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结缘舞协 只因热爱
孔夏与河南省舞蹈家协会的不解之

缘，要从上世纪 80年代初说起。那时，省
舞协刚刚成立，从小就对舞蹈满腔热情的
孔夏成了首批会员，但在阴差阳错中却没
有走向专业舞蹈的道路。随后的30年，孔
夏扎根企业，在这期间策划、筹备了各种
大中型晚会、庆典，为日后在舞协的工作
积累了丰富的活动组织经验。

对于从骨子里喜欢舞蹈的孔夏来说，
在企业工作的那些年中，她对于舞蹈艺术
的追求其实一直没有终止过。她开心于
与舞蹈的每一次碰撞，也一直关注着河南
舞蹈艺术的发展。都说机会只留给有准
备的人，2011 年，孔夏调任河南省舞蹈家
协会秘书长，她终于又回到了舞蹈艺术的
圈子，终于又回到了专业的岗位，得益于
几十年如一日对舞蹈的热情和关注，孔夏
对河南舞蹈行业的现状十分清楚，很快便
融入新的工作中。

大美河南 精品迭出
据孔夏回忆，在上一任省舞协主席王

天虹的领导下，他们开展了一系列助力河
南舞蹈事业发展的活动，也让河南舞蹈在
各类专业级赛事上大获丰收。或许观众
们还没有忘记，2011年，在中国舞蹈“荷花
奖”比赛中，由郑州歌舞剧院出演的大型
原创舞剧《水月洛神》荣获作品金奖第一
名，让世人看到了河南舞蹈的新风貌。从
此以后，无论是国家级的舞剧比赛，还是
当代舞、现代舞、街舞等比赛，河南人优美
曼妙的舞姿开始频频出现在世人眼中，诸
如《我们在黄河岸边》《红旗渠故事》《闪亮
的红灯》《我的母亲我的河》等“荷花奖”获
奖作品打动了无数观众。

谈及近几年舞协取得的成就，孔夏感
触颇多，在她看来，河南的舞蹈发展到现
代是很活跃和全面的，诸如专业舞蹈、校
园舞、国标舞、街舞等，都走在全国前列，

“推动河南的好舞蹈走向更高的舞台，是
我们一直以来的工作，在实际的工作中，
我们也发现一些优秀的河南舞蹈被埋没
在深巷，这是非常令人惋惜的，我觉得舞
协应该为河南的各类舞蹈搭建一个走向
全国、走向世界的平台，让世界都看到河
南舞蹈的美。”

专注于斯 力攀新高

据孔夏介绍，省舞协本届主席团从上
届的 7个人，增加到了 9个人，虽然不算大
换血，但也将协会主席团的平均年龄拉到
了中年，一行人干劲十足。当选主席后，
孔夏就立刻草拟了一份未来五年的工作
计划，除了对舞协内部组织机构的完善和
发展提出了期望，她还把名演员、名作品
的培养，民间舞蹈机构的发展与完善，河
南民间舞蹈的传承与创新等也列入其
中。她认为，所有的舞蹈都具有原创性，
这些独具特色的舞蹈是咱河南人在几千
年的舞蹈文化历史中留下的宝贵遗产，应
该被我们重视。

从秘书长到主席，孔夏对于舞蹈的热
爱一如既往。也许在推动河南舞蹈发展的
进程中，还会有更多的汗水和泪水，但肩负
重任的孔夏信心满满：“既然我已经在这个
位置，我就有责任带好舞协的各位同志，团
结、协调全省各地市的舞蹈工作者，干好本
职工作，一门心思围绕在‘舞’字上，争取在
这接下来五年的工作中，把河南省舞蹈事
业的发展推到一个新的层面，让河南的舞
蹈事业再上一个台阶。”

从《 风 中 少
林》流传开的少林
风，到《水月洛神》
标志性的采桑舞，
河 南 的 舞 蹈 艺 术
近 年 来 头 角 峥
嵘。近日，河南省
舞 蹈 家 协 会 迎 来
了 新 主 席 —— 孔
夏。初次见面，她
和善的面容、优雅
的举止、聊起舞蹈
时 眼 睛 中 迸 发 出
的 热 情 和 光 芒 让
人 印 象 深 刻 。 谈
及自己的工作，她
说 要 让 世 界 都 看
到河南舞蹈的美。

河南省舞蹈家协会主席孔夏——

让世界看到河南舞蹈之美

2015年是河南文化艺术事业凯歌高奏的一年，年末岁尾的近一个月来，经过三次大会，河南省文联所属的12个协会全部完成换届，选
举产生了新一届的领导班子。省文联下属各个协会新上任的“掌舵人”作为全省各个艺术门类的推动者、引领者，对于协会未来的工作有何
构想？怎样带领所在协会为人民放歌、与时代共鸣，生产出更多富有中原特色、中原风格、中原气派的精品力作？《郑州日报》今日推出河南
省文联所属12个协会新任主席系列访谈最后一期。

——河南省文联所属河南省文联所属1212个协会新任主席系列访谈（三）个协会新任主席系列访谈（三）

编者按

河南亮丽的文化名片
“别的协会主席都是凭靠自己在所从

事的艺术领域上取得的艺术成就当选的，
而我是个杂技的‘门外汉’，此次当选更多
的是组织和同志们的信任，我需要学习的
地方还很多。”闫敬彩先后任河南省文化
厅社会文化处处长、河南省电影电视学校
校长、河南省文化厅艺术处处长、河南省
文化厅副巡视员等职，虽然在多年的文化
工作中与杂技有过很多交集，但她仍谦虚
地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学习者”的角色。

闫敬彩说，此次当选省杂协主席，更多
的是忐忑，“我不是学杂技专业的，这让我感
到一种压力和沉甸甸的责任，但既然已经在
这个位置，那就一定要尽快进入角色，学习
掌握好专业领域知识、摸清全省杂技基本情
况，发挥杂技协会的桥梁纽带作用。”

“河南是杂技大省，咱们的杂技在全
国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闫敬彩说，河南
的杂技产业遍布全国各地，在景点驻场演
出、重要晚会等场合，都能看到咱河南杂
技人的身影，很多杂技团体已与国内外众
多演出单位如美国迪斯尼乐园、日本大阪
环球影城、美国百老汇剧院、上海白玉兰
外宾场等展开了合作，演出足迹遍布祖国
大江南北和世界各地，“古老的杂技文化
已成为河南一张亮丽的文化名片”。

始终把社会效益放首位
杂技的魅力无可取代，然而，当下杂

技人才匮乏却是不争的事实。“相比较其
他艺术门类，杂技的要求更高，需要从业
者从小吃常人不能吃的苦、练常人不能练
的功，如果对这个行当不够热爱，那很难
坚持下去。”闫敬彩说，杂技不容表演者有

一点闪失，然而也正是这种高标准要求，
造就了杂技独特的艺术魅力。

那么如何解决人才匮乏的问题？闫
敬彩说，省杂协已经做了许多的尝试，“目
前协会已依托濮阳杂技艺术学校成立了
河南杂技艺术教育基地，还有项城市杂技
学校已被批准成为‘项城市杂技艺术中等
专业学校’。全国各地的杂技团体来河南
挑人。”闫敬彩说，“只有人才培养的底子
打牢了，我省从杂技大省向杂技强省的步
伐迈起来才会更有力量。”

立业先立德、为艺先为人。闫敬彩希
望从业者在艺术上精益求精的同时，还能
有追求真善美的道德自觉。“与其他艺术
门类相比，杂技在市场上摸爬滚打时间最
长，在闯市场方面，这支队伍有胆有识，积
累了一定的经验。协会将引导从业者加
强行业自律，坚决抵制拜金之风、低俗之
风，始终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创作更多精品力作
谈到协会未来的工作计划，闫敬彩说，

一是抓创作，精心组织“中国精神·中国梦”
主题文艺创作实践，创作更多接地气的、有
较高艺术质量的精品力作，以艺术形式再
现中原人民追梦铸梦的生动实践和奋进历
程，推出一批表现人民大众、反映时代风
貌、弘扬中国精神的优秀杂技作品。

二是广泛开展“深入生活、扎根人民”
主题实践活动，组织名家名角和文艺骨干
走进群众，通过开展慰问演出、专家辅导
等活动，送精品杂技到基层，让基层人民
群众欣赏到高水平的杂技节目。

三是利用资源优势，拓宽杂技“走出
去”的渠道，大力开展对外杂技交流，
让更多人领略到河南杂技的魅力。

在重要艺术演
出活动中，收获掌
声最多的往往是高
精尖的杂技节目。
杂技演员们以高难
度的肢体动作、默
契无间的完美配
合，征服了无数观
众。谈到河南的杂
技，刚刚当选河南
省杂技家协会主席
的闫敬彩说，河南
已是中国杂技大
省，濮阳的“水秀”
洛阳的“隋唐百戏”
等杂技品牌已在全
国享有盛誉，下一
步，还要加快走向
杂技强省的脚步。

河南省杂技家协会主席闫敬彩——

助推河南走向杂技强省

钟情民艺有缘由
来自许昌襄阳县的程健君打小就爱

听故事，在乡里乡亲的口口相传中，那些源
于民间、流传千百年的民间故事，化为一颗
颗种子埋藏在他的心田。后来，程健君走进
大学校园，在大名鼎鼎的张振犁教授的指导
下，他对民间文艺的兴趣一发不可收。

程健君回忆说，当年在张教授的指导
引领下，一大群年轻人踏入了研究民间文
学的广阔天地，他们成立了一个个民间文
学研究小组。“77 级的组长是孟宪明，我
是 78 级的组长，河大教授高有鹏是 80 级
的组长。”程健君说，在学校的时候他们就
跑遍了全省的山山水水，进行各种田野调
查，编纂出版的《河南民间故事（增订本）》
还获得了第一届河南省文学艺术优秀成
果奖。

大学毕业后，程健君选择留校任教，讲
授民间文学课，那时的他如同一只嗷嗷待
哺的羔羊，迫不及待地想要在民间文学的怀
抱里汲取营养，这种想法持续到现在。程健
君告诉记者，民间还有很多好东西未被发
现，那些有代表性的民俗文化符号应该被
记录下来，为日后人们回忆留份寄托。

扎根民艺硕果丰
1989 年，国家启动了编纂《中国文艺

十大集成》的文化项目，河南省文联承担
了其中“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编纂任务，
程健君从河南大学被调到了省文联。
1991 年，他担任省民协副秘书长，主持省
民协的日常工作，同时，还担任民间文学集
成编辑部的副主任。1998年后，程健君下
派挂职。2007年回到省民协后，任职秘书

长的他全力配合省民协主席夏挽群开展
各种工作。

程健君回忆说，从 2007 年开始，他配
合夏挽群一起开展了“河南民俗经典”、河
南“老字号”、首批古代暨近现代民居民间
建筑三大专项的普查、记录、申报和评审
工作，启动了“河南民间美术遗产普查”

“河南古村落紧急调查”，实施“中原贡品”
的普查申报和认定工作等。

经过不懈努力，河南省的民间文化遗
产抢救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打造出了一
张张靓丽的文化名片，其中河南省的“中
国民间文化之乡”多达 46个，其数量和质
量都位居全国最前列。

追本溯源话民艺

“以民间文学、民间技艺为代表的民
间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
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
代表着中华民族最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
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精神滋养。”
程健君若有所思地说道，“将那些传承在
人们集体记忆里的民间故事、民间技艺记
录下来，让其在中华民族推进现代化、实
现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得到创造性转化和
创新性发展，必然会为人类新的文明复兴
提供宝贵的精神资源。”

谈及接下来的工作，程健君感到任
重道远：“在新的形势下，在原有工作的
基础上，团结带领全省民间文艺工作者，
进一步做好对民间文艺的保护和传承，
为人们留住记忆、留住乡愁、留住民族文
化的根脉，对我来说仍是一份很艰巨的
工作，我会努力尽到应尽的一份力量。”

从田间野地，
到文海书林，从厚
朴古村，到市巷名
吃，河南省民间文
艺家协会默默无闻
地守护着我们“河
南老家”的方方面
面。那些消声于车
水 马 龙 的 乡 情 乡
音，那些被都市快
节奏生活取代的民
俗符号，都被全省民
间文艺家工作者们
奉为无上瑰宝。在
新任河南省民间文
艺家协会主席程健
君眼里，讲好河南故
事，留住最美乡愁，
便是他工作的最大
意义。

河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程健君——

留住民族的文化符号

古典文学为他打开新世界
1961 年出生的王守国老家在鹿邑，6

岁上小学，那个时期的农村，根本就没有
什么书可以读。

“那时候，能读到书就是运气。”王守
国说，因为从小爱读书，自己已经把三乡
五里能借的书都借来看了，但能借到的还
是不多。每借到一本书，他都如获至宝，
甚至还背过《新华字典》。

如果说读书是一种爱好，而真正为他
打开文化之门的，却是在高中时，他的老师
给了他一本《唐诗三百首》，这本书如同一
道曙光，照亮了色彩斑斓的文学梦想，也为
他以后研究古典文学奠定了浓厚的基础。

1977 年，王守国参加高考，报考的是
开封师范学院（即现在的河南大学）。当
时，正好是恢复高考的第一年，考试激烈
程度不言而喻。

王守国考上了，但成绩却是“一半是海
水一半是火焰”。“我语文很好，满分100分，
我考了99分。”王守国笑着说，可是数学只
考了9分。“我的知识是‘先天不足’的。”王
守国表示，因为知道差，所以上大学以后，
才更要恶补。

怎么个恶补法？没有捷径，王守国用
的是最普通的办法：多读多背——大学期
间，除了完成正常的学业外，他还背了
5000个英语单词，并将中国历代诗词选中
的3000首古典诗词与散文全部背会，还能
基本复述中国哲学史、中国简史等。

文艺评论家要耐得住清贫和寂寞
对于目前的河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

王守国用“三无”的玩笑来形容，即无机

构、无人员、无经费，是真正的民间组织。
尽管如此，文艺评论的功能却不可小

觑。“文艺评论家的作用是与作家一起梳
理作品创作风格、探讨成败优劣，而非作
家成为大家后再研究。”王守国表示，真正
的文艺评论作品是要倡导一种正气，这个
文章要比作家的更有穿透力，对文艺创作
可以起到引导作用。

但就目前的文艺评论队伍而言，王守
国却表示“不容乐观”。“一个人要成为一
个优秀的文艺评论家，除了学养、定力外，
要能耐得住清贫和寂寞。”王守国直言，文
艺评论质量是第一位的，不能用短评快来
要求。不能超越别人作品的评论，就相当
于不能给人以引领，这就是垃圾。“板凳要
坐十年冷，必须要下苦功夫。”

王守国还提出，只有领导、组织部门
或政府机关给予相应的政策和工作条件，
文艺评论家才能从容研究、才能出精品。

聚焦“三重一大”搞好“三联三服”

谈及下一步的工作打算，王守国说：
“我们这一届主席团聚焦的主题是‘三重
一大’。”“三重”是指对重要文艺现象、重
要文艺家和重要文艺作品要发声，特别是
对低俗、恶俗的文艺现象要敢于批评，对
真善美、代表正能量的现象要倡扬。“一
大”是指大型的主题活动。

此外，协会还将搞好“三联三服”：联
络好、服务好河南的广大文艺评论工作
者，联络好、服务好另外11个艺术
家协会和广大的艺术家群体以及
联络好、服务好传统媒体、新兴媒
体等各类媒体。

“办过杂志、办
过报、现在做出版，
自 己 也 做 文 学 研
究，所有的工作经
历都与文化相关。”
媒体人、出版人、评
论家这些身份集中
在王守国身上并不
矛盾，刚刚当选河
南省文艺评论家协
会主席的他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表示，
最 大 的 感 触 就 是

“责任重大，使命光
荣，困难很多，前景
光明”。

河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王守国——

一腔正气引领文艺创作

郑州报业集团全媒体记者 杨丽萍 左丽慧 秦 华 文 李 焱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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