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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关于诚实守信的故事”。
剧中 ，由 国 家 一 级 演 员 、省 文 联 副 主
席、省曲艺家协会主席范军饰演的主
人公罗小船，始终坚守 65 年前对苑四
爷的一句承诺，临终前将老汤秘方传
授给苑四爷的后人苑如意。总政艺术
局原局长、著名文艺理论家汪守德说：

“《老汤》讲述了为人之本、经商之理、
处事之道，罗小船一生遵循老实做人、
知恩图报、诚信待人，这是今天的人们
也应该遵循的。”

这又不仅仅是“一个关于诚信的故
事”。汪守德认为，由河南歌舞演艺集团
出品的《老汤》主题是表现诚信，但它最终
的落脚点却是表现人性，远远超越了故事
本身，剧中的每个人物，形象都很丰满鲜
活，表达了人性的某个侧面，这也正是该
剧打动人的原因之一，“通过这个故事，观
众会想到自己、社会，达到一个更高的精
神文化层面。”

这 是“ 一 则 当 代 社 会 价 值 观 的 寓

言”。河南歌舞演艺集团董事长周虹表
示，《老汤》在当今社会有着强烈的现实
意义，它对唯利是图、见利忘义、责任缺
失等不良现象进行了讽刺和批判，也对
河南人的朴实、善良进行了讴歌和弘扬，
弘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汪守德也
认为，“诚信”是个老题材，但大家看完这
部戏并不觉得老，反而感觉它很新，这是
因为“它在历史环境中叙述今天的故事，
表现了当代人的心理、情感、关系。”中国
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刘平表
示，《老汤》既有历史的韵味，又有时代的
精神，同时还有很深的文化意韵，对今天
有借鉴意义。

这是“一台别具一格的方言话剧”。
全剧展现了河南人特有的幽默特质，许多
时候，观众会被逗得乐不可支。著名曲艺

表演艺术家赵连甲说，《老汤》将河南地域
特色表现得淋漓尽致，曲艺人来演话剧，
使得剧中笑料不断，观众看起来很轻松。
周虹介绍，这次修改的版本特别增加了曲
艺元素和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唱段，使整
部戏更有表现力。

这是“一部弘扬中原人文精神的力
作”。刘平认为，《老汤》最成功的地方在
于没有停留在写诚信、爱情、商业的层面
上，它给我们观众带来很多精神层面的东
西，让人思考回味，这使得这部描述普通
人的戏具备了人文品格，“我们讲弘扬传
统美德，怎么弘扬？我认为要把传统美德
的精神提炼出来，与我们现代社会、现代
人的意识对接，对接好了就会产生一种潜
移默化的精神力量。”

“改版后的《老汤》在内容上、表演技

巧上、整个舞台面貌有了质的提升，不是
小修小补的提高，从剧本的立意到整体表
演的风格都提高非常大。”刘平的这句话，
代表了专家们对《老汤》的认可。修改后
的《老汤》不仅获得了专家的好评，也同样
令观众“惊艳”，观众王先生说：“整出戏叙
事流畅，台词出彩，既有笑点，又有泪点，
让人既感动又欢乐。演员演得也很棒，无
论是主角，还是配角，形象都很饱满，演绎
得很生动。”

当然，艺无止境，专家们也对《老汤》
提出了细节上的修改建议。周虹介绍说，
作为省委宣传部中原人文精神精品工程
重点剧目和省文化厅重点创作剧目，《老
汤》近期还将按照国家艺术基金的要求，
到全国各地演出40场，初步计划省内演出
20场。

在《老汤》的演出中，主演范军展示了过
人的演技和台词功底。范军在剧中从17岁演
到80多岁，几乎全部都是靠肢体和台词而不
是靠化装、造型来传达人物感情，忽而是声音
沙哑、步履蹒跚的老人，忽而又变成天真烂漫
的青年，高超的演技得到了观众的一致赞扬。

“话剧是实打实的现场表演，十分考验
演员的功底。《老汤》中的罗小船是我以前从
未接触过的角色，开了我表演的悟。”范军
说，他在艺术舞台上驰骋了20多年，一直想
有一部能让观众从内心称道的、有质量的、
能流传的代表作，而《老汤》正是按照这个目
标去打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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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老汤》已在全国各地演
出 50余场，范军早已与罗小船“生活在一
起”，他将这部剧的亮点用四个关键词概括
——爱情、凄美、诚信、感动。

范军说，《老汤》之所以能“出锅”，源于
10年前他与编剧王宏的一个约定——两人
相约合作一部戏。10年等待，终于等来时机
成熟，而赋予范军的，不仅仅是主演的任务，
还有带队伍的重担。多年耕耘，如今范军已
经攀上“河南曲艺界领军人物”这座高峰，但
在他眼里并没有“红了”这个概念，相比起个
人的成就，记者面前的范军更乐意把自己定
位为曲艺队伍的一员，“观看过《老汤》的人
会对配角的表演也赞不绝口，在整个演出过
程中，我都告诉自己，我不是一个人在作战，
我需要把整个团队凝聚起来，把曲艺艺术传
播发扬下去，《老汤》提高了曲艺的品质，证
明了曲艺人多才多艺。”

范军是个忙人，参加惠民演出、做电视
节目评委、排演《老汤》……常常穿梭于各大
城市之间。然而，记者面前的范军，总是那
么精力充沛：“我感觉每天都有使不完的劲、
干不完的事，传播豫文化，还有太多事情等
着我去做，这是我的使命和责任。”

本报记者 秦 华 通讯员 张海龙 文/图

提起王宏这个名字，读者也许并不
熟悉，但说到他编剧的作品，你一定不陌
生，春晚小品《你摊上事儿了》《足疗》等
均出自他的手笔。王宏是总政话剧团团
长、国家一级编剧，《老汤》是一部“为河
南人正名”的作品。

谈到创作《老汤》的初衷，王宏说：“有
段时间，社会上妖魔化河南人的情况比较
多，而我认识的河南人大都是像罗小船这
样诚信本分的人，我那时就一直想写一部
表现中原文化、表现河南人本质的作品，
希望能把河南人的诚信、坚守、幽默表现
出来。”王宏表示，自己的母亲是河南人，
他对河南就更添一种亲切感。

王宏说，由曲艺演员出演话剧，是
《老汤》的一大亮点，“同样一句台词，可
能专业话剧演员会当成普通的台词来
说，但是曲艺演员却会从中寻找包袱、笑
点。《老汤》已在全国各地演出 50 余场，
通过这么长时间的磨合，演员们把剧情、
人物给吃透了，‘抖包袱’的技巧越来越

娴熟，分寸把握得很好。”
《老汤》自前年“出锅”后，一路演一

路改。入选 2014 年度国家艺术基金项
目后，《老汤》按照专家们的意见进行了
较大的改动，观看完修改后的版本，王宏
大为赞赏：“这次复排把‘赘肉’减掉了，
而且在衔接上不露痕迹。”王宏说，通过
这么长时间的演出和复排，这部戏就像

“老汤”一样越熬越浓，历久弥香，现在真
正把味道熬出来了，让大家闻到了这罐
老汤的香味。

在演出现场，王宏敏感地捕捉着身
边观众的反映，他对河南观众也产生了
新的看法：“我原来以为河南观众看戏曲
专业，但对话剧是既不排斥但也谈不上
喜欢，但从现场效果看，观众不仅很喜欢
这部话剧，而且很内行专业，他们大多数
时间跟随剧情轻轻地笑，遇到大‘包袱’
就‘哗’地就笑了，这使我觉得他们对剧
的理解很透彻。”

本报记者 秦华 通讯员 张海龙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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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昨日从奥斯卡院线了解到，奥斯
卡影城六一儿童节前后将有 7部合家欢类
型影片上映。考虑到六一节当天并不是周
末，各大片方也非常贴心地将这些影片的
上映日期调整到本周末，方便家长陪同孩
子一同观看。

从 70 后到 80 后、90 后，几乎所有人的
童年都曾有过机器猫的陪伴，电影《哆啦A
梦：伴我同行》不仅吸引着小朋友，也深深
吸引着他们的家长，几乎成为今年六一档
最具期待值的动画片。影片中满满的泪点
和记忆，相信不少观众会在影院中不可抑
制地泪流满面。

《金箍棒传奇 2》是基于热播动画剧集
《夺宝幸运星》而制作的大电影。作为又一
部“西游 IP”动画片，《金箍棒传奇2》在故事
情节上另辟蹊径，打破“只有英雄才可以做
英雄”的思维定式，将沙僧打造成任劳任
怨、亲和力爆棚的草根英雄。“既不照本宣
科，也不能恶搞‘毁三观’”，选择以儿童、青
年人喜欢的方式叙说原著，努力在“迎合市
场”和“传承经典”的博弈中找到平衡点。

在今年六一档期上映的电影中，《妈咪

侠》是一部献给妈妈的电影，讲述了一个年

过五十岁生活平稳的母亲，忽然陷入到父

母婚变、丈夫失踪等生活困境，挣扎过后决

定做出改变，肩负重担战胜困境，成为一个

超人妈妈的故事。该片改编自真人真事，

有很多励志、亲情的元素，使得电影在轻松

幽默的同时，又不失感人的情愫，儿童节不

只是孩子的节日，更是父母与孩子之间爱

的体现，周末不妨带上爸妈来看看，感受家
的温暖和意义。

如果你吃腻了美味的“合家欢”大餐，
想换换口味的话，下面这几部类型迥异的
影片大可一试。

进口大片《屠魔战士》展现了一个由尸
块拼成的非人非魔的怪物拯救人类的故
事。制片方斥巨资聘请了澳美知名演员和
金牌幕后团队，打造出富有视觉冲击力的
精彩魔幻大作。如果你喜欢看《黑夜传说》
之类的暗黑系幻想作品，那么《屠魔战士》
也一定对你的胃口。

爱情片《天亮·分手》和《不能错过》同
日上映，为这个欢乐的节日增加了一丝甜
蜜的味道。前者讲述了发生在多金男士身
边的诱惑和阴谋，后者则加入了青春元素，
把镜头聚焦在刚走上社会的大学生身上，
展现他们的爱情和生活。

还记得《速度与激情 7》中的巨石强森
吗？六一儿童节后，他将在洛杉矶的超级
地震中披挂上阵，在天崩地陷的《末日崩
塌》中去营救自己的家人，敬请期待。

本报记者 杨丽萍

本报讯（记者 左丽慧）记
者昨日从郑州市美协获悉，今
年是抗日战争胜利、反法西斯
战争胜利 70周年，为展现我市
继第七届美展以来郑州美术界
的新成就、新成果，提升我市美
术创作水平，我市将在今年 8
月举行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反
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暨郑
州市第八届美术作品展，现面
向全市美术家和各单位美术工
作者以及在郑就读的高校学生
征稿。

据了解，此次展览是全市
性阶段性大型综合展览活动，
是对我市美术队伍的一次大

检阅，征集的展览作品要求是
近年来创作的作品和 1989 年
（第七届美展举办）以来的代
表性作品，包括中国画、油画、
雕塑、版画、水粉水彩、壁画、
艺术设计、年画、漫画、连环
画、插图、综合材料等内容积
极向上、弘扬主旋律，体现爱
国热情的各类作品。作品装
裱或装框后高和宽一般不超
过 2米。

展览收件时间为7月1日至
7月15日，收件地点为郑州市美
术家协会。活动将由组委会聘
请有关专家组成评委会，评选优
秀作品和入选作品300件。

郑州第八届美展征稿

本报讯（记者 秦华）伴随
着 27 日晚豫剧《焦裕禄》在山
西晋城演出的落幕，由国家
艺术基金资助的“豫剧《焦裕
禄》全国巡演”收官，此次巡
演用中州豫韵将焦裕禄精神
传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

豫剧《焦裕禄》由曾执导
豫剧《程婴救孤》《村官李天
成》《魏敬夫人》的张平导演，
著名编剧姚金成、何中兴创
作，河南豫剧院三团排演，著
名豫剧表演艺术家贾文龙领

衔主演，生动再现了焦裕禄当
年在兰考县的生活与工作，展
现了焦裕禄的公仆情怀和高
尚的道德情操。

本次“豫剧《焦裕禄》全国
巡演”从 4月 7日开始，持续一
个多月时间，先后在济南、德
州、武汉、岳阳、晋城等 13个城
市演出了 20场次，观看人数超
过2万人次。巡演历时之久、规
模之大，让参与演出的演职人
员都经受了一次精神的洗礼和
艺术的考验。

《焦裕禄》全国巡演收官

本报讯（记者 左丽慧）近
日，著名艺术家黄永玉追忆他
与表叔沈从文一生交往的新
作《沈从文与我》由湖南美术
出版社与博集天卷联合出版
上市。《沈从文与我》讲述了中
国当代最优秀的艺术家与文
学大师之间鲜为人知的感人
故事，再现中国黄金一代知识
分子的精神追求与人格魅力。

据了解，《沈从文与我》
分上下两部分，上部“从文表
叔”，还原了黄永玉眼中的沈
从文。沈从文是黄永玉写得
最多、也是写得最丰富生动
的一个人物，黄永玉钦佩表
叔坚韧的性格，欣赏他从容
不迫的人生姿态。在作者笔
下，沈从文褪去了一代文学
大师的光环，他爱美、平常、

从容，《太阳下的风景》《这些
忧 郁 的 碎 屑》《平 常 的 沈 从
文》等文从多个层面写活了
一个真实的沈从文。

下部“黄家故事”，讲述了
黄永玉与沈从文的诸多交往
细节，沈从文不仅是黄永玉的
表叔，也是其一生的领路人，
他鼓励了黄永玉完成了离开
凤凰小城、回国、摆脱“文革”
困境等人生重大改变。

《沈从文与我》是一本制
作精良的小书，开篇拉页为
2009 年黄永玉先生亲自手书

《永恒的湘西和沈从文》，弥足
珍贵。书中还特别收录了大
量的老照片以及黄永玉的字
画，很多都是首次与读者见
面。整本书文风清新，内容丰
富，读来别有一番情趣。

黄永玉讲述“沈从文与我”

精彩影片伴您欢度六一精彩影片伴您欢度六一

在朝九晚五的生活里浪
迹天涯，是不少人的梦想，但
如何在紧张的生活里拥有丰
富多元的生活，是门学问。昨
日，记者通过博集天卷采访了
集主持人、背包客、民谣歌手、
作家等多重身份于一身的“跨
客”大冰，听他讲在平行世界
里拥有多元生活的“秘笈”。

“在我的价值观认知中一
直有这样一句话，叫作：一个
健全的文明的时代应该是多
元价值观并行，而一个心智健
全、人格健全的人，他对生活
方式的选择应该是多元的。
我主张这种权利，用一句话来
形容的话就是：多元世界平行
生活或者是平行世界多元生
活。”身为主持人的大冰口齿
伶俐，语速相当快：“依这个理
论，人所从事的所有的这些工
作或者生活方式并没有哪个
是最主要的，都是最重要的。
你只要沉浸其中，把手头的事
情做好了，每一个都是最重
要的。它们都是平行关系，
只有并列的平行，才能称之
为多元。”大冰说，拿麦克风
时就把主持做好，写作时就
把书写好，开酒吧就
把店经营好就行，唱
歌就把歌唱好……每
一 件 事 都 认
真 、勤 恳 地 做
好——这些事
情都隶属于不
同 的 平 行 世
界 ，在 这 个 世
界 时 候 ，那 件
事就是最重要
的 ，切 换 到 另
外一个平时世
界 ，就 把 那 里
重心的事情做
好 ，这 样 就 不
存在分裂一说
了。

《乖，摸摸

头》成为 2014 年的超级畅销
书，在大冰看来，一个东西，不
论是书、音乐、电影、综艺节
目，能得到大家的认可，大都
是因为契合了当时、当地、当
下的“时代脉搏”。“这本书上
市 3个月时就印了 50万册，它
能畅销我很开心，这或许证明
我的文字是接地气的，也证明
了善意的、向阳的人生故事在
当下依旧有市场。”大冰告诉记
者，他对“阅读”的拆解是，自古
衡量一个人的成熟程度用“阅
历”这个词，而“阅”就是阅读；

“历”就是游历，二者相加构成
一个成熟健全的个体人。

不少人拿张嘉佳的“睡前
故事”与大冰的“江湖故事”相
比，对此大冰说：“我不编造故
事，只是真实人生的搬运工。
写作于我基本不是创作，而是
记录，可以做到理智理性的行
文，但真的没想到能‘惹’哭那
么多人。”他还补充，“其实打

动大家的不是我
的文字，而是那
些真实的人生和
人性。”
本报记者左丽慧

27日、28日，国家艺术基金项目方言话剧《老汤》在河南艺术中心公

演。昨日，验收专家座谈会在我市举行。修改后《老汤》反响如何？全剧亮

点在哪里？记者采访了有关人士。

《老汤》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