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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3月<<<
豫剧《朝阳沟》诞生。

1963年<<<
1963年，《朝阳沟》被搬上屏幕。

1964年元旦<<<
党和国家领导人观看《朝阳沟》并接

见了全团演职员。

1972年10月1日<<<
随着邙山提灌站的建成，黄河成为

郑州市供水的主要水源。

1981年4月22日<<<
以邙山提灌站为基础的“郑州市黄

河游览区”获批准建立。

2002年10月<<<
郑州黄河游览区正式更名为黄河风

景名胜区。

[ 七天七夜赶排《朝阳沟》]

《朝阳沟》的诞生过程颇具传奇色彩。编导
杨兰春曾在《豫剧〈朝阳沟〉诞生记》里这样写
道：“当初，如果不是河南省文化事业管理局副
局长冯纪汉提出叫我写《朝阳沟》，就不会有这
出戏的出现。”1958年3月初，冯纪汉请时任河南
省豫剧三团团长的杨兰春为全省召开的局长会
写个戏，创作时间只有一个星期，杨兰春结合当
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烈场景，回忆起自己在
登封曹村朝夕相处的男女社员，开始动笔写戏。

七天七夜编排一出戏，近乎天方夜谭。
但杨兰春一边写剧本，王基笑、姜宏轩一边
配曲，演员同时学唱，边写边作曲边排练，

“到了后几场，先是用录音机把我编的唱词
录下来，后来录音也来不及了，就随手拿个
烟盒，想出两句就写出来，发给演员学。最
后一场，我干脆到排练场直接口述，叫演员
当场记。就这样，硬是七天七夜排出了这出
戏。”杨兰春说。

词编好了，曲来不及作，杨兰春说：“不用作
曲了，就用豫剧的‘迎风板’，演员们都会唱。”冯
纪汉问：“开幕吧？”杨兰春说：“戏还没有名字
哩。”冯纪汉只得又到幕前说：“再等一等，戏还
没有名字哩！”台下又是一阵笑。杨兰春想到曹
村的山坡上有个朝阳寺，那一带的地理环境都
是丘陵山沟，就将剧名定为《朝阳沟》。

[ 超越时代长演不衰 ]

1963年，《朝阳沟》被搬上屏幕。1964年元

旦，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等观看《朝
阳沟》并接见了全团演职员。之后，《朝阳沟》
又两度赴京演出。50多年来，《朝阳沟》演出场
次超过 3000场，中、外文版本已有 20多种，这
在豫剧现代戏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当年《朝阳沟》究竟有多受欢迎？杨兰春儿
子、本报记者杨光向记者讲了个故事：“有一次
第一代‘银环’扮演者魏云到对越自卫反击战前
线慰问演出，部队首长给她讲了一个真实的故
事，当时战士奔赴前线要轻装上阵，不必要的东
西都不允许携带，有个战士偷偷地藏了一盘《朝
阳沟》的磁带，后来这个战士牺牲了，他死前要
求在自己的墓里放这盘《朝阳沟》磁带。

《朝阳沟》诞生在大跃进年代，写的却是
人间真情，其中既有银环与拴保的爱情，也反
映了婆媳、姑嫂、邻里等感情，表现了中原大
地淳朴的民情民风民俗，这使得它能超越时
代而不衰。第三代“拴保”扮演者盛红林说，

《朝阳沟》所到之处都大受欢迎，观众队伍长
到看不到头，“许多人骑着三轮车，带着干粮，
拖家带小地赶几十里路跑来看戏，有时演出
中遇上下雨，观众就拿伞啊被单啊报纸啊遮
雨看戏，特别让我们感动。”

[ 共同打造“朝阳沟”品牌 ]

杨兰春的老家位于河北省武安市管陶
乡列江村，现已改名为朝阳沟村；登封朝阳
沟原来叫曹村，也改名为朝阳沟村——因一
部戏而改名，这在全国极为罕见，而两个村
庄却都因豫剧《朝阳沟》而改名，争相开发

“朝阳沟”品牌。持续有五六年时间的“真假

朝阳沟”之争一时引起广泛关注。
“父亲生前对南北两个‘朝阳沟’都有着

同样的热爱，他曾表过态，只要能对当地有
促进作用，双方都可以用‘朝阳沟’品牌。”
杨老的儿子杨光说，曾“摩擦”不断的两个
朝阳沟村，现在像是亲戚一样，互相帮助互
相促进。河北朝阳沟村曾举办过两次“朝
阳沟文化节”，登封朝阳沟都派了
代表去参加，而 2009 年 11 月登封
杨兰春文化园开园的时候，河北朝
阳沟村也有代表过来，并当场捐助
十万元用于园区建设。“现
在这样的状态，我相信是
父亲乐意看到的。”杨光说。

[ 昔日老名片 ]

邙山，亦称邙岭，位于郑州市西
北隅，西起石珍河和云罗山以东，东
至京广铁路，东西长约 100公里。

“那个年代，在我们这些老郑州
人的记忆中，邙山极目阁、黄河母亲

哺育塑像，就是郑州的城市坐标。”今年已 83岁
高龄的市民崔卫国说，上世纪 80 年代，邙山就
是市民尤其是北郊居民的天然公园，“尤其是
哺育塑像，一度作为河南电视台的台标，成为
郑州乃至河南旅游业的标志。”

市 民 吴 波 祖 籍 武 汉 ，大 学 毕 业 后 定 居
郑 州 。“ 我 们 刚 来 郑 州 时 ，不 少 热 心 人 就
推 荐 去 邙 山 景 区 游 玩 ，没 想 到 之 后 邙 山
就 成 了 我 们 近 郊 游 的 根 据 地 。”“ 邙 山 对
于 老 郑 州 来 说 意 味 着 很 多，她是郑州日新
月异发展的见证，也是纯洁爱情、友情的见
证。”市民安女士笑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郑 州 好 景 点 为 数 不 多 ，而 邙 山 则 成 了 她 们
的“快乐大本营”，“有时候我们都是步行前
往，但一点都不觉得累，而是充满着期待和
向往。”

[ 今朝后花园 ]

“美人醉语园中烟，晚华已散蝶又阑。”这是唐
朝诗人李贺对牡丹的挽语，是说牡丹只在初春绽
放，而邙山牡丹却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盛开在晚
春，可谓“数苞仙艳火中出，一片异香邙山来”。

这只是如今邙山的一个镜头：花草竟放，郁
郁葱葱，堪称天然氧吧。

不信？来黄河生态旅游风景区感受一下：但见
星海湖如明珠般镶嵌在葱茏的山峦之间，巍巍邙山
在碧波荡漾中若隐若现，可以充分感受到“斑斓花海
绕群山、如诗画卷入眼来”的秀美景色，再登上岳山远
眺，黄河滔滔东流，述说着亘古不变的豪迈情怀……

不少景区老职工告诉记者，这里由荒山秃岭、
黄沙漫天变成绿林覆盖、郁郁葱葱，凝聚着一代代
邙山人辛勤的汗水。特别是新世纪以来的跨越发
展，不仅让邙山更绿了，也使这里生态环境大大改
善，“岳山耸翠”美景再次出现在世人面前。

一组数字成为邙山变绿的生动佐证：10年来，
该景区共栽植乔灌木种类200余种、30余万株，成
功引种驯化各类花木600余种，其中包括30多种
珍稀濒危国家重点保护植物，树木栽植总量相当
于上世纪30年的总和。如今，该景区林木总量逾
80万棵，核心区域拥有林地380多万平方米、草坪

5万余平方米，成为名副其实的城市后花园。

[ 旅游新坐标 ]

2002 年 10 月，郑州黄河游览区正式更名为
黄河风景名胜区。

有人说，在经历从邙山头到后花园的嬗变，经
历了从辉煌到低迷的阵痛后，黄河风景名胜区从此有
了深谋远虑的气质，黄河之滨洋溢着思想的味道。

没错，开发黄河澄泥砚文化瑰宝；对周边环境
进行改造提升；全新打造毛主席视察黄河纪念地；
投资4000多万元建设郑州黄河国家地质博物馆，
投资2000余万元建设黄河碑林……母亲河畔，一
场重塑郑州旅游品牌的“连续剧”恢宏上演。

“黄河之滨—中国郑州”这组一次次闪耀
在央视的醒目字幕，让人们深刻认识到母亲河
与这座 3600 年古都相融共生的密切关系，如
今，这里已成为郑州旅游的新坐标，吸引着无
数友人欢聚于此；每逢节假日，不少市民也举
家来到母亲河畔休闲游玩，他们也欣喜地发
现：黄河生态旅游风景区，这颗镶嵌在万里黄
河上的明珠，正不断展现着绿色的新生。

现代豫剧在 20 世纪翻天覆地的时代变迁和激荡的社会变革
中，迎来了从草根到河南第一大剧种、中国重要剧种的嬗变。豫剧
经典剧目、诞生于大跃进时期的现代剧《朝阳沟》，50多年来长演不
衰，打动着一代又一代的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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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被誉为城市“后花园”的黄河风景
区，郑州的老市民常常会被勾起美丽的回
忆。黄河、炎黄塑像等文化旅游符号成为记
忆郑州的最好载体。

□本报记者 郑 磊

上世纪60年代电影《朝阳沟》剧照。

晚年的杨兰春仍热爱阅读，笔耕不
辍，直到逝世。

上世纪70年代修建的邙山提灌站。 站在邙山山顶眺望黄河，曾是很多郑州人的周末乐事。

旧日的邙山如今已建设成为黄河风景名胜区。

□本报记者 秦 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