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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过年，刘大爷脸上露出满满的
笑意，“今年还是老样子呗，全家团圆一
起过！”刘大爷说平常孩子们工作忙，满
世界地跑，见一面都很难，但每逢过年，
共同的假期把他们长时间地凑到了一
起，“我和老伴正忙着准备给他们爱吃
的饺子选购材料呢。大儿子爱吃韭菜
鸡蛋的，小孙子爱吃猪肉芹菜的。闺女
喜欢羊肉萝卜的，女婿什么都行，最好
招待……”刘大爷笑着告诉记者，过年
期间他们全家还准备一起去泡温泉，

“我也跟回风，学他们享受享受。”
“抢春联，逛庙会，扭秧歌，猜灯谜，

过年，哪热闹去哪，我呀，就爱凑热闹。”
市民王女士说，政府在年前年后都会组
织很多的民俗活动，她9日下午就跑到
火车站参加了省书法家协会组织的送
春联活动，拿到了两副春联，沾了不少
喜气。

也有市民在接受采访时说，自己的
新年大部分时间都在走亲访友，初一在
老家陪父母，初二陪妻子回娘家，初三

去上坟，初四去姐姐家。“从小到大我家
的传统一直是这样，过年的每一天做什
么，都有一套说法。”刘先生说。

相较于上述的传统过年方法，年轻
人倾向于朋友聚会、唱歌、外出旅游
等。“年年都是在家里过，今年我准备带
爸妈去海南旅游。”26岁的李涛告诉记
者，他的爸妈比较传统，担心都出去旅
游了会冷落来拜年的亲朋好友，所以说
服父母和他一起去花了不少工夫。“过
年期间朋友们都回来了，年前到年后，
大小聚会不下十次，真正陪父母的时间
很短，今年和他们一起去旅游，也是想
多陪陪他们。”

19岁的王林每年过年都会和父母一
起买各种各样的炮仗，在新年期间的晚
上和亲朋好友开车到黄河边燃放个够。

“天地两响、烟花炮、冲天雷、擦炮、摔炮，
玩一会儿歇一会儿，我们能玩几个小时，
一年当中也就过年能这么过瘾。”王林说
这是自己过年间最喜欢做的事情。

团圆快乐过大年
——关注年文化之三

本报记者 杨丽萍 文 李焱 图

人们庆贺新年的办法每年都在发生
变化，相较于过去的辞旧迎新、热闹喜庆，
如今的过年方式中增加了诸如养生、节
俭、旅游的字眼。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过年
之于现代人的意义？现代人花样百出的
过年方法，又反映出了人们怎样的心情？

河南民俗学会副会长、民俗学家孟宪
明说：“相较于西方人，中国人与亲情、家
国的羁绊更深，因此这个一年当中最完
整、最重要的节日，被人们赋予了太多的
情感意义和教化意义。”

诚然，过年之于中国人，既是热闹、喜

庆、休整、总结，也是回归和团圆。著名学
者、北京大学教授范国强认为，每个中国
人心底都有着对“家”的守望。过去“儿行
千里”已经是很远的了，离家的游子步入
腊月就开始为返程做准备。现代人行千
里、行万里的更多，虽然交通方便了，但人
们还是一样，会早早地把事情处理好，踏
上回家的路，在年三十的晚上，阖家团圆
坐在一起包饺子、吃团圆饭。“无论人们如
何庆贺新年的到来，他们追求快乐、渴望
团圆、为来年祈福的心情不变。”范国强
说道。

过的是热闹和喜庆

盼的是快乐和团圆

“过年是全家大团圆，亲朋好友大聚会。”“过年是爷爷给的红包，妈
妈买的新衣服。”“过年是此起彼伏的鞭炮声，是漫天璀璨的烟花。”“过
年是不能陪伴家人的歉意，坚守岗位的职责。”提起过年，人们往往浮想
联翩。贴道酉、给压岁钱、放鞭炮……过年期间市民最爱做什么？羊年
春节准备怎么过？连日来记者进行了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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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下午，2015央视羊年春晚
进行了第四次彩排，总体时长与上
一次彩排相差不大。就节目数量
而言，本次彩排共有 10 个语言类
节目，22 个歌舞类节目，6 个杂技
魔 术 创 意 类 节 目 ，合 计 38 个 节
目。那英、郎朗首次现身彩排，此
前缺席第三次彩排的开心麻花“铁
三角”——沈腾、马丽、杜晓宇，带
着微调过的小品《投其所好》再次
登台。

语言类节目大局已定

二次彩排中有两个小品
登台的“大赢家”开心麻花，
在第三次彩排中铩羽而归，

到了本次彩排，沈腾、
马丽、杜晓宇微调后的
小品《投其所好》复活，
再次成为第三个以反
腐话题为内容的语言
类节目，该小品讽刺了
巴结领导的不正之风。

从第四次彩排来看，大年三十
晚上能与观众见面的语言类节目
大局已定，可谓量多质高。3 个相
声分别是岳云鹏和孙越的《我忍不
了》，苗阜和王声的《这不是我的》
以及周炜、武宾的《朋友圈》。7 个
小品则是贾玲、瞿颖、李菁等人带
来的《喜乐街》，冯巩携新人带来的

《小棉袄》，蔡明和潘长江的《车站
奇遇》，毕福剑和《星光大道》选手
们带来的《高手在民间》，刘涛、郭
冬临等人带来的《一定找到你》，孙
涛、邵峰、朱迅等人带来的《社区民
警于三快》以及开心麻花带来的

《投其所好》。

那英郎朗首次现身

曾在春晚舞台上唱红《好大一
棵树》《相约九八》《春暖花开》的那
英，将在羊年春晚为全国观众献唱

《丝绸之路》，昨日下午，那英出现
在了彩排现场，但神情略带疲惫。
之前彩排中带来钢琴泡泡秀节目

的郎朗也首次现身，在本次彩排中
和一位女小提琴家搭档，为演唱

《从前慢》的刘欢伴奏，刘欢本人并
未出现。

值得一提的是，李宇春在本次
彩排中装扮齐全登台演唱《蜀绣》，
让人眼前一亮。据了解，《蜀绣》创
作于 2008 年，是成都非物质文化
遗产节主题曲，中国味儿十足。

虽说整台晚会由于超时经过
多次压缩、删减，但由吴京、张震和
我市塔沟武校表演的武术创意节
目《江山如画》仍被完整保留。节
目中，吴京要在一个由24把椅子组
成的梅花桩上表演太极拳，危险系
数非常高。记者了解到，为了感谢
尽心尽力保证椅子稳定的孩子们，
吴京在之前的排练后给塔沟的学
员们送来三箱巧克力和饮料，对他
们的表现表示肯定和感谢。收到
巧克力的学员秦日升说：“巧克力
我在口袋里放了两天，才舍得吃。
能吃到自己喜欢的功夫明星送的
巧克力，太开心啦。”

实力演员纷纷登场

记者了解到，此次演出剧目
几乎囊括了我市专业戏曲文艺院
团近两年新创并获得多项国家、
省级大奖的优秀剧目，如豫剧《琵
琶记》《抬花轿》，曲剧《卷席筒》

《麻风女》等。而张海龙、刘昌东、
马刚良、张兰珍、张娜、海波等广
大群众耳熟能详的知名演员，更
将纷纷登场，为观众带来自己的
拿手节目。

“我们院的国家一级演员都
参加了这次文化惠民演出，正如
市委、市政府考虑的那样，要让
观众通过‘情暖新春’看到他们
想看到的、喜爱的演员，演员也
能通过这一平台走近平常百姓。”
市豫剧院院长高新军介绍，由于
院里正在创排新的剧目，演员们
都非常疲惫，昨日下午还在管城
区参加演出，结束后就要立即投
入到“情暖新春”首场演出的准备
工作中来。

国家一级演员张海龙告诉记

者，自己已是多年连续参加“情暖
新春”的演出，每次他都以十分饱
满的热情参加演出。“我从名不见
经传的演员到受到观众认可和喜
爱，除了自己的努力，还要感谢观
众的支持。”张海龙说，今年的演
出他一定会将最好的状态呈献给
大家，为群众的春节文化生活增
添自己的一份贡献。

经典新作各展风采

十几年经演不衰的《老子儿
子弦子》、群众百看不厌的《抬花
轿》、挖掘整理重新搬上舞台的

《麦苗郎》《双玉蝉》……记者获
悉，此次参加“情暖新春”惠民演
出的除了经典剧目，还有几部首
次亮相的新作品。

郑州歌舞剧院常务副院长孙
书杰介绍，院里的演员们2月7日
刚刚从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
坦等国演出归来，2 月 16 日又将
出国演出，歌舞剧院为了用节目
向郑州乡亲祝贺春节，在这样紧
张的工作背景下，依然坚持排练

了几个新的舞蹈节目。“男子群舞
《建安雅颂》、女子群舞《乐天》都
是我们新编排的舞蹈，还有《夜深
沉》《秀色》等多次获得大奖精品
舞蹈节目，都会与观众见面。”孙
书杰还透露，此次参加“情暖新
春”演出的演员阵容堪比出国演
出，大家都拿出了同样重视的态
度认真排练、准备，“除了传统的
戏曲，郑州还有时尚、现代的舞蹈
和舞剧，希望能让郑州市民眼前
一亮。”

免费领票温暖人心

记者从市文广新局获悉，今
年的活动惠及面广，除专门组织
基层群众、下岗职工、低保户、困
难户、劳动模范、重点建设一线
工人等特殊群体观看外，大部分
场次还为广大市民准备了门票
免费领取，把党和政府的关怀和
温暖通过文化工作者传递给广
大群众，使广大市民在欢乐祥和
的节日氛围中度过一个喜庆祥
和的春节。

春节将至，为了进一步弘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节日期
间广大市民的文化生活，让观众
在参观、娱乐中学到知识，郑州
博物馆、美术馆等部门纷纷筹划
准备了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为
广大市民丰富节日文化生活添
砖加瓦。

2015 年度国家艺术基金传
播交流推广项目《古拙与雄浑
——郑州美术馆馆藏汉代画像砖
拓片艺术展》2月3日在郑州美术
馆开幕，展期截至4月12日，春节
期间，这些内涵丰富的拓片将为
观众展现浪漫古远的大汉风采，
让观众在这些汉代遗物中品味大
汉开拓进取的时代精神与雄沉古
拙的艺术特质，引发今人对当下
生活与精神追求的思索。

据了解，本次展览以汉代画
像砖原砖及拓片为展览主体，同
时，郑州美术馆还特意组织孩子
们围绕画像砖创作了一些作品，
并以《汉画“童·年”》展览的形式
陈列出来，展期为 2 月 28 日至 3
月 1 日，观众可以在《汉画“童·
年”》中一睹大汉艺术韵味与少儿
表现相互融合的艺术效果。

郑州美术馆还将围绕展览，
开展公共教育推广项目《汉画·印
痕》少儿拓片艺术体验活动，在 2
月 28 日至 4 月 11 日间的每个周
六，组织丰富的少儿体验课程，引
导孩子们去感悟优秀汉文化的非
凡魅力。

值得一提的是，郑州美术馆特
别协同历史名城西宁、兰州等地的
美术馆，以丝绸之路为线索，以中
原地区出土遗存的汉代画像砖与
拓片艺术为载体，以郑州为起点，
将本次展览作为文化交流项目进
行巡回展览，推动促进中原地区与
西部地区的文化艺术的交流。

学剪纸、猜灯谜、做手工……
郑州博物馆在春节期间从大年初
一到正月十五，精心推出了包括

“喜气洋洋过大年”之三阳开泰学
剪纸、慧心巧思猜灯谜、扬扬得意
玩成语和心灵手巧小手工等 4大
类10小项社教项目活动。

大年初一，郑州博物馆特聘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连德林现
场向观众教授剪纸技艺；同时上
午 11点和下午 3点，在一楼大厅
还有热热闹闹的猜灯谜活动。只
要在规定时间内猜出正确答案，
撕下灯谜至服务台核对答案，便
可获得郑州博物馆精心准备的羊
年吉祥小礼物。

初一至十五，郑州博物馆劳
动手工坊每天还会推出不同的创
意手工项目：文物拼图游戏、木板
年画拓印、文物胶画制作、超轻黏
土做水饺汤圆、马勺绘多彩陶俑
等，大、小观众可以在这里制作一
个自己专属的创意新年礼物。此
外，郑州博物馆欢迎以家庭为单
位的观众参与博物馆相关的成语
征集活动，一经采纳即可得到精
美礼品。 本报记者 左丽慧

多彩活动陪您度假

本报讯（记者 左丽慧）日前，
河南省中外经典朗诵艺术团面
向郑州广大市民举办了“历代春
节经典诗篇朗诵会”，此举也拉
开了全年度系列“中华传统节日
经典诗篇朗诵会”的序幕。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
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
把新桃换旧符。”伴随着《春节序
曲》的优美音乐，中国历史上一
首又一首描绘春节习俗与场景、
抒发诗人春节期间思绪与感慨
的古诗词，按照创作年代顺序依
次呈现。朗诵活动现场，不仅有
王安石《元日》,还有唐代孟浩然
的《田家元日》、宋代苏轼的《守
岁》、陆游的《除夜雪》等永载史
册的经典名篇，更多的是犹如珍
珠般的一串串经典名句“故节当
歌守，新年把烛迎”“天地风霜
尽，乾坤气象和”“稚子齐歌乐岁

诗”“晚风何处江楼笛”“守岁围
炉竟废眠”“五更欢笑拜新年”

“通宵灯火人如织，一派歌声喜
欲狂”朗诵会以唐宋明清的作品
为主。“春节，是一面旗帜，是中
国人关于春天的图腾……”尾声
部分，以现代人的眼光对历代春
节的文化瑰宝，进行了浓缩式的
回顾、回望和回味。

一个多小时精彩的朗诵表
演，吸引了当天光临中原图书大
厦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读者。
有观众表示：“朗诵者用美丽的
心灵和美丽的声音，让我们第一
次补上了关于中华传统节日的
文化课，收获了难得一遇的艺术
享受和文化洗礼。”

据悉，该朗诵艺术团还计划
在清明、端午、中秋等传统节日
期间，在中原图书大厦连续举行
不同内容的专场朗诵会。

日前，法国著名导演让·雅
克·阿诺，主演冯绍峰、窦骁和制
片人王为民来到郑州 ，为即将上
映的电影《狼图腾》造势。《狼图
腾》筹备7年，终于从小说搬上银
幕，将于大年初一在全国上映。

法国导演阿诺表示，此次在

中国的拍片经历非常愉快，也为
影片中的这批年轻演员和狼演员
骄傲。“我很高兴把这个中国的故
事带给全世界，这个影片在欧洲
的发行方看过，很有希望冲击奥
斯卡……”

本报记者 李焱 摄

本报讯（记者 左丽慧）连日
来，市文联按照中国文联、省文
联关于开展“送欢乐下基层”有
关要求，结合省会郑州文艺工作
实际，先后组织书法家、工艺美
术家深入中牟县刁家乡豆腐刘
村、青年路街道办事处明山庙
村，管城区东大街办事处，绿城
广场地铁站等地，开展“我们的
中国梦——送欢乐下基层”文化
惠民活动。

在活动现场，人头攒动、欢歌
笑语不断，书法家挥毫泼墨为群
众书写出一副副喜气洋洋的春联
和书法作品，工艺美术师为他们

现场表演了捏泥人、剪纸、版画制
作等，活动还对困难户进行了慰
问，带去了米面油及现金。几天
来，义写春联、书法作品上千副，
送出的印制春联2万余副。

“我们的中国梦——送欢乐
下基层”是一项公益性文化惠民
活动，目的是把市委、市政府对
基层人民的亲切关怀和深情厚
谊通过形式多样的文艺活动加
以传递，更好地满足基层人民群
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丰
富和活跃基层群众节日文化生
活，营造欢乐、祥和、健康、文明
的节日气氛，促进社会和谐。

写春联捏泥人教剪纸

市文联送欢乐下基层

情暖新春亮点纷呈情暖新春亮点纷呈 文化惠民再献大餐文化惠民再献大餐
本报记者 左丽慧 文 李焱 图

由市委、市
政 府 主 办 的
2015年“情暖新
春”文艺演出 2
月 13 日将再次
开启春节文化
惠 民 演 出 大
幕。今年将有
戏 曲 综 艺 、豫
剧、曲剧、歌舞
综艺等 14 场各
种形式的精彩
文艺演出在春
节期间奉献给
广大市民。今
年的演出有哪
些亮点、将有哪
些演员参与演
出？记者昨日
对相关院团进
行了采访。

直击 晚羊年春晚昨日第四次彩排羊年春晚昨日第四次彩排羊年春晚昨日第四次彩排羊年春晚昨日第四次彩排羊年春晚昨日第四次彩排羊年春晚昨日第四次彩排羊年春晚昨日第四次彩排羊年春晚昨日第四次彩排羊年春晚昨日第四次彩排羊年春晚昨日第四次彩排羊年春晚昨日第四次彩排羊年春晚昨日第四次彩排羊年春晚昨日第四次彩排羊年春晚昨日第四次彩排羊年春晚昨日第四次彩排羊年春晚昨日第四次彩排羊年春晚昨日第四次彩排羊年春晚昨日第四次彩排羊年春晚昨日第四次彩排羊年春晚昨日第四次彩排羊年春晚昨日第四次彩排羊年春晚昨日第四次彩排羊年春晚昨日第四次彩排羊年春晚昨日第四次彩排羊年春晚昨日第四次彩排羊年春晚昨日第四次彩排羊年春晚昨日第四次彩排羊年春晚昨日第四次彩排羊年春晚昨日第四次彩排羊年春晚昨日第四次彩排羊年春晚昨日第四次彩排

开心麻花《投其所好》复活
本报北京专电 记者 杨丽萍 文/图

《琵琶记》剧照

吴京和塔沟武校学员一起排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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