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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乔普）昨日上午，第五届安
阳航空运动文化旅游节新闻发布会在郑举行。
本届文化旅游节由省民航办、省体育局、省文化
厅、省旅游局、安阳市政府联合主办，定于 5 月
25日~31日在安阳市举行。

第五届安阳航空运动文化旅游节由原有的
中国·安阳殷商文化旅游节与中国（安阳）国际
航空运动旅游节合并而成，将围绕航空运动之
都建设，以“安阳——一座会飞的城市”为主题，
以“发展低空经济，助推中原崛起，推介安阳文
化，促进安阳腾飞”为目标，通过举办此次航空
文化盛事，创建品牌、搭建平台，促进航空产业
和文化旅游的发展。

旅游节共安排了一个展会、三项赛事、三项
活动，即2013中国（安阳）国际通用航空装备博
览会、第五届中国安阳林滤山国际滑翔伞公开
赛、安阳青少年航模比赛和全市青少年纸飞机
竞技大赛和文化旅游活动、经贸招商活动和全
市青少年航空科普知识进校园活动。

5 月 3 日，国务院公布第七批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包含古遗址、古墓
葬、古建筑等各类不可移动文物共计
1943 处，其中我省 169 处，我市 34 处，新
公布数量位居全省第一。至此，我市国
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总数已达 72 处，总数
量位居全省第一、全国前列，使八大古都
之一的郑州“古都味儿”更浓了。

“这34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
有古遗址19处，古墓葬2处，古建筑10处，
石刻1处，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
2处。”郑州市文物局局长阎铁成介绍，这
些文物点整体呈现出几个特点：“我市新
上榜的‘国保’单位中古遗址占总数 50%
有余，有李家沟遗址、尚岗杨遗址、花地嘴
遗址、娘娘寨遗址、望京楼遗址、汉霸二王
城等，时代跨度从旧石器时代至唐宋，类
别涵盖聚落址、城址、冶铁遗址、窑址等，
遗存丰富，价值重要，彰显了郑州作为中
华文明核心发展区的地位。”

此外，此次公布的“国保”单位中，不
少是我市近年来入选“全国考古十大新
发现”的项目，反映了我市近年来的考古
发掘最新成果。其中的娘娘寨遗址、李
家沟遗址、望京楼遗址分别是2008年度、

2009 年度和 2010 年度的“全国十大考古
新发现”，并颇受考古学界关注。

在海内外享有盛誉的少林寺，在屡
次申报“国保”单位失利后，此次终于修
成正果，跻身“国保”行列；而市民熟悉的
郑州城隍庙、登封清凉寺、荥阳千尺塔以
及巩义慈云寺石刻等，也成为“国保”大
家族中的一员。

阎铁成介绍，这次新增“国保”中，中牟
首次拥有“国保”单位，告别全县无“国保”单
位的历史。在前六批“国保”单位名单中，具
有众多文化古迹的中牟县，却无一处“国保”
在册，此次，中牟县寿圣寺双塔入选其中。

值得一提的是，我市近年来 先后实
施了城隍庙、新密县衙、荥阳刘镇华庄
园、张祜庄园等文物建筑的本体维修和
周边环境、基础设施整治，而这些文物单
位此次也都进入“国保”行列，不仅反映
出我市文物保护工作的显著成效，也更
增添了“古都郑州”的魅力。

这些“修缮一处、开放一处”的“国
保”单位，无疑将进一步促进我市文物保
护工作前进的步伐，也使我市居民的精
神生活和人居环境等方面得到极大改善
和提高。

新华社上海 5 月 6 日专电（记者 孙丽萍）莫言、
贾平凹、毕飞宇、阿来、麦家……这些处于中国文坛
最耀眼聚光灯下的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得主，今
年将遭遇著名语言文字期刊《咬文嚼字》的“逆
袭”。据悉，《咬文嚼字》今年将逐一“咬嚼”12 位茅
盾文学奖得主的文学代表作，并定期公布“病情报
告”，而此举受到了文坛大家们的热烈欢迎。

素有“语林啄木鸟”之称的《咬文嚼字》近日宣
布了一份“沉甸甸”的名单，被列入此次“咬嚼”范围
的茅盾文学奖得主代表作有：阿来的《尘埃落定》、
张平的《抉择》、张洁的《无字》、徐贵祥的《历史的天
空》、柳建伟的《英雄时代》、麦家的《暗算》、贾平凹
的《秦腔》、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周大新的

《湖光山色》、刘醒龙的《天行者》、毕飞宇的《推拿》、
莫言的《蛙》。

“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既是作家的呕心沥血
之作，也是出版社倾力打造的精品。”《咬文嚼字》杂
志总编辑、著名语言文字学家郝铭鉴说，选择“咬
嚼”茅盾文学奖得主，经过了慎重的考虑。这些作
家的代表作，也应是中国当代文学经典之作，无论
从文学价值、语言文字运用水平还是图书编校质量
上看，都达到了当下最高水平。也正因如此，“咬
嚼”名家名作，对于净化整个社会的语文风气、规范
语言文字应用有着特别的示范效应。

郝铭鉴认为，这次的“咬嚼”行动“不是拆台，而
是补天”，主要是为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去除瑕疵，做
文字的美容师，让能传世的作品更加光彩夺目。

据介绍，从目前已经开始“咬嚼”的几部作品
（《暗算》《尘埃落定》《额尔古纳河右岸》《湖光山
色》）来看，文字质量远远高于其他图书，“病情”不
算严重。眼下，“初查”所发现的问题主要集中在

“词语的误解误用”“知识性差错”和“错别字”这三
个方面。举例说来，麦家的《暗算》把“梦呓”误成了

“托梦”；阿来的《尘埃落定》把“不可思议”误成了
“不可理喻”；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把“死而
复生”误说成了“起死回生”。

郝铭鉴指出，茅盾文学奖得主的语言文字无疑
各具风格特色，但与一些把中文运用得出神入化的
前辈文坛大家相比，他们词语的误用和知识性差错
还是相对较多，这可能是因为当代作家在青少年时
期成长于“文化的断层”期，有些没有接受过完整的
教育，传统文化的功底不足，对语言文字的理解运
用也或多或少存在缺憾。

而对于《咬文嚼字》编辑部的“逆袭”，众多文坛
“大佬”则纷纷热情回应，展示大家风范，表示支持。
据介绍，获得通知之后，贾平凹最先表态，以短信回答

“谢谢你们的更正！”阿来的回复爽快而俏皮：“你们
‘咬’吧，欢迎，谢谢！”莫言的回复诚恳坦率，他说：“欢
迎！到时将结果告诉我，以便再版时修改。”

刘醒龙、柳建伟不仅热烈响应“咬嚼”行动，还
自认是《咬文嚼字》的粉丝。柳建伟表示对于“被咬
嚼”感到荣幸：“作家应该对祖国语言文字充满敬畏
之心，应当尊重母语，要持誓死保卫的立场，否则民
族文化会出大毛病。”

本报讯（记者 左丽慧
实习生 姜瑶）昨日，于长江
导演，金不换、徐福先主演的
反映北宋“反贪打黑”的豫剧
戏曲片《憨憨公子扳倒爹》在
鹤壁开机。

据了解，该剧由豫剧牛
派艺术研究院、北京九州同
映国产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
司等联合摄制，影片通过洛
阳知府张择欣之子张守义在
父亲盗抢金银、行贿买官的
丑恶事实面前，坚持正义、揭
露父亲，送父伏法的故事，表
现了贪官必究、涉黑必打的
积极主题，在某种程度上反
映了当前老百姓惩治腐败的
强烈呼声。在创作手法上，

《憨憨公子扳倒爹》以豫剧牛
派艺术的表演风格为主，运
用豫剧热情奔放的唱腔表
演，坚持以细微中见写意的
轻喜剧电影手法，真实而有
趣味地塑造张守义、裴淑贞
等多个正直、义气、阳光、幽
默的人物形象。全剧均采用
实景拍摄。

本报讯（记者 左丽慧）5 日，郑州市文联主
席钟海涛向母校河南大学捐赠章草长卷《河南
大学赋》及《钟海涛章草毛泽东诗词》作品集。

《河南大学赋》长20余米，由河南省诗词学会副
会长王国钦撰文，钟海涛书写。

钟海涛是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河南省书
法家协会理事。他毕业于河南大学历史系，自
幼喜欢书法，遍访北方诸种断碑残石，擅长诸体
书法，尤其对章草情有独钟。书法作品曾入选
全国第五届新人作品展、全国第六届刻字展、全
国第十届书法篆刻作品展、首届中韩优秀书画
家邀请展等。著有《钟海涛章草书法作品集》

《中原书家论》等，2012年策划、展览并出版《中
国当代章草十六家》书法作品集、《钟海涛章草
毛泽东诗词》作品集等。

在经历了 2011年 5月 8日的故宫盗窃案后，今
年 5月 4日，故宫又遭遇“人打钟”事件，这次舆论的
矛头几乎一致对准了故宫的管理疏漏问题。正如单
霁翔的话，“故宫面临的安保问题千奇百怪”，失窃
门、瞒报门，乃至会所门、错字门等事件一桩接着一
桩，使得故宫不时置身于社会舆论的风口浪尖，让这
处不同寻常的历史文化旅游景点承载着“不可承受”
之重。

“人打钟”事件发生后，许多舆论谴责故宫的管
理疏漏问题。人们质疑，故宫虽然在被盗案后对安
防措施上进行了升级改造，在此次事件中却丝毫没
有体现。因为，还原“人打钟”事件的全过程，肇事者
在 15 秒内旋即完成了从进门到砸玻璃毁坏文物的
举动。其速度之快、势不可当几乎让人不可思议。
甚至由于大殿玻璃前没有监控录像，男子击碎玻璃
的瞬间都未能被摄录，也就是最重要的犯罪瞬间都
没有证据。

事发后，故宫方面表示，将在整个故宫安装数倍
于当前的高清摄像头，使监控无死角。“亡羊补牢，为
时不晚”，然而即使是这种“亡羊补牢”的措施也让人
感到那么的“似曾相识”。因为在被盗案之后，故宫
相关责任人还公开表示，“故宫博物院的安防措施必
须是最好的，因为我们的文物是最好的”，“故宫目前
已安装监控摄像头 1500 多个，防火监控点 4000 多
处，还有近万个安防报警装置”。鉴于此，这些宏大
的数字化描述便显得苍白无力，稍不留神就被现实
击得粉碎。

无论安保设施多么先进和精密，总有不法之徒
能从中窃得一丝漏洞，这似乎是《达·芬奇密码》之类
的悬疑影片中才会有的镜头，却已经接连在故宫上
演了，情节有相似也有不同。相似的是看上去坚不
可摧的庞大安保系统，不同的是故宫遭遇的破坏者
抑或对手只是平凡的贩夫走卒。就像“人打钟”的肇
事男子被擒时语无伦次地说“我不砸玻璃，玻璃就砸
我”，“应该找个人少的地方”。

话说至此，故宫方面的管理存在漏洞已经毫无
疑问。然而，除此之外，故宫接连遭遇的一系列“不
幸”，背后却有着更值得人们深思之处。“人打钟”事件
暴露的不仅是安防及管理问题，更多的是文物保护与
人性化开放之间的平衡问题，这不仅是故宫的管理者
们面临的纠结，更是摆在社会大众面前的一道难题。

虽然“人打钟”事件是极端个例，但国人在参观
公共文物时表现出来的素养，确实堪忧。倘若此后
故宫真的把安保措施做得滴水不漏，游人参观时隔
着一米远的红线、铁栅栏、防爆玻璃，心下的感受又
会如何，更别提给慕名来访的老外留下的是什么印
象。故宫的安保措施确应加强，同时我们也希望参
观一个完整、真实的故宫，而不是在被盗被砸后只能
看到一个个几米外的罩子和笼子。

本报讯（记者 丁友明 文/图）连日来，每天都
有许多观众走进河南省美术馆，参观“生命·墨语
——张江舟水墨艺术展”，感受艺术之美。

张江舟，1986 年毕业于中州大学，现任中
国国家画院副院长，是当代中国水墨人物画的
领军人物。张江舟的中国画作品多以历史事件
和现实人生为题，他娴熟的笔墨技巧，生动飞扬
的笔墨线条，很好地传承了“笔墨”这一中国传
统文化的精髓。

展览汇集了张江舟精心创作的《殇·戊子记
忆系列》《彼岸风》《流萤谷》《晚钟》《大梦典》《日
全食》《花逝》《伤恋》《极地光》《流萤谷》以及曾
入选“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的作品

《热血12·9——北平12·9学生运动》《高地》《士
兵》等大幅水墨人物画作，反映出画家对生命意
义的深刻思考和对人类理想的不懈追求。

据悉，“生命·墨语——张江舟水墨艺术展”
全国巡展郑州站将展出至 5月 19日，此后还将
在西安、济南、南京和广州展出。

本报讯（记者 左丽慧）现代社会，人们手写
汉字的能力普遍下降。记者昨日从中央电视台
获悉，科教频道将推出“汉字听写大会”，以吸
引广大观众在电视机前同步参与，在充满紧张
感的游戏中学习知识、领略汉字之美。

汉字是上古时期各大文字体系中唯一传承
至今的表意文字，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审
美意蕴，是中华文明最灿烂的瑰宝之一，但汉字
又是最难书写的文字，每一个字都需要不断记
忆，反复练习才能形成书写能力。有关专家认
为，依靠键盘等输入工具书写，减少了手写汉字
的机会，也就降低了正确书写的能力。如果未
来几代人汉字书写能力持续普遍下降，文明传
承的品质就会形成缺损。

“汉字听写大会”节目主办方、央视科教频
道总监金越介绍，汉字听写大会的电视形态研
究和论证进行了两年，科教频道为此进行了长
达一年的制作准备。因为事关重大，大家都希
望尽量严谨。金越说：“这不是一个浮躁、奢华
的秀场，呈现出来的状态可能非常单纯、简朴，
但却可以吸引最广大的观众在电视机前同步参
与，在充满紧张感的游戏中学习知识、领略汉字
之美。”

据悉，节目将邀请国内最权威的语言专家
担任裁判和解说，央视著名播音员将轮番担任
读词考官，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和港澳台及
外籍学生将组成32支代表队参赛，最终决出一
名年度汉字听写冠军。节目将于今年暑期在央
视科学教育频道播出。

《咬文嚼字》开“咬”
茅盾文学奖得主
莫言贾平凹等回应：欢迎！谢谢！

从“人打钟”事件
看故宫“不可承受”之重

■赵文君

“虽然豫剧是经过几代人传承下来的艺
术，我觉得还是要加入现代的元素，这样才能
与时俱进，让更多的年轻观众接受。”在日前举
行的纪念陈素真大师诞辰 95 周年演唱会上，
曾得到陈素真亲传的省豫剧一团演员武惠敏
以精彩的表演引起了专家、观众和记者的关
注。对豫剧的传承和发展，武惠敏有着自己的
看法。

1962年出生于开封的武惠敏 15岁从艺，
工刀马旦和花旦，曾受到豫剧大师陈素真亲
传，1982年以陈派名剧《拾玉镯》获得河南省
首届青年汇演一等奖.

1985年选调入省豫剧一团后，又向常香玉
大师学习演出《红娘》，并主演该剧荣获首届全

国《红梅杯》大赛河南赛区金奖，成为豫剧界极少
能得到陈、常两位大师亲传的演员。

“陈老师特别平易近人，一点没有大家的架子，
她的全部精力都花在了豫剧艺术上，她曾说：‘艺不

惊人死不休。’”回忆起初见陈素真的日子，武惠敏仍
然记忆犹新。那是1979年，武惠敏正在开封戏校学习，

受开封文化局邀请前来教戏的陈素真看中了这棵苗子，
手把手教了她《拾玉镯》和《宇宙锋》两部传统戏，“陈老师

的精心教导，让我在表演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武惠敏回忆说，陈素真老师教导她，演员的表演要美、

要真、要符合人物，不要卖弄，要学会用眼睛表现人物的内
心世界。“这次参加纪念陈老师诞辰 95周年的演出，有机会
把陈派的戏展现在舞台上，我觉得这就是对老师最好的回报
和怀念。”

说到当代豫剧艺术的发展，武惠敏认为，要想使豫剧与
时俱进有新的发展，必须不断进行新的探索和尝试。“我在
学陈素真老师唱腔的时候，就注意结合自身的嗓音条件，并
根据不同人物的情绪和唱词，把民歌、美声唱法技巧地融合
到传统的假嗓发声方法之中。”武惠敏告诉记者，1985 年她
进入省豫剧一团并跟随常香玉大师学习之后，又掌握了常
派的混声发声技巧，从而丰富了自己的音色，扩大了音
域，再加上在现代戏表演中的磨砺，使她形成了一种古典
而又现代的新唱风，扩宽了戏路，使演唱艺术迈上了一个
新台阶。

了解武惠敏的观众也不会忘记，她曾在电影《鸡犬
不宁》中为徐帆配唱《春秋配》“羞答答出门来将头低
下”选段。这是陈素真的优秀代表作，有着浓郁的祥
符调风格，也是观众最喜爱的唱段, 与电影《鸡犬不
宁》结合得自然贴切，增加了电影的地方特色，让
观众对河南豫剧有了进一步了解。

值得一提的是，2012年 10月，武惠敏应邀参
加了欧洲音乐艺术家联合会和奥地利中国文化
教育协会联合主办的第三届维也纳国际声乐大
赛，凭借歌剧《小二黑结婚》选段和京歌《故乡
是北京》，以满分成绩夺得金奖，成为河南地方
戏曲演员参加世界音乐大赛夺奖第一人。

戏曲片《憨憨公子扳倒爹》开机

与时俱进唱豫剧
——访豫剧陈派传人武惠敏

■本报记者 左丽慧

安阳航空运动文化
旅游节月底揭幕

章草长卷赠母校

“生命·墨语”艺术展
全国巡展到郑州

央视将推新节目

“汉字听写”请您参与

文化随笔

拍摄中的《憨憨公子扳倒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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