
清同治六年，河洛康家“一门

两进士”突然一门两丧：担任河官
的长子康国栋，为堵黄河决口以
身填河而捐躯，却被副手宋海平
等奸佞上奏诬为畏罪投河；身任
京都翰林院编修的四子康咏凡为
兄诉谏，状子却被慈禧太后弃掷，
在愤触龙柱溅血而亡那一刻，他
的儿子康悔文呱呱坠地。寡妻周
若兰（陶红饰）携子返乡，由公公
康伯儒（施京明饰）委任当家。

美丽而刚烈的周若兰，在河
洛码头开办“康家饭庄”，以一碟
霜糖豆腐驰名，吸引官仓“神算盘
仓爷”颜守志（巍子饰）成为生意
强援；也与土匪首领“断指乔”（刘
冠军饰）结下生死情缘，在他被官
府砍头后亲手为他缝上了头颅。

朝廷为康国栋兄弟平反并赐
谥号，康伯儒怒砍的“一门两进
士”牌匾重挂门楣。雄才大略的
康悔文（胡海峰饰），深受祖训“留
余”之诲，又拜仓爷为师，并得到
河中漂来的前明后裔公主朱念念
（朱婷饰）、江宁女子崔月红（刘芸
饰）两位贤妻的先后相助，兴建家
族商业王国。康家船队漕运粮
棉，买田置地，栈房生意遍涉豫陕
鲁苏甚至东瀛，终成一代巨富，同
时积德行善，润泽乡闾百姓。

康悔文在与宋海平（刘旭饰）
等官府恶势力的抗争中，也沉浮于
政治、经济、道德的巨大漩涡。当
他出巨资为逃亡西安回銮返京途
经河洛的慈禧太后接驾时，留学日
本的儿子康有恒却加入孙中山的
同盟会，回乡筹款响应对清廷的武
装起义。康氏庄园内外，上演了一
出出精彩的商战正剧，也轮回着一
个个人生的宿命沧桑……

“柿子红了，喜鹊叫了，少奶奶
上轿了——”随着一声炸嗓子的歌
吼，32集电视连续剧《河洛康家》火
辣辣地扑向了荧屏。

从此，不仅只有《闯关东》《走
西口》《乔家大院》，也有了中原气
派、中原风骨、中原神韵的《河洛康
家》！它宣告，九州之中的河南，作
为一片最本色最厚重的国土，这里
也有风靡天下的故事，这里也有唱
响全国的史诗。

电视连续剧《河洛康家》由郑州市
委、市政府，巩义市委、市政府与河南影
视集团等共同投资拍摄。该剧依托郑州
作为河洛文化、豫商文化重要发祥地之
一的广阔背景，宣扬了豫商精神，展现了
中原文化的深厚内涵，是近年来展示河
南文化形象的一部精品力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