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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杨丽萍）由刘
德华、刘烨等主演的犯罪动作片

《解救吾先生》将于月底上映，继
《失孤》中的落魄父亲形象之后，
刘德华再度颠覆自我，本色出演
一起绑架案中的被绑明星，让人
揪心不已。

《解救吾先生》改编自 2004
年震惊全国的吴若甫明星绑架
案，导演丁晟此前接受采访时透
露，之所以会邀请刘德华饰演

“吾先生”，最主要的原因“第一，
是《解救吾先生》这部影片讲述

的是‘明星绑架第一案’，主演必
须是真正的一线超级巨星；二是
因为这部影片题材的特殊性，需
要有一个功底深厚的演技派演
员出演。经过我对刘德华的了
解 ，觉 得 他 完 全 具 备 这 种 能
量”。虽然刘德华饰演的角色是
当年的吴若甫，但是导演丁晟却
有意识地将二者之间进行了融
合，在真实原型的基础上，让刘
德华按自己对“吾先生”这个角
色的体悟以及感受来出演，“电
影中有很多的细节会让观众感

觉到绑架的似乎就是刘德华本
人。可以说，被绑的人质既是吴
若甫，也是刘德华。”丁晟导演进
一步说道。

此次刘德华与丁晟导演强强
联手，抛弃了以往单一的“警匪”
身份，以“明星”本色出演“明星”，
面对这样一个以真实明星绑架案
为原型的角色，刘德华自己也坦
言，“这是一次很特别的经历”。
相信两人此次的国庆档“解救之
旅”，会再次掀起一股警匪案的小
高潮。

本报讯(记者 秦华)记者昨日获
悉，“河南省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
演出季”的压轴大戏——大型现代
豫剧《汴桥风云》，在经过近两个月
的紧张封闭排练后，将于 9月 17日
晚在河南省人民会堂公演。

由省文化厅主办，河南豫剧院
一团、二团、三团等单位承办的“河
南省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周年演出季”
活动，旨在展示我省舞台艺术优秀
成果，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活动从7

月开始，持续至 9月结束，共有豫剧
《口上的女人》、京剧《沙家浜》、豫剧
《红菊》、越调《张伯驹》、豫剧《红高
粱》、豫剧《汴桥风云》等 6部戏剧作
品与大家见面。

《汴桥风云》由河南豫剧院三团
创排，该剧主创阵容强大：由国家一
级编剧孟华执笔，国家一级作曲耿
玉卿作曲，新锐导演张俊杰执导，
男、女主角分别由国家一级演员盛
红林、杨红霞担纲。该剧谱写了一
曲发生在抗战时期的爱情悲歌，情
节催人泪下。

本报讯（记者 秦华）河南省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近日在我
市举办非遗抢救性记录工作培训
班，百余名来自全省各地的非遗工
作者参与会议。通过培训，与会者
更深入地了解非遗抢救性保护的
重要性、明确抢救性记录工作的目
标和重点。

据介绍，本次培训班旨在科学
有效地推进河南的非遗抢救性记录
工作，确保非遗工作人员按照文化
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下发的操作规
程和标准，科学、规范、有序地开展
工作。活动中，省非遗保护中心邀
请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副院长朴
永光，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张振
涛，中国艺术研究院工艺美术研究
所所长邱春林，中国艺术研究院曲

艺研究所所长吴文科，中国艺术研
究院研究员刘文峰，国家图书馆图
书馆员田苗等非遗保护专家，为学
员们讲授传统舞蹈类、传统音乐类、
传统美术类、传统曲艺类、传统戏剧
类抢救性记录工作内容与规范解析
和抢救性记录工作技术要求及操作
规范解析。

河南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大
省，近年来，在政府的倡导和社会各
界、全省广大民众的积极参与下，河
南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取
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也由起步阶段的基础性工
作转向深入进行科学保护的发展阶
段，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抢救性
记录显得刻不容缓，这对保护和传
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重要意义。

本报讯（记者 秦华）“中国科幻
文学新生力量在哪里”暨《2014中国
最佳科幻作品》新书见面会，14日在
人民文学出版社举行。该书主编姚
海军，第 73 届雨果奖得主刘慈欣，
著名科幻作家王晋康和以张冉、宝
树为代表的中国科幻小说“后新生
代”作家，就当下中国科幻创作的面
貌等问题展开探讨。

由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的
《2014 中国最佳科幻作品》包含 13
篇中短篇作品，所选作品多为一些
曾屡次获得银河奖、华语科幻星云
奖的“后新生代”科幻作家 2014 年
发表的新作，其中包括刚刚在第 26
届银河奖中摘得最佳中篇奖的张冉
的《大饥之年》和宝树的《人人都爱
查尔斯》。

近年来，随着刘慈欣、王晋康、
韩松等人作品在国内外热销，科幻
作品也在逐渐升温，而随着《三体》
获得“雨果奖”，中国科幻小说再次
引起广泛关注。刘慈欣表示，自己

获得“雨果奖”，一个比较明显的效
应就是会促进中国科幻文学向英语
世界输出，但对国内本土科幻文学
的推动力有限，“一直以来，中国科
幻文学的基础就比较薄弱，我不认
为凭着一部作品获得一个国际大奖
就能有什么根本的改变，中国科幻
仍处于不太成熟的阶段，还是要慢
慢积累吧，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对于中国科幻优质长篇小说屈
指可数的问题，刘慈欣认为，从短篇
转向长篇创作，很多作者面临不是自
身创作有障碍，而是能否出版以及很
多作家不是专业作家，平时工作很忙
等写作之外的现实问题。老牌科幻
作家王晋康也指出，虽然近期涌现不
少优秀的科幻作家，但是人数依然太
少，“全国主流作家有几万人，而科幻
作家不到百位数。”不过值得欣慰的
是，近年来一批“后新生代”科幻作家
异军突起，他们不断地在想象力、实
验性、思想性上进行突破，努力尝试
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

本报讯（记者 左丽慧 实习生
刘锦丽）河南教学名师范苇在 9月
开学季到来之际，在郑州新华书店
举行了新书《我有好习惯》发布会，
向众多家长及学生传授做好幼小
衔接的关键知识。

作为河南数学名师、小学数
学学科带头人，范苇有着多年一
线教学经验，总结出一套适合孩
子的、小学阶段应掌握的学习习
惯和自我管理方法，并把这些技
能巧妙融入“腊八节的爱心粥”

“怎么没有 3 元呢”“我会分类了”
及“开个跳蚤市场”等一个个有趣
的小故事当中。全书以一群可爱
的小学一年级学生为主人公，展
现了他们在学习生活中遇到的各
种困难和趣事，让小读者在阅读
故事的同时，潜移默化地注意到

要养成怎样的好习惯，掌握哪些
高效的学习方法。作为亲子读
本，对于家长和孩子有效沟通、辅
导孩子学习，有着很好的作用。
范苇介绍，数学的核心并不是做
题，一种好的数学学习就是让儿
童经历由粗疏到精细的学习过
程，从生活中发现数学问题，用自
己的方式进行表达，如图画、不流
畅的文字表达等，到把图画语言、
生活实物转化为数学语言。

“我孩子今年上一年级，这次
来，主要是向范老师学习，学习如
何正确地引导孩子、培养孩子的
乐趣，在平常的生活中应该注意
孩子的哪些问题。在听过范老师
的讲座之后，我这些问题都有了
答案。”郑师附小韦良智的妈妈对
记者说。

本报讯（记者 杨丽萍）本月20
日晚，“钢琴诗人”李云迪将再登河
南艺术中心大剧院，倾情演绎“肖
邦传奇”。

2000年，李云迪成为首位摘获
华沙肖邦国际钢琴比赛桂冠的华
人钢琴家，15年后，李云迪再次专
注于令自己声名鹊起的肖邦作品，
推出了包括肖邦全部 26首前奏曲
在内的新专辑《肖邦传奇》。对李
云迪而言，这张唱片以及今年一系
列的演出“是对自己的回顾，也是
对肖邦的致敬”。

精湛的琴技、清澈的琴声，以

及对肖邦作品充满诗意诠释，使李
云迪成为新时代肖邦音乐代言人
之一，这次他又以肖邦《前奏曲》
（作品 28号）重返这位作曲家的音
乐世界。谈到这次在柏林完成的
新录音，李云迪认为：“在目前这个
年龄段应该展现的面貌，首先是积
极的。前奏曲的音乐特性非常流
动，不像叙事曲那样怀旧，它的律
动性、结构都是变化丰富，音乐特
征很年轻，虽然陈述的是比较忧伤
的情绪，但却是以作为一个年轻人
的状态在呈现，所以要在忧伤中带
着活力去展现。”

现状：书写遭遇危机

常言道“字如其人”，而在中小学生中，这
个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随着信息化社会的来临
和电脑的普及已逐渐改变。孩子的字越写越

“难看”，成为绝大多数老师和家长的共识。
记者了解到，中小学生的书法教育课停顿多
年，书法教育“断代”的影响已凸现出来。特
别是在今天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的信息时代，
人们认为花费时间练字费时费力，使用电脑
的时间远远多于执笔写字，提笔忘字已经是
很多国人书写汉字时的常态。

“中国书法艺术遭遇过两次危机，第一次
是民国中期，硬笔取代毛笔书写，第二次就是
随着电脑的普及，人们的书写也由硬笔转化
为‘无纸化’的键盘‘书写’。”中国书协顾问张
飙认为，尽管如此，书法作为一种艺术门类，
仍然是群众基础最为强大的一种艺术，而大
家对这门艺术的重视和认可，也随着时代的
进步而更为明晰。

对策：书法教育进校园

在此背景下，教育部改革方案《完善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中明确要求：小
学低年级初步认识常用汉字，感受汉字美;小
学高年级熟练书写正楷字，理解汉字的文化
含义，体会汉字优美的结构艺术；初中阶段要
临摹名家书法，体会书法的美感与意境；高中
阶段要阅读篇幅较长的传统文化经典作品，
提高古典文学和传统艺术鉴赏能力，增强民
族自信；大学阶段，以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和
探究能力为重点，培养学生的文化创新意识，

增强学生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责任
感和使命感。

要想写得一手漂亮的汉字，得从小练
起。学校在其中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记者了解到，大部分小学一二年级都设有书
法课，辅助孩子们形成良好的书写习惯。三
到六年级后，有些学校弹性地将书法教育与
语文课、美术课进行融合，或将其列入校本课
程的选修范围，供学生们自主选择。还有一
些学校形成了别具一格的书法教育特色，比
如中原区闫垌小学、育华学校，书法教育贯穿
在了学生小学生活的方方面面。

此外，社会上校级、区级、市级书法比赛
或作业评比也为汉字书写营造了一个良好的
氛围。学生们在小学时培养起来的对书法的
兴趣往往延续到中学、大学，不少学校都有学
生自发成立的书法社。

作为孩子们最早接触汉字系统教育的小
学，在一二年级设立课程内的书法课对学生
们来说大有裨益。“一二年级的学生刚入校，
虽然孩子们在学前教育时已经有写字方面的
训练，但很明显的是他们的握笔姿势、坐姿、
建架结构等方面掌握的远远不够，再加上一
二年级庞大的识字量、读写要求，所以如果只
是在课堂上普及书法的话孩子们的压力会特
别大，所以学校都会把书法课单批出来，缓解
孩子的课堂压力，让他们把根基打好。”郑上
路小学副校长宋文君告诉记者，书写非一日
之功，所以除了要帮孩子们打一个好的基础，
将书法的课堂教育与语文、美术、作业等融合
在一起，多方位培育书写习惯也很重要。

宋文君认为，虽然很多地方已经实现了

无纸办公，但汉字这种美妙的文字不应该被
丢掉。“书法是应该被重视的，除了汉字本身
的美，它也是孩子们认识这个世界、获取知
识、相互了解的重要工具。”

未来：书法艺术更“纯粹”

在张飙看来，普通群众在日常生活中使
用书法的机会减少，更促进了书法作为一门

“纯艺术”的可能。“书法的实用功能减少，这
使得书法成为一门真正的‘艺术’的可能性增
强。”张飙认为，这为推进书法艺术的进一步
提高打下了更为坚实的基础。

“书法是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中国上
下五千年的精髓，是我们要把它发扬光大并
传承下去的文化。书法纳入中高考要求是非
常好的，不仅促进了中华书法文化的发展，同
时对中小学生学习书法艺术起了一个督促作
用。孩子学习书法不仅能把字体练好还能修
身养性。”市民王女士也非常支持孩子在校学
习书法课程。

值得警惕的是，在书法进入校园后，如何
有效保证书法教育的开展，仍是各个院校面
临的重要问题。“书法进入校园绝对是一件非
常好的事，但这个专业的师资队伍如何保
障？如果孩子在书法打基础的时候没有得到
专业的指导，对今后的成长更为不利。”有书
法界人士提出，“如果把书法纳入考试要求，
对书法的普及会有所帮助，但也要警惕为学
分而书写的另一种极端，书法真正成为每一
个中国人从小接触、学习的艺术，还有一段路
需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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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礼抗战胜利70周年

现代豫剧《汴桥风云》明日上演

省非遗工作者“充电”

《2014中国最佳科幻作品》出版

中国科幻长路漫漫

《我有好习惯》献礼小学生

新华社多伦多 9月 14日专电（记
者 晏忠华）参加第 40届多伦多国际电
影节的中国导演张扬14日在接受新华
社记者专访时说，中国电影市场出现
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希望市场在商
业与艺术之间更趋平衡。

本届多伦多电影节将展映来自
中国大陆和台湾的 13 部华语片，张
扬执导的新片《冈仁波齐》入选“当代
世界电影”单元。张扬说，《冈仁波
齐》讲述生活在西藏小村庄里的尼玛
和亲朋好友前往拉萨以及神山冈仁
波齐朝圣的故事。影片以纪录片的
模式真实呈现了当地人的朝圣之旅，
片中人物都是非专业演员，张扬将之
定义为“真实电影”。

张扬说，希望通过《冈仁波齐》来
讲述单纯而极致的故事，既不是为了
票房，也不迎合观众，更多的是自我艺

术表达。张扬认为，中国电影市场形
势一片大好，电影产量和票房增长令
世界瞩目，但繁荣的表面却难掩失衡，

“真正有价值、有艺术品位的电影越来
越少”。

张扬认为，与巨大的中国电影整
体市场形成鲜明对比，艺术片的生存
空间反而越来越小。他说，当市场达
到如今这么大的体量，应该有一部分
空间留给小众电影和艺术电影，这需
要发展艺术院线以及更平衡的艺术发
行渠道。

在引进国外电影方面，目前中国
院线大多盯着好莱坞电影。张扬认
为，电影观众需要培养和引导，如果能
多引进欧洲或亚洲其他国家的电影，
甚至是美国的一些独立电影，中国观
众的选择就会更多样，电影市场也会
更平衡。

华语电影
《山河故人》9
月14日亮相第
40届加拿大多
伦多国际电影
节，电影导演
贾樟柯，主演
赵涛、张艾嘉、
张译（从右至
左）出席了该
片的北美首映
仪式。

新华社 发
（邹峥 摄）

13部华语片亮相多伦多国际电影节

《解救吾先生》将映
刘德华再度颠覆自我

李云迪月底再奏“肖邦传奇”

随着开学季的到来，书法专业的本科新生步入大学校园屡
见不鲜，而随着2013年书法教育纳入中小学教育体系、2014年
纳入中高考要求，书法在校园的生命力似乎显得越发蓬勃起
来。书法教育的意义在哪里，书法艺术教育在我市开展情况如
何，孩子和家长们又如何看待书法艺术在校园的境遇？本报记
者连日来采访了相关人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