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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习惯待培养
河南省文化艺术研究院院长、国家一级

导演李利宏认为，长期以来，河南的演出市
场，包括话剧市场在内，都不太景气，因为在
很多人的观念里，“哪兴看演出花钱”，即使
是有消费能力的观众，也大都不乐意自己花
钱买票，而是把有人送票看成是一件“有面
子”的事。

河南省话剧艺术中心主任赵新宝也说，
郑州正处于培养话剧观众的阶段，虽然郑州
上演的不少话剧演出都推出了百元以下的
特价票，但还是有不少人希望能免费观看。

与观众消费习惯相对应的是，不少引进
到郑州的话剧演出也存在以营利为目的的

“一锤子买卖”。“有的文化公司也会引进话
剧演出，但场地是临时租的，对引进剧目的
选择也是以吸引观众、营利为目的，而不是
对当地话剧市场的培育、对观众的引导出
发。”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如此说。

高票价成“拦路虎”

与票价相对低廉的电影票相比，不少话
剧演出的票价都在百元以上，这成为不少观
众不愿走进剧场的重要原因之一。

“郑州话剧的演出成本较高，导致票价
相应较高，这是二线城市话剧市场普遍存在
的问题。”河南象剧场（院线）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董事长李明超说，这是话剧市场发展中
必然出现的问题。

市民王女士说：“看话剧对我们来说本
身就是一种可有可无的消费，除非是像《茶
馆》《老舍五则》这样有很多老戏骨参演的经
典话剧，我们会买票去剧院观看，看其他的
话剧我觉得还不如看几场电影。”与王女士
想法一致的李先生说：“郑州的话剧演出低
价票一早就卖完了，高价票对我这个工薪阶
层来说又太贵，如果能像影院一样偶尔半
价、打折就好了。”市民潘女士则直接把是
否自己买票观看话剧的标准定在了“票价
100元以下”。

“作为文化休闲活动，话剧肯定不是看
一场就完的，如果票价在百元以上，普通工
薪阶层还真消费不起。”有业内人士认为，
虽然河南艺术中心的话剧演出也有 30元、
50元的低价票，象剧场也推出了“百万门票
文化惠民”活动，但这对仍在培育中的郑州
话剧市场来说，是远远不够的。

剧目水准参差不齐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目前郑州市的话

剧演出剧目多以经典话剧、现代话剧为主，
此外还有一些非主流爆笑话剧，演出阵容、
水准不一，也导致了不少观众对话剧演出
市场整体印象不佳。

李明超告诉记者，郑州话剧能够凸显
本土原创特色的剧目较少，而在剧目、营销
方式等方面，又缺乏创意，整体制作、营销
水平较低。

“我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看过一场《疯

狂思密达》，说实话我不喜欢那样的纯娱乐
的话剧。”市民马女士表示，这样的“爆笑话
剧”非常粗俗甚至低俗，一味迎合部分观众
休闲放松的低级趣味，对整体话剧观众的培
养并无好处。

针对目前话剧演出中剧目存在的问题，
保利剧院河南公司营销中心主任周仁涛分
享了自己的看法：“应该多引进一些符合当
下主流、正能量的剧目。把最好的、原汁原
味的、最具有代表性的话剧引进郑州，让市
民能够欣赏到各种各样的话剧剧目，而不应
该为了票房才去引进某些话剧。”

演出场所待增加
一位业内人士一针见血地指出，相较于

北京、上海等城市，我市的话剧演出场所较
少，河南艺术中心和河南人民大会堂承担了
绝大部分的话剧演出。随着象剧场的投入
运营，这种情况得到了一定的改观，但却没
有从根本上改变我市话剧演出场所缺失的
尴尬局面。

据了解，目前我市的主要话剧演出场所
是河南艺术中心和郑州艺术宫·象剧场以及
省人民会堂，还没有一个专业的话剧演出场
所，甚至连我省唯一的专业话剧院团——河
南省话剧艺术中心也不例外。

“受话剧演出场所分布限制和场地限
制，市民更乐于接受相对便捷的其他娱乐
方式，也影响了话剧市场的扩大。”周仁涛
认为，若将整个话剧市场培育起来，目前
郑州市的话剧演出场所是远远不能够满
足市民需要的，“河南人口众多，郑州市作
为省会，喜欢话剧这种艺术表现形式的市
民将会越来越多，所以话剧发展的空间十
分充足。”

话剧,

一方面是观众“喜欢看话剧”，另一方面却是话剧市场遇名剧明星火爆，或遇“无名”剧萧条的“冰火两重
天”，郑州话剧市场为何会出现目前的状况、又存在哪些问题？本报记者连续走访了多位业内人士和观众。

2012年开始，银幕上各类新声音不
绝于耳，个性张扬的吴莫愁，忧郁细腻
的霍尊……相较于他们的年轻、活力，
蒋大为、李玲玉、林依轮这样的老唱将
也在奋力发声。今晚，由河南卫视倾
力打造的国内首档中老年人音乐真人
秀《金色好声音》开播，记者昨日通过
河南电视台采访了评委之一蒋大为，
听他聊一聊关于自己、关于节目的“那
些事儿”。

“我以前经常来河南演出，河南人
有文化、爱歌舞戏曲，给我印象很深。”
蒋老说：“我国现在有 3亿多中老年人，
其中有不少人才华横溢，他们需要一个
展示自我的快乐舞台。”在蒋大为看来，

《金色好声音》是一个以音乐为媒介、实
现三代人代际沟通的、专属于中老年的
音乐舞台。纵观综艺市场，虽竞争激
烈，但真正专属中老年观众的选秀综艺
却很少有。蒋大为还透露，《金色好声
音》不仅为参赛选手准备了宏大华丽的

“新舞台”，更用创新性的 90 后选 50 后

“新玩法”，实现了对经典的传唱。
谈到参加节目选手们的表现，蒋大

为赞叹不已：“很多人都认为中老年人
只是爱听，其实他们不少人声乐都很
好，也很爱唱。有的选手分享了一段动
人的故事，有的选手歌声动听，他们登
上舞台展现风采，将自己经历的故事融
入歌曲中唱给大家听，这对年轻人是一
种很好的教育和启发。”蒋大为告诉记
者，无论是民间的“昔日高手”，还是醉
心于音乐的“市井俗人”，老唱将们都力
争将自己的音乐新态度传达出来，这种
精神风貌非常具有感染力。

提起自己的老年生活，67岁的蒋大
为笑称“有滋有味”。在他看来，老年人
不管家业有多大，家人有多少，都应该
多参与一些社会活动，只有这样才能精
神愉快，精神愉悦，身体自然也就健康
了。“人不服老不行啊，老年人就应该把
过去的苦与乐都翻过去，活在当下，让
自己快乐。”蒋大为说：“幸福不是有多
少钱，而是过得快乐，心理满足。”

老唱将也有新态度
——访著名歌唱家蒋大为

本报记者 杨丽萍

本报讯（记者 秦华）3
日、4 日，以河南丹江口库区
移民生活为素材的主旋律豫
剧《家 园》在 省 人 民 会 堂 上
演，这是该剧省内 12 场巡演
的组成部分。这部反映几代
中原儿女为支持南水北调工
程做出巨大牺牲的移民题材
大戏，深深打动了绿城观众。

《家园》由著名编剧姚金
成、韩枫执笔，李庚春执导，国
家一级演员李斌和范静领衔主
演，讲述了在河南丹江口库区
的一个普通村落里，乡亲们为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再次搬迁、
艰难抉择的故事。全剧牢牢把
握以人为本、民生优先，切实把
南水北调工程真正建成民生工
程、民心工程，确保移民“搬得
出、稳得住、能发展、快致富”的
主题，展现了党和政府对移民
群众的关心扶持以及中原儿女
舍小家、顾大家、为国家的高尚

情操，倾情讴歌了广大基层移
民干部忘我付出的无私奉献精
神。

作为 2014 年度河南省省
级艺术创作生产重点剧目，在
省政府移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省文化厅、河南豫剧院的指
导下，河南豫剧院一团集中力
量，用了 45天时间将该剧搬上
舞台。虽然创作时间紧迫，部
分细节还有待改进，但《家园》
巡演所到之处颇受欢迎。

《家园》本次省内巡演共包
括 12场，剧组走进许昌、新乡、
漯河、平顶山、南阳等地，为当地
群众献上了这场感人的演出，观
众无不被库区人民的高风亮节
所打动。河南豫剧院一团团长、
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王惠告诉
记者，《家园》已定于12月16日
晋京，在长安大剧院演出，之后，
该剧将作为该团明年的重点加
工提高剧目去打磨。

南水北调题材主旋律大戏

豫剧《家园》献演绿城

本报讯（记者 左丽慧）昨
日下午，著名电视文艺策划
人、诗人、词作家朱海受邀来
到郑州师范学院学术报告厅
参加“绿色人文系列活动”，为
这里的近 600名师生奉上了一
场题为“创意的精神”报告会。

朱海连续多年担任中央
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春节歌
舞晚会、“五一”劳动节及“十
一”国庆晚会等国家级重大文
化、文艺活动的总策划、总撰
稿，还在 2014 南京青奥会、广
州亚运会、深圳世界大学生运
动会等中外大型体育赛事的
开、闭幕式活动中担任策划创
意、文学总撰稿。

“创意不是抖机灵，每个
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支持
文化的必定是一种精神”，昨
日的讲座中，朱海结合多年
的策划创意经历，通过讲故

事的方式，妙语连珠地向听
众阐述“精神”以及“创意”的
重要意义和作用。此外，他
还为师院学子带来了新近出
版的作品《朗诵中国——朱
海朗诵诗选》《今夜无眠——
朱海词作品选》，受到了众多
大学生文学爱好者的热烈欢
迎。师院师生还以歌舞、朗
诵等形式，现场展示了朱海
的代表作《今夜无眠》《盛世
和韵》等。

据悉，郑州师范学院“绿色
人文系列活动”始于2002年，多
年来围绕校园文化、师德师风、
传统节日、教室专业素养等方
面，引导学生在学习本专业知
识的基础上，领悟优秀传统文
化精华、感受优秀传统文化魅
力，迄今已举办了 100 多场讲
座，范曾、李学勤等大家都曾前
来传道授业解惑。

本报讯（记者 杨丽萍）冤家宜
解不宜结，这是人人皆知的古训。
但在30集都市情感电视剧《冤家 亲
家》中，三个关系亲密的中学同学却
由好友变冤家，后来又成了亲家。
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7日起，市民
便可在郑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晚
间黄金档三集连看一探究竟。

《冤家 亲家》讲述了一段普通
百姓的亲情、爱情故事。由陈瑾、储
智博、施京明饰演的角色，因情感问
题纠缠了几十年，其中争吵不断，恩
怨相依。随着时间流逝，两家的孩
子互生情愫，在大人们恩怨不断的
生活缝隙中艰难地相爱，两家也终
于暂时恢复了和平，并结为亲家，但
故事到这里远没有结束……该剧围
绕着两代人的情感生活，在曲折感
人的故事情节中传达出了宽容、真
情的正能量。

《冤家 亲家》周日开播

传达宽容正能量

本报记者 左丽慧 秦华 杨丽萍 文 李焱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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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秦华 杨丽
萍）昨日，由张一白执导的青
春贺岁大片《匆匆那年》在京
举 办“ 死 党 聚 会 ”首 映 发 布
会。发布会现场，导演张一白
携原著作者九夜茴，主演彭于
晏、倪妮、郑恺、魏晨、张子萱
等人悉数亮相。

现场，片方以照片回顾的
方式揭秘剧组的种种幕后趣
事，其中郑恺的重头戏被记录
为“拍摄期最长的一天”。张
一白表示，这是整场电影最高
潮的一场戏，对整个剧组的要
求都很高，而郑恺在这场戏中
演绎了情绪大爆发的桥段，又
要砸杯子又要摔石膏，连打架
带嘶吼折腾了无数次，他表示
印象最深刻的便是这场男生
之间的一场混战。

《匆匆那年》除了有年少
轻狂的热血激情，也有青涩美

好的初恋故事，“赵烨”对“林
嘉茉”的暗恋和追求便勾起了
许多人的甜蜜回忆，同时这段
三角恋也为电影平添了一分
悲剧色彩。谈及此，郑恺对角
色设定表示不满：“‘赵烨’在
剧中的结局太悲哀了，跟我本
人也完全不像。”导演张一白
接过话题：“就是我小时候。”
郑恺表示，他喜欢篮球队长

‘苏凯’，那是所有女生向往的
对象，奇怪的是导演竟然选陈
赫来演。所幸九夜茴点出“赵
烨”是所有角色中发展最好
的，后来成为一代首富，郑恺
才寻找到一些心理平衡。

据悉，电影将于 5 日全国
公映。曾在《致青春》《私人定
制》《江湖论剑实录》等影片中
有出彩表现的郑恺，此次将带
给观众怎样的惊喜，我们拭目
以待。

电影《匆匆那年》首映

郑恺演“小时候的张一白”

郑州师院讲创意
《梅兰芳》

由省话剧艺术中心创排的《红旗渠》摘得我省第一个话剧界“文华大奖”

《梅兰芳》绿城上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