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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成燕 实习生
王烨）记者昨日从巩义相关部
门获悉，即日起，新编《杜甫诗
歌选读详注本》正式面向社会
发行。这是首本由巩义本土文
化学者编写的弘扬杜甫文化专
题书籍。

该书由长期研究杜甫的巩
义学者姜海宽、孙宪周、杜保才
历时7年编著，由中州古籍出版
社出版发行，分为“原诗”“题
解”“注解”“大意”四部分。在

“题解”中，对作品写作年代、作
者行踪及背景，以及出现的人
名、地名等均进行详细说明，对
作品的思想内涵和艺术特点也
进行了解析。在“注解”部分，
作者采用每句、每词必注方式，

对词义和出处做出解释，并结
合河南方言对难解之处进行说
明，开创了历代杜甫诗本注释
之先河。

该书共选杜诗225首，所选
诗歌为杜甫代表作，体现了其
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博
大精深的现实主义思想。该书
写作风格来自民间，完全自创，
力求雅俗共赏。在昨日举行的
该书研讨会上，中国杜甫研究
会副会长、河北大学韩成武教
授评价说，该书最大特点是“详
尽”，可谓慢工细活，难能可
贵。下一步，姜海宽等巩义文
化学者还将深耕杜甫文化，正
编著的《杜甫诗歌全集》共 10
册，拟于2017年完成。

挖掘本土文化资源

化建国说，省美术馆一直把“记录厚
重河南的文化发展脉络，集中展示本土
美术的时代风貌，注重发掘、推介本土艺
术家，宣传和推广我省文化艺术丰硕成
果”作为自己的使命，“因此，省美术馆将
本土艺术家和河南籍艺术名家的作品作
为主要收藏、研究方向，逐步扩大藏品数
量，从成立至今已收藏各类优秀美术作
品近 3000件，涵盖了国画、油画、版画、
雕塑及当代艺术作品，风格多样。”

整理记录河南美术发展脉络是省美
术馆的重要学术目标之一，省美术馆把文
化部2013年度调研课题“20世纪河南美
术简史”确立为重要的学术工程。目前

“口述河南美术史”正在有序进行中，通过
对老艺术家访谈的口述记录，记录河南美
术界的特定事件和重要人物，从个体角度
对河南美术发展历史进行诠释，共整理访
谈录音近 15万字，记录、收集相关图片
400余幅，为“20世纪河南美术简史”学术
工程奠基了最原始的资料。

“在许多人的印象中，美术馆似乎就
是看展览的地方，其实这种认识是不正
确的，学术研究才是美术馆生存和发展
的推动力。”化建国说，一个美术馆首先
要做好一个专业性的学术性平台，不仅
为观众观展搭建平台，同时还要为本土
艺术家展出作品搭建平台，近几年，省美
术馆与黑龙江美术馆、深圳美术馆及瑞
士古堡美术馆、韩国光州美术馆建立良
好关系，有效扩大了河南美术在全国乃
至国际的影响力。

“全国的美术馆都起步较晚，省美术
馆更是一座刚刚建成五年的新馆，硬件、
资金在全国还处于比较滞后的状态，但
我们的工作并不落后，经常受到文化部
表扬。”化建国表示，今后，省美术馆将继
续进行改善和提升，挖掘展示本土的艺
术资源，向社会公众奉献更多的美术展
览和研究成果。

本报记者 秦 华 实习生 李梓馨 文
李 焱 图

本报讯（记者 秦华）反映河
南都市平民生活的 45集主旋律
电视剧《一品百姓》，昨日在我市
举办剧本研讨会。省文联、省电
影电视家协会等 20余位专家学
者出席研讨会，就剧本的改进提
升展开研讨。

《一品百姓》剧本由我省作
家李显荣、崔克创作，木子耕执
导拍摄。李显荣介绍，该剧是以
当前都市改革为背景，以河洛市
退休工人郑大爷一家三代人在
历经城市改造、企业改制、住房
改造、医保改革等一系列大的

“阵痛”，虽居城市却“居之不易”
的故事为载体，以小见大地反映
当今中国普通百姓的生存危机
感和紧迫感，讴歌了这些普通小
人物在大变革中迎难而上、隐忍

负重的可贵品质。
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韩宇宏评价说，《一品百姓》写的
是大变革下的平民生活，是一部
具有现实主义精神和人文情怀
的电视剧，然而剧本还没有完全
挖掘出题材本身所蕴含的精神
内涵。省影视家协会顾问邹春
岩认为，《一品百姓》故事紧扣民
生，矛盾冲突还需要再强化。

与会专家呼吁，当前河南已
进入新的发展时期，我省广大影
视工作者应关注现实、关注民
生，多创作反映河南人形象的影
视剧，促进河南影视产业发展。

本次研讨会由省文联、省电
影电视家协会等联合主办。据
了解，剧本在经过加工提高后将
投入拍摄。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就是时
间。我愿意花费人生中的一段时间在一
个故事上，肯定是因为它很特别，有让我
想强烈倾诉的冲动。”说到《云中歌》对自
己的意义，桐华坦言，对自己来说每个故
事都很特别，都是生命中的“独一无
二”。因而再版时，即使不少读者强烈希
望桐华改写结局，但还是被桐华拒绝：

“这个故事是属于7年前的我，我无意去
更改当年的我做的选择。”

7年前，《云中歌》“曲惊四座”，但桐
华却说：“这个故事还是一个很大的挑
战。”“我是个极其业余的‘作家’，在写

《云中歌》前，完全是胡冲乱撞地写了《步
步惊心》和《大漠谣》，可以这么说，在我
还没意识到什么是写作时，已经写完了
两个故事。”桐华笑言，故事是写完了，可
她对写作的认识依旧是空白，两个故事
都用的是简单的第一人称，到《云中歌》
她选择了第三人称。“当年，真的觉得有
不少困难。可以说，能写完《云中歌》算
是我对自己的一次成功挑战。”

“言情天后”或许是很多作者梦寐以
求的称号，但桐华却一再表示：“我真的不
喜欢被叫天后，我就是一个普通的编故事
的。”桐华说，刚开始被叫“天后”，她觉得
很肉麻、夸张，“至于什么样的女人才能叫

‘天后’——在我心中大概就王菲吧！那
样的嗓音，那样的天赋，那样的歌声！”

桐华认为，对读者而言，评价故事好
坏的唯一标准就是：能吸引读者看到结
尾的故事就是好故事；再高一层，则是看
完之后还念念不忘的故事则是更好的故
事；最好的则是不仅念念不忘，还有所感
悟。“至于如何写出一个好故事，取决于
很多因素。想象力、逻辑思维能力、文字
表述能力、个人经历等等，是所有东西杂
糅到一起的产物。”桐华说，“当然还要能

坐得住。其实写故事挺寂寞的，尤其沉
下心去写时，更寂寞，如果心不静，自己
和故事是有隔阂的。”

除了自己的作品不断被改编为影视
剧，桐华参与策划的影视作品也不断面
世。从作家桐华到影视策划人桐华，是
否适应？

对此桐华表示，大概三年前开始
接触影视策划，“我一直是很稳地学习
观察，很多邀请都谢绝了，不想耽误自
己，也不想耽误别人。直到《金玉良
缘》的策划案才迈出了第一步。”桐华
表示，如果觉得自己不行或者不喜欢，
就会放弃，“生命有限，我不想强迫自
己做任何自己不喜欢的事。”

桐华坦言，小说和影视，两者讲故
事的形式，各有迷人之处，但根据接触
了解，自己比较喜欢影视策划，“但我
绝对没有办法喜欢做电视剧的编剧，
至少现阶段不喜欢，所以我也立即做
了决定，不会做电视剧的编剧，只会以
策划和编审的方式来控制故事。”桐华
说着还补充，“我在学习，也可说我在
尝试生命中新鲜有趣的东西。”

本报记者 左丽慧

本报讯（记者 杨丽萍）由邓
超跨界执导的银幕处女作《分手
大师》昨日在奥斯卡曼哈顿国际
影城试片，从观众反响来看，好
评如潮。

《分手大师》由邓超、俞白
眉联合执导。电影中，邓超饰
演“分手大师”梅远贵，身具无
数中低端奇葩技能，专门替人
分手，因此被杨幂饰演的叶小
春称为“人渣”。当叶小春成为
梅远贵的下一个分手对象时，

“人渣”使出了浑身解数变装 N
种造型“勾引”女汉子，二人就
此上演了“一贱误终身”的爆笑
故事。

邓超首次自导自演可谓对
自己下了“狠手”，单单他的造
型就有二三十套。据工作人员
爆料，邓超在片场事无巨细，对
每一个造型都“极为苛刻”。为
了角色他不顾形象，希望所有
的造型不单为笑果服务，而是
能切实为剧情服务。

人气演员杨幂饰演的叶小
春，是一个独自在城市打拼，习
惯一个人生活万事不求人的“女
汉子”。首次尝试喜剧电影，杨
幂举止动作毫无淑女特征，且造
型百变。铁头功、防狼器、烧汽
油，甚至弯弓射箭，十八般兵器
无所不用其极，暴力打得邓超满
头绷带、毫无还手之力。

同日试片的还有由安吉丽
娜·朱莉主演的奇幻片《沉睡魔
咒》，影片的故事灵感来源于迪
士尼经典动画《睡美人》，动画
中的大反派“黑魔女”玛琳菲森
在本片中跃升女主角，剧情也
是透过她的角度来讲述睡美人
的传奇故事，探寻那个全球著
名“沉睡魔咒”背后的隐秘真
相。茱莉在影片中塑造了一位
让观众喜欢的反派精灵，造型
冷酷抢眼，值得一看。

《沉睡魔咒》正在奥斯卡旗
下的各大影城热映，《分手大
师》将于 27 日公映。

本报讯（记者 王红）昨日，
来自中、美、法、德、韩等多个国
家的顶级中外书画家在中州大
学汇聚一堂，与河南高校师生面
对面探讨人文之美、领略艺术之
美。据悉，这也是 2014年“中外
艺术家太行对话”走进河南高等
学府的第一站。

2014“中外艺术家太行对
话”由中国国家画院、中国互联
网新闻中心主办，旨在将旅游外
宣与艺术创作相结合，以艺术交
流促进旅游发展，以旅游推介深
化对外宣传，搭建中西文化艺术
高端交流平台。活动期间，来自

世界各地的中外艺术家将以河
南林州大峡谷、石板岩、红旗渠
以及安阳殷墟为对象进行写生
采风，并在河南举行主题艺术学
术论坛。同时，中外艺术家将分
别赴中州大学、河南大学两所高
校与艺术师生进行互动交流。

据悉，“中外艺术家对话”活
动自 2012年启动以来已举办两
届。今年 8 月，汇集三届“中外
艺术家对话”作品展将先后在中
国国家画院美术馆、中国人民大
学美术馆进行展出，向世界传播
出当今中国的人文和自然的鲜
活魅力。

触摸文化河南 感受艺术魅力
——走进河南省美术馆

桐华：我就是一个编故事的

《分手大师》秀演技
《沉睡魔咒》走高端

《一品百姓》聚焦“小人物”

为期 5天，由河南省经济战略学会中华文化艺术院主办的“情
系中原——喜迎中华文化艺术院建院二十周年全国书画名家精品
展”6月18日在河南博物院开幕。此次展览共展出来自全国的书画
作品 100余件，风格多样，题材新颖，秀美与粗犷，飘逸与朴拙均呈
现于作品间。 本报记者 李 焱 摄

巩义学者详注“杜甫”

本报讯（记者 陈凯）河南省
第十二届运动会暨首届全民健
身大会“蓝色经典天之蓝杯”羽
毛球（省直机关、省级行业体协
组）比赛，17日在郑州搏冠乒羽
体育俱乐部开拍。

据了解，本次比赛共吸引

了来自省直机关和省级行业体
协 58 家单位的 600 余名羽毛球
爱好者参赛。比赛设有男女单
打、男女双打和混合双打 5个项
目，根据参赛选手的年龄分为
40 岁以上组和 40 岁以下组两
个组别。

省直机关组羽毛球赛开拍

本报讯（记者 陈凯）昨天，
2014年河南省老年人网球交流
活动在郑州市青少年网球俱乐
部落下帷幕。

据了解，本次交流活动由河
南省老年人体育协会主办，郑州
市老年人体育协会承办，共吸引
了来自全省各地 12支代表队的
百余名老年网球爱好者参与，整

个交流活动设有男双、女双和混
双3个项目，根据参赛选手的年
龄分为甲、乙两个组别。

另 据 了 解 ，本 次 活 动 是
2014年河南省老年人体育交流
展示活动的一部分，除了网球
外，本次交流展示活动还包括抖
空竹、气排球、健身操等老年朋
友喜闻乐见的活动。

老年网球爱好者挥拍享健康

本报讯（记者杨丽萍）记者近日获悉，7月
2~3日，由中国独奏家乐团专为小朋友们打造的
多媒体视听亲子音乐会“音乐魔法屋”将在河南
艺术中心音乐厅上演，届时，《龙猫》《怪物史莱
克》《猫和老鼠》及《天空之城》的经典旋律将一
一再现，观众不仅能看到动漫电影镜头，还能在
现场享受到纯弦乐的音乐演奏。

中国独奏家乐团曾应邀出访意大利、新加
坡、乌克兰、沙特等国，为欧洲许多文艺片和先
锋话剧录制背景音乐。“音乐魔法屋”采用了全
新的动漫电影结合现场演奏的表演形式，将电
影中经典音乐加以生动的全新演绎，使小观众
们轻松地跟随乐队走进美妙的音乐意境中。在
每个曲目之间，演员还会针对动漫音乐进行详
细的讲解，即使是未接触过交响乐的小朋友，也
不用担心接受度的问题。

据介绍，本场音乐会精选世界多国经典的
动漫作品，并加以生动的全新演绎：萌翻了的

《龙猫》、紧张激烈的《怪物史莱克》、顽皮可爱的
《猫和老鼠》……小提琴的俏皮，大提琴的厚重，
钢琴的完美衬托与华美的穿梭，再加上巴扬发
出的沁人心脾的音色，别具一格的组合方式由
五位经验丰富的专业演奏家倾情演绎而来，届
时将给观众带来全新的视听感受。

多媒体亲子音乐会下月举行

推开“音乐魔法屋”

河南省美术馆是省政府

确定的第十个五年计划中的

重点项目，也是我省唯一的

省级美术馆。近年来，省美

术馆精心策划了一系列重要

的公益文化艺术活动，为丰

富我省群众的精神文化生

活、推动我省美术事业发展

发挥了重要作用。

打造展览品牌

河南省美术馆前身为河南省雕塑艺
术创作室，新馆坐落于河南艺术中心建筑
群之中，2008 年开始试运行，建筑面积
11000多平方米，总投资近 1亿元。建筑
方案由加拿大著名设计大师卡洛斯·奥特
设计。

“省美术馆设有三个现代化展厅，总
展区面积近4000平方米，馆藏品库面积约
1800平方米，现珍藏有刘岘、靳尚谊及本
土艺术家的大量作品。”省美术馆馆长化
建国介绍，该馆不仅为河南美术工作者提
供了展示自己才华的广阔舞台，更是集展
览、陈列、收藏、研究、教育、服务、创作、交
流为一体的学术平台。

化建国介绍，省美术馆每年举办临时
展览30余场，全年总展期逾300天，观众达
40余万人次。“西班牙瓦伦西亚现代艺术博
物馆藏品展”“中国当代著名画家中原行作
品展”“第三届全国线描艺术展”等众多展
览在国内外都引起关注。

“强化自主办展的能力，树立有自己
学术特色的展览品牌”是省美术馆不断探
寻的工作方向，为此，省美术馆构建了“美
术馆里过大年”系列展览等自建品牌。每
逢新春佳节之际，省美术馆都会结合本土
传统艺术，举办春联、剪纸、年画等不同主
题的开年大展，同时配合展览主题举办一
系列艺术互动活动，观众不仅能在这里体
会到浓浓的年味，还能自己动手剪纸、画
画，参与到活动中去。

拓展公共教育功能、提高大众审美
素质是省美术馆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
除了举办各种展览，省美术馆还建立了
本馆的学术讲坛，举办的“中国当代艺术
十二讲”“中外艺术十二讲”等公共免费
讲座均取得良好社会效果。

同时，为让更多群众享受到艺术
熏陶，美术馆还十分注重“走出去”拉
近艺术与大众的交流。去年，省美术
馆系列讲座“走进高校”“走进企业”
开始实施，专家们走进郑大、河大、宇
通集团等开展讲座，为艺术交流与传
播、欣赏与研究的多方互动提供了良
好平台。

长期以来省美术馆将主体教育人
群定位于少儿，为提高少儿的艺术鉴
赏力，省美术馆特别开设了 200 多平方
米的少儿美术体验区，已于今年 6 月 1
日开放，每个周末，家长可带孩子来这

里享受免费的美术培训指导等服务。
“少儿美术体验区包括美术馆精

品课程、美术体验手工坊两个小区域，
孩子们可以在这里画画、学习美术知
识 、翻 阅 各 种 各 样 的 绘 本 等 美 术 资
料。体验区开放后将实行全部免费，
包括场地、纸张、材料用具、辅导培训
等。最为难得的是，我们会为孩子们
聘请美术名家、专业的美术老师来举
办讲座、现场指导，孩子们可以在这里
与名家面对面学习交流，体验到课堂
上学不到的东西。”省美术馆公共教育
部主任姜珊介绍，开放少儿美术体验
区旨在把少儿美术教育推向常态化、
学术化的专业道路，为少儿提供更便
利、更丰富的艺术教育服务。据了解，
目前国内专设少儿美术体验区的美术
馆不足十家，省美术馆少儿体验区的
面积之大在全国更是名列前茅。

普及艺术知识

从引领“穿越”题材的《步步惊心》，到“虐
心”的《千山暮雪》《最美的时光》，再到玄幻《曾
许诺》《长相思》，作家桐华在古、今题材中自如
转换，她也从名不见经传的网络写手成为大众
心中的“言情天后”，而《云中歌》再版引发读者
对她的强烈关注，记者日前通过中南博集天卷
对她进行了采访。

公共文化为您服务 美术馆 篇

观众在河南省美术馆流连忘返

作家桐华作家桐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