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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古都学会成立
十年了，十年间，它以弘扬中

华文明为目标，建设成为世界历
史文化名城为己任，保护、传承、宣传
郑州大古都，彰显出一个时代的取
向。”市文物局局长任伟表示，凭借郑
州列入八大古都之动力，十年来我市
不断加大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力度，
组建机构、加大投入，不仅有了更为求
新务实的郑州市文物局、郑州市文物

考古研究院、郑州嵩山文明
研究院和郑州世

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公室，诞生了
影响深远的中华之源与嵩山文明研究
会，还在保证重点项目投入的同时，另
外设立了文物保护专项资金，用于日
常的文物维修、保护规划、方案编制等
工作。

“连续五年，郑州大师姑夏代遗
址、新郑唐户遗址、荥阳关帝庙遗址、
荥阳娘娘寨遗址、新密李家沟旧石器
到新石器过渡阶段遗址、新郑望京楼
遗址、郑州老奶奶庙旧石器遗址等入
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不仅扩
大了郑州大遗址

的社会认知度，而且提升了郑州人的
认同感和家国意识。”任伟说。

我们惊喜地发现，十年来对郑
州文化遗产的发掘、保护、研究，
展示出了华夏文明的根性与
个性。正如任伟所说：

“我们认识到，郑州是
中华上下五千年
历史中的重要
一环。”

郑州入郑州入列“八大古都”，十年了列“八大古都”，十年了
本报记者 左丽慧 文 李焱 图

明日，嵩山文明与中国早期王都研讨会暨中国古都学会
2014年年会将在我市举行，此次会议的举办不仅意味着距离
上次中国古都学会年会在我市召开已有10年，也是郑州成功
入列中国“八大古都”十周年——2004年11月5日，在我市召
开的“郑州商都3600年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古都学会2004年年
会”上，与会代表一致赞同，郑州与西安、北京、洛阳、开封、南
京、杭州、安阳七大古都一起，并称为“中国八大古都”。

十年来，在“八大古都”的光环与压力下，郑州在经济、文
化、社会发展等各个方面均发生了巨大变化。十年古都路，郑
州经历了哪些改变？记者连日来进行了相关采访。

郑国祭祀遗址青铜礼器窖藏坑

由市委宣传部、市文广新局主
办，市教育局、郑州日报社、郑州晚
报社、郑州人民广播电台、郑州电视
台等共同协办的第十一届绿城读书
节开幕近一个月时间，校园经典朗
读、“书香家庭”评选、阅读活动校园
社区行等十多项阅读活动目前正在
有序开展之中，为广大市民营造出

“阅读融入生活”的良好氛围。

诵读带学子享受阅读

第十一届绿城读书节系列活
动之“校园经典诵读”比赛 10月中
旬在河南师范大学新联学院举行
了首场比赛。

院团委书记茹佳佳介绍：“这
次新联学院专场比赛历时40多天，
近200名同学报名参加，经过初赛、
复赛的选拔，最终共有30名同学脱
颖而出进入决赛。”决赛中，参赛选
手慷慨激昂、抑扬顿挫，用深情动
人的声音表达内心的情感。诗朗
诵《致橡树》犹如一首古老而又清
新的歌曲，拨动着观众的心弦；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朴素明朗、
隽永清新的语言，表达了对幸福
生活的向往；《相信未来》鼓励着
青年学子勇怀斗志，为美好的未
来奋发向上。

“举办校园经典诵读大赛，很
好地鼓励了广大青年学子积极阅
读，有效地推动了优秀校园文化的
建设。”茹佳佳表示，接下来，“校园
经典诵读”比赛还将陆续走进郑州
科技学院、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
院、中原工学院、黄河科技大学、郑
州第十四中学等学校，希望同学们
都能从中享受到阅读的快乐。

我们一起读过的课文

“那是一抹难以忘怀的记忆，
那是一次沁人心脾的遐想，那是一
段刻骨铭心的文字，那是陪伴我们

成长的力量……”绿城读书节开幕
以来，每每打开收音机，在 FM91.2
总能听到涓涓细流般令人精神一
振的深情朗诵。

记者从绿城读书节组委会了
解到，此次“那些年我们一起读过
的课文”活动，计划由 10名主持人
朗诵10篇经典文章，陆续在电台播
出，目前已由郑州人民广播电台主
持人郭应巍、刘博、林夕、寒江等四
位主持人分别朗诵《岳阳楼记》《白
杨礼赞》《我的空中楼阁》和《从百
草园到三味书屋（节选）》，带听众
穿越时空，重温经典。

书香家庭星火燎原

“十佳书香家庭”评选是绿城
读书节持续多届的“保留项目”，书
香家庭如同一个个细胞，在社会这
个大组织中发挥着基础而又至关
重要的作用。日前，李远伟、王剑
松等进入第十一届绿城读书节“十
佳书香家庭”候选的家庭成员分别
做客郑州人民广播电台，分享他们
的阅读经验和体会。

“书对我来说已经成为生活的
一部分，每天都会利用或长或短的
时间来翻翻书。”来自郑州大学体
育学院的李远伟表示，现在读得多
是文化类书籍，“读书是一种修养，
通过读书能让我获得更多知识和
感悟。”李远伟还建议，读书时不妨
首先看看书目和序言，它们能起到
提纲挈领的作用，帮助读者在短时
间内迅速了解一本书的主要内容，
比较节省时间。

记者了解到，本届绿城读书节
将持续到11月，各项活动也正在紧
锣密鼓进行中，喜欢阅读的市民不
妨踊跃报名参加“十佳书香家庭”
评选、“我的书屋·我的梦”征文等
多种阅读活动，在活动中提高阅读
水平、分享阅读收获。

第十一届绿城读书节——

让阅读融入生活
本报记者 左丽慧 文 李焱 图

本报讯（记者 左丽慧）记者昨
日从市委宣传部获悉，首届中原(鹤
壁)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将于10月31
日至11月3日在鹤壁市会展中心举
办。目前，我市展团赴鹤参展的前期
工作已准备就绪，22家商户将携5大
类20余种文化产品亮相文博会。

首届中原(鹤壁)文化产业博览
交易会由中国文化产业促进会等主
办，将有长治、晋城、邢台、邯郸、聊
城、菏泽及河南省18个省辖市组成
的中原经济协作区24个城市和河南
省10个直管县（市）参展。交易会设
地方特色文化精品展、工艺美术品

及收藏艺术品交易展、书法美术品
交易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交易展和
文化产品综合交易展等五大展区。
截至目前，展会已吸引300多家商户
报名参展，展品达40余类。

我市已确定 22 家展商赴鹤参
会，展品种类有动漫游戏、创意设
计、影视制作、多媒体展示、瓷器、
剪纸、手工银制品、密玉手工艺品、
充气游乐设备等20余个。此外，我
市展馆设计也已完成，届时将以

“品商都文化 览厚重郑州”为主题，
通过大量灯箱图片、特色文化产品
充分展示我市独特的文化魅力。

首届中原(鹤壁)文化产业博览会将开幕

我市22家商户参展

本报讯（记者 秦
华）作为第八届中国曲
艺节的参演剧目之一，
昨晚，由河南歌舞演艺
集团出品、河南省曲艺
团排演的原创方言话剧

《老汤》在连云港上演。
中国曲艺节是我国

曲艺界规格最高、规模
最大、最具影响力的国
家级曲艺盛会。作为中
国曲协的重要品牌活
动，该曲艺节自 1990年
在南京举办首届活动以
来 ，已 在 全 国 9 个 省
（区、市）、13 个城市成
功举办了 7届。本届曲
艺节以“汇聚优秀曲艺
人才、展现曲艺新人新
作、交流创作表演成果、
推动曲艺繁荣发展”为
主题，来自全国各地的
500 余名老中青曲艺家
和曲艺工作者齐聚连云
港，一展曲艺魅力。

《老汤》是省委宣传
部中原人文精神精品工
程 2013年度重点剧目、
省文化厅 2013 年重点
创作剧目，近期刚刚荣
获河南省第十届精神文
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和
第十三届河南省戏剧大

赛河南文华大奖第一名。该剧集合京豫
两地顶尖艺术人才：总政话剧团团长、著
名编剧王宏担纲编剧，总政歌剧团国家一
级导演胡宗琪执导，我省表演艺术家范军
领衔主演，以轻喜剧的方式讲述了一个关
于诚信的故事。

据河南歌舞演艺集团总经理张振中
介绍，《老汤》是河南歌舞演艺集团继原创
舞剧《太极传奇》、交响合唱《朝阳沟》之
后，近年来推出的第三部大型舞台艺术作
品，于去年 8 月在省人民会堂成功首演
后，又在国家大剧院、北京大学百年讲堂、
石家庄、邯郸等演出 30余场，受到观众和
专家一致好评。

昨晚，由范军主演的原创方言话
剧《老汤》在连云港上演，观众反响热
烈。在自己的艺术之路中，范军如何
定位《老汤》？接下来，范军又有何计
划？记者近日采访了他。

“卖东卖西有本管着，做人做事
有心管着，行善作恶有天管着，天生
二目日出月落，诚实守信千金一诺，

如有违背天降大祸！”《老
汤》这句经典台词，被范军
认为是全剧的核心，“它以
轻喜剧的方式讲述了一个
关于诚信的故事，这在物欲
横流、诚信缺失的今天，无
疑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和
寓言色彩。同时，它向观众
传达了河南人特有的幽默
和诚实守信的美德。我用
四个关键词来概括这部剧
的亮点——爱情、凄美、承
信、感动，我相信每一个看
过这部剧的人，都会被主人
公打动。”

范军说，《老汤》拥有国
内一流的制作团队，创作时
六易其稿，多次采风、邀请专
家指点、加工提高，现在呈现
的面貌已与去年首演时完全
不同。经过这么多场的演
出，范军已与男主角罗小船

“生活在一起”，然而，范军
在刚刚演《老汤》的时候，也
曾遭遇创作上的瓶颈，“起
初最难的就是找曲艺和话
剧的接合点，曲艺讲究跳进
跳出，讲究与观众的互动，

而话剧讲究真演真感受，需要真正地
和人物生活在一起。如何平衡这两
种艺术形式的表现力，是最令我棘手
的事。”范军说，经过无数次的揣摩演
绎，他摸到了表演的窍门，现在已经
相当得心应手。

“这一年来我常常穿梭于各大城

市之间，为观众演《老汤》、参演其他惠
民文化活动。说真的我常常疲惫不
堪，但是我又精力充沛，感觉每天都
有使不完的劲、干不完的事。”支撑范
军的，正是“做好豫文化的传播者”这
个朴素的信念，“我演过不少电影、电
视，也演过很多曲艺节目，还做电视
节目评委，在很多人眼中我‘红了’，
但我其实并没有‘出名’这个概念，我
觉得首先传播好豫文化，才是我的使
命和责任。”

在范军看来，一个人的发展要有
根基，他自小接受着厚重中原文化的
熏陶，曾跟随常香玉、牛得草、申凤梅
等众多名家学习，有机会把多种艺术
形式融合在作品里，形成自己独特的
风格。“我觉得我特别幸运，得到过这
么多名家的指点，我把这种感恩化作
前进的动力、化作肩负的责任。”范军
笑言，作为一名“河南文化名人”，自
己有责任把博大精深的中原文化传
播下去。

如今范军已经攀上“河南曲艺界
领军人物”这座高峰，但他仍然有着
色彩斑斓的梦想和追求，“接下来，我
会推出‘三老’系列，包括《老汤》、

《老街》、《老家》（暂定名）三部，这个
系列主要反映中原人文精神，是我按
照演艺生涯代表作的标准来打造
的。”范军说，《老汤》近期将启动全
省高校巡演；《老街》以有着 700 余年
历史的马街书会为题材，剧本预计今
年年底完成，有望明年与观众见面；

《老家》（暂定名）将以反映厚重的根
亲文化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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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军：豫文化的传播者
本报记者 秦华 文 李焱 图

本报讯（记者 杨丽萍）记者昨日获
悉，河南艺术中心将在 11月推出“都市
话剧月”系列演出。疯狂喜剧《绝不付
账》点透小人物的戏剧人生、红色经典

《共产党宣言》谱写正能量之歌、老舍经
典《老舍五则》诠释人间悲喜。这三台
完全不同风格的话剧将带领观众在剧

场内体验别样的戏剧人生。
11 月 24 日，曾在国内荣获多项大

奖的红色话剧《共产党宣言》将带来浓
浓的精神正能量。该剧由广州军区政
治部创作室主任唐栋等编剧，战士文工
团副团长、国家一级导演、两次获得文
华大奖的傅勇凡执导。创作方表示，该

剧不是简单的政治脸谱化说教，而是深
入人的本性，通过探讨人物内心世界，
来完成人物塑造。

该剧讲述了共产党人林雨霏在《共
产党宣言》的思想引导下，为追求理想、
救国救民而不畏牺牲的感人故事。虽
然冠以“共产党宣言”的名字，但闪光的

却是一个个“小人物”，尤其是剧中精练
的语言和感人的故事，向当代人敲响了
警钟。

此外，由台湾戏剧教父赖声川执导
的喜剧《绝不付账》将于 11月 8日、9日
上演；根据老舍短篇小说改编的《老舍
五则》将于11月30日与观众见面。

或爆笑或经典 尽在“都市话剧月”

本报讯（记者 杨丽萍）记者昨
日从乐视影业获悉，由好莱坞型男
安东尼奥·班德拉斯主演，西班牙导
演加贝·伊班内兹执导的科幻片《机
器纪元》已确认引进国内，主演班德
拉斯除了在戏里饱受机器人软禁折
磨外，在戏外也遭遇了感情危机，让
人唏嘘不已。

班德拉斯在《机器纪元》里饰演
机器人公司的保险代理，因受命调
查一项警察击毙机器人事件而偶然
发现了机器人世界的秘密，与此同
时，他还被误解是暗中操控篡改机
器人程序的黑手而被追杀。在片方
新曝光的剧照中，衣衫褴褛的班德
拉斯身处一望无际的荒漠，被几只
机器人包围，场景孤绝空旷。

班德拉斯是银幕上最为著名的

拉丁情人，迷倒万千女性，但在这部
新片中，以光头造型出现的他饰演
了一个截然不同于其以往任何角色
的平庸上班族雅克，这个人性格悲
观，没有远大的人生抱负，只以与妻
儿安乐度日为目标。“拉丁男神”班
德拉斯在拍摄影片的过程中不但要
成日保持愁眉苦脸的抑郁状态，还
要长时间在恶劣荒漠环境中被机器
人“软禁”，可谓受尽筋骨体肤之痛。

而在戏外，班德拉斯与现实生
活里的妻子，同时也是《机器纪元》
演员之一的梅兰妮·格里菲斯在拍
摄本片时正面临婚姻危机，两人一
边拍摄一边接受婚姻咨询。然而，
不幸的是，拍完本片的同时，两人婚
姻也走到了尽头，他们于今年 6 月
初宣布和平分手。

《机器纪元》引进国内

班德拉斯戏里戏外“受折磨”

修复的商城东城墙修复的商城东城墙

尽管早在 1993年，河南博物院许顺湛研
究员就起草了一份“把郑州列为中国八大古
都之一的倡议书”，但郑州真正成功入列八大
古都，却是11年不断研究才取得的成果。

“经过 50余年的考古发掘和相关学科专
家学者的深入研究，才确定郑州商城作为商
代早期建立的一座都城，至今已有 3600年的
历史，其建筑规模之大，规划布局之严整，文
化内涵之丰富，堪称当时世界之最。郑州商
城作为商代早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中
心，是中国古都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在探索夏、商、周三代文明发展史中具有承上
启下的重要作用。”郑州嵩山文明研究院书
记、副院长陈英告诉记者，当时，考古学家们

在以商都为代表的郑州地区发现了西山、新
砦、古城寨、大师姑、小双桥等一批古代城址，
两周时期的郐国、虢国、郑国、韩国等诸侯国
也曾先后定都于此，这些都表明郑州所在地
域存在一个古都群，这更进一步确立了郑州
在中国古都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2004年的中国古都学会年会上，郑州列
入中国八大古都之所以水到渠成，1993年学
者们的倡议当然功不可没，实际上郑州市领
导与专家学者积极努力，采取开放的态度，多
方面推动包括中国古都学会、中国殷商文化
学会等五六个学会开展共同研究，达成学术
共识，才是最大的成功之处。”陕西师范大学
西北研究院李令福如此评价。

十一载求索终入列

展示华夏文明根性

聚焦 绿城读书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