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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李女士告诉记
者，自己很喜欢新年音乐
会：“参加一场新年音乐
会就像进行一种仪式，用
音乐的纯净去洗涤掉自
己过去一年中的所有不
如意，迎接更好的自己。”

也有市民对音乐会
之类的西方过节方式较
为抵触，刚刚成立了小家
庭的市民田先生告诉记
者，逢年过节，自己的大
部分时间都会和朋友们
一起度过。“我不太喜
欢音乐会、芭蕾舞、交响
乐这些演出，它们跟我们
的传统节日融合在一起
总感觉怪怪的，我更喜欢
相声、脱口秀这类的演
出，热热闹闹的，台上台
下还能不时互动。”

面对众多的演出，观
众该如何选择？周虹说，
不同地方人们的文化欣
赏口味不同，选择和引进
剧目时不应该只看演出
团体是不是有名，而是根
据当地人们的喜好及剧
目的艺术水准来选择，此
外，作为一名普通观众和
消费者，遇到心仪的演出
可提前网上查询一下演
出团队、亮点等基本信
息，这样就不会花冤枉钱
看垃圾演出。

新年演出回归理性更“接地气”
——郑州新年演出市场调查

本报记者 左丽慧 秦 华 杨丽萍 文 李焱 图

本报讯（记者 秦华）昨晚，
河南豫剧院和河南泽华集团联
合推出的公益演出、由河南豫剧
院院长李树建主演的古典豫剧

《清风亭》，在省人民会堂上演，
2000余名观众免费看大戏。

20 日，河南豫剧院院长李
树建、副院长贾文龙带领众多青
年演员走上郑州街头，为环卫工
人送上《清风亭》的演出票。李
树建介绍说：“举办这次公益演
出就是为了满足广大戏迷观众
看大戏的需要，大部分演出票都
免费赠送给戏迷。”

据了解，《清风亭》中的大部

分角色都是由河南豫剧院青年
团的演员饰演，李树建表示，他
一直有一个心愿，就是希望河
南豫剧院能在三五年内培养几
个青年表演艺术家，“青年团的
班底是中国戏曲学院首批豫剧
本科班毕业生。在过去的一年
时间里，青年团排了《穆桂英挂
帅》《破洪州》《五女拜寿》《白蛇
传》等 10 部大戏。很多观众刚
开始并不认可这些年轻的孩
子，但他们经过一年多时间的
舞台锻炼，表演水平已经大大
提高，现在很受观众和专家的
好评。”

《清风亭》昨晚上演
百姓免费看大戏

本报讯（记者 秦华）昨日下
午，河南省稀有剧种抢救工程总
结表彰会在我市召开。会议表
彰了抢救工程先进单位和先进
个人。

2012 年 12 月，省文化厅、
省中华文化促进会启动实施

“河南省稀有剧种抢救工程”，
两年来抢救工程成效颇丰：基
本摸清了当前我省稀有剧种的
生存现状，我省的地方戏曲目
前存活的只有 36 种，列入省级
以上非遗项目的有 29 个；编辑
出版《汉剧》《大弦戏》《落腔》

《四平调艺术》等一批专著；收
集传统剧目剧本近 2000 部，曲
谱 1500 余部；征集一批稀有剧
种相关实物；复排、拍摄一批传
统剧目。

对两年来涌现出的优秀单
位和个人，省文化厅和省中华文
化促进会授予省文化艺术音像
出版公司等 20个单位为河南省
稀有剧种抢救工程先进单位，授
予刘亚光等28人为先进个人。

另悉，表彰会上，省中华文
化促进会向稀有剧种抢救工程
捐赠100万元资金。

本报讯（记者 秦华）昨晚，
“河南公益无限系列文化活动”
的省群众艺术馆小剧场举行
300场回顾展演暨表彰晚会。

“河南公益无限系列文化
活动”每周一场固定免费演出，
是为推动全省人民共享文化成
果的有益探索。自 2011年 7月
推出以来，受益群众已达 46 万
人次。2013 年，该活动被国家
文化部表彰为“全国文化志愿
者示范项目”。

在公益无限文化活动中，
省群众艺术馆成立了馆办示范
性 团 队“ 河 南 公 益 无 限 艺 术
团”，中国剧协副主席、京剧表
演艺术家刘长瑜担任该团总顾
问，我省著名表演艺术家王素
君、胡希华、魏俊英、杨帅学、袁
国营等文化艺术工作者任团
员。历经3年多的发展，艺术团
已成为拥有素雅青年豫剧团、

郑州雅韵京剧团、枫叶民族乐
团、老兵艺术团、星光杂技团、
梨苑明星艺术团、老干部豫剧
团等11支演出活动团队、390多
名注册文化志愿者的群艺馆馆
办文化志愿团队。这支队伍除
了每周四晚在省群艺馆小剧场
为观众献上演出外，还将活动
地点拓展到乡村、军营、社区、
矿山、学校、工地等。

昨晚的回顾展演暨表彰晚
会上，来自全省各地的 80 多位
热心公益文化事业的表演艺术
家、文化志愿者在这里演出《公
益无限 大爱无疆专场晚会》，王
素君荣获“最受群众欢迎的爱
心艺术家”称号，宋海云等文化
志愿者获首批“十佳文化志愿
者”称号，河南公益无限艺术团
素雅青年豫剧团等获“十佳河
南文化志愿服务活动示范团
队”称号。

本报讯（记者 左丽慧）24
日，河南大学口头与非物质文
化遗产研究中心与郑州市华夏
文化艺术博物馆签约，成立河
南大学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
研究中心（郑州）研究教学基
地。这是我省民办博物馆与高
校科研团队联姻的一次尝试。

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
表作又称无形遗产，是相对于
有形遗产，即可传承的物质遗
产而言的概念。指各民族人民
世代相承的、与群众生活密切
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
（如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
知识和技能，以及与之相关的
器具、实物等）和文化空间。

据了解，双方将在信息资

料方面实现资源共享，在保证
文物安全的前提下，利用博物
馆馆藏文物从事科学研究，并
联合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
遗产研究中心、河南博物院及
其他省内外机构，建立“中国戏
剧文物研究中心”等。

随着我国加快对民办博物
馆的扶持力度，我省各地均涌
现出一批各具特色的民办博物
馆。但民办博物馆处于发展的
初级阶段，科研能力相对缺乏，
发展受到一定限制。而我国高
校科研力量与社会需求严重脱
节，资源闲置，成果转化率低。
此次高校与民办博物馆对接，
是探索高校科研团队服务社会
新模式的一次有益尝试。

“公益无限”惠民46万人次

民办博物馆联姻高校科研团队

本报讯（记者 杨丽
萍）从《爸爸去哪儿》到《花
样爷爷》《奔跑吧兄弟》，电
视真人秀节目近年来风生
水起。记者从河南电视台
昨日召开的发布会上获
悉，2015年河南卫视将推
出《父母的成绩单》《食能
生财》《井字对抗》三档大
型真人秀节目。

据河南卫视品牌管理
部主任张毅介绍，从 2014
年的下半年开始，他们向
全台征集到了 40 个节目
的方案，经过层层选拔，最
终确定了三档纪实类真人
秀节目，并将于明年1月份
以季播的形式开始集中绽
放：1月5日开播亲子真人
秀《父母的成绩单》，1月 6
日开播《食能生财》，1月 7
日开播益智答题类文化节
目——《井字对抗》。

担任《汉字英雄》《成

语英雄》《井字对抗》制片
人的秦峰认为，真人秀节
目是电视节目的终极产
品。“虽然真人秀节目在制
作上看起来没有电视剧、
电影那样精良，却深受观
众喜爱，原因就是在于它
的真。我希望我们的节目
以真的方式呈献给观众，
从节目里面走出来的人能
成为国民的表率。”

他的观点得到了《父
母的成绩单》制片人郭佳
的认可。“我们在进行节
目研发时，会大量地观摩
国外的节目模式，国外各
类演播室或户外节目都
以真人秀的表现形式为
主。”郭佳说，“观众喜欢
看真的东西，所以真人秀
节目是电视发展的一个
趋势。我们虽然起步晚
了点，但我们正在不断地
学习、补充。”

河南卫视主推真人秀

本报讯（记者 杨丽萍）
由“鬼才”徐克执导，张涵
予、林更新、梁家辉等主演
的战争动作巨制《智取威虎
山 3D》正在奥斯卡旗下的
各大影城热映。影片中，巷
战狙击、独斗猛虎、飞橇走
马、悬崖凌渡等场面扣人心
弦，相较于传统样板戏，该
片将智取威虎山的过程用
更惊心动魄的方式展现在
了观众眼前。

对不少观众而言，《智取
威虎山3D》并没有太多令自
己提起兴趣的看点，而徐克
在尊重原版的基础上，增添
了很多时尚新元素，攀岩、滑
雪以及人物服装等，都成了
观众津津乐道的话题。

值得一提的是，影片3D
效果逼真，尤以杨子荣雪山

独斗猛虎最为出彩。他独身
一人奔赴匪巢，半路休息，
系好了马却见它焦躁不安，
欲挣脱而逃，抬头看，杨子
荣发现一只猛虎正从远处
扑来，解了马，他迅速爬到
树上，与猛虎展开周旋，却
不料这老虎仿佛成精一般，
趁他不注意爬上旁边大树
再次朝他扑了过来……逼
真的视觉效果不时惊得观
众尖叫连连。片尾的飞机
大战也精彩纷呈，让人充满
意外和惊喜。

影迷“哈搭巴”说：“徐克
太‘鬼’了，他用旧瓶装新酒，
把一部对于中国大陆中老年
观众而言耳熟能详的八个样
板戏之一的《智取威虎山》，改
编成了充满激情、酣畅淋漓的
商业大片，看起来太过瘾了。”

旧瓶新酒演绎红色动作大片

从高雅的新年音乐会到
社会讽刺话剧，从惊悚舞台剧
到开心麻花剧……临近新年，
河南艺术中心、象剧场·郑州
艺术宫等演出场馆纷纷推出
类型各异的演出节目，我市近
期将上演哪些作品，与往年相
比有何亮点、看点，观众对演
出剧目又有哪些期待？本报
记者连日来进行了采访。

记者了解到，近期将在我
市上演的新年新剧可谓百花
齐放，将在河南艺术中心上演
的就有河南交响乐团演奏的

“2015 河南新年音乐会”（12
月 30日）、中央民族乐团带来
的《印象·国乐》（12月 27日）、
意大利那不勒斯皇家爱乐乐
团音乐会（12月 31日）、“时光
倒流—经典电影音乐巡礼
（2015年 1月 17日~18日），话
剧《人民公敌》（1 月 27 日~28
日）、音乐剧《聂小倩与宁采
臣》（2月 6日~7日）、《 俄罗斯
爱乐交响乐团音乐会》（2 月
13日）等。

在西区象剧场上演的则有
北京儿艺青剧团精心创作的全
球首部互动体验秀《植物大战
僵尸》（2015 年 1 月 10 日~11
日），话剧版《鬼吹灯》（2015年1
月 16日~17日）和“开心麻花”
剧社从美国百老汇独家引进创
作其第一部合家欢剧目《三只
小猪》（2015年1月31日）。

河南歌舞演艺集团董事长、省音协主
席周虹介绍，“2015河南新年音乐会”特邀
国家一级指挥彭家鹏执棒，中国人民解放
军总政治部歌剧团著名女高音歌唱家黄华
丽，中央歌剧院著名男高音歌唱家王丰、有
着“小提琴王国中的鬼才”美誉的著名小提
琴演奏家李传韵加盟。音乐会上，艺术家
们将为观众献上《春节序曲》《蝙蝠序曲》

《春之声圆舞曲》、独唱《今夜无人入睡》《祖
国，慈祥的母亲》《中国梦》《沁园春·雪》、
革命现代舞剧《红色娘子军》选段、二重唱

《饮酒歌》、交响合唱《我的祖国》等曲目。
河南象剧场（院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董事长李明超告诉记者，《植物大战僵尸》
是一部可以看、可以摸、可以玩、可以参与
的舞台剧，真实又奇幻，欢乐且震撼的游
戏、戏剧相融合的舞台版《植物大战僵尸》，
将让省会观众耳目一新；而《盗墓笔记》珠
玉在前，此次引进的糅合了现实和虚构、盗
墓和探险的网络小说《鬼吹灯》话剧版，也
将带观众进入紧张刺激的“盗墓之旅”。“作
为象剧场的剧目战略合作伙伴，一直以爆
笑舞台剧横扫各大城市票房排行榜的北京

‘开心麻花’剧社从美国引进了音乐剧《三
只小猪》，它们到中国后会发生哪些欢乐的
故事？郑州观众到现场就能知道答案。”

这么多的演出扎堆新年演出季，郑州
市民是否买账？河南艺术中心工作人员表
示，虽然艺术中心引进的大多是音乐会，但
演奏内容、风格迥异，因而受到了热爱音乐
的市民们的追捧，尤其是本月底的新年音
乐会，演出门票已经售罄。

在周虹看来，自 2012 年年底出台“八
项规定”以后，在演出泡沫被挤掉、行业奢
靡之风得以有效遏制的同时，演出市场一
度比较低迷，而经过去年和今年两年时间
的调整，现在演出市场整体回暖趋势明
显，大家能够越来越理性自然地看待各种
演出。

“这个‘理性’主要体现在‘文化正在回
归到它本应有的地位，起到它本应起到的作
用’。”周虹认为，“当下公益性的、或是对城
市的发展有帮助的、或是能够提升人们素质
的演出，仍是非常受欢迎。那些弘扬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激发人们对于美好生活向往
的演出活动是必不可少的。”

周虹表示，虽然目前河南的新年演出
市场还远未达到繁荣的程度，但正在朝着
正常的、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最明显的
表现就是现在很多演出都票价不高，挤掉
了价格的水分，让老百姓能看得起”。

令周虹感触颇深的还有多年存在的
“要票”问题：“以往搞一场演出，会有各种
人通过各种渠道要票，因为在很多人的观
念和习惯里，‘哪有自掏腰包看演出的？’能
否免费看演出成为一个关乎面子的问题。
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通过正常渠道购
票，这意味着市场越来越健康。”

谈到如何理性引进剧目、理性消费，李
明超表示，每个引进剧目他都会带领团队
提前试看，寻找最接地气、与当下群众生活
接触最为紧密的作品引进郑州。“比如我们
引进的《植物大战僵尸》互动性强，时尚、好
玩；而‘麻花剧’无论是语言还是故事，都跟
当下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非常受年轻观
众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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