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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直文艺单位“中原文化大舞台”活动舞台演出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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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文艺院团“中原文化大舞台”活动舞台演出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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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时间

2016年2月14日15:00

2016年2月14日19:40

2016年2月15日15:00

2016年2月15日19:40

2016年2月25日15:00

2016年2月25日19:40

2016年2月27日15:00

2016年2月27日19:40

2016年2月29日15:00

2016年2月29日19:40

2016年2月18日19:30

2016年2月19日19;30

2016年2月26日14:30

2016年2月26日19:30

2016年2月1日19:30

2016年2月2日19:30

2016年2月3日19:30

2016年2月15日19:30

2016年2月16日19:30

2016年2月17日19:30

2016年2月18日19:30

2016年2月8日19：30

2016年2月9日19：30

2016年2月25日19：30

2016年2月26日19：30

演出地点

许都大剧院

许都大剧院

许都大剧院

许都大剧院

宝丰县文化旅游休闲试验区会议演艺中心

宝丰县文化旅游休闲试验区会议演艺中心

平顶山市文化艺术 中心音乐厅

平顶山市文化艺术 中心音乐厅

汝州剧院

汝州剧院

郑州艺术宫

郑州艺术宫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文化艺术中心

郑州经济技术
开发区文化艺术中心

申凤梅艺术中心

申凤梅艺术中心

申凤梅艺术中心

周口人民会堂

周口人民会堂

周口人民会堂

周口人民会堂

宋城影剧院

宋城影剧院

漯河市人民会堂

漯河市人民会堂

演出剧目

豫剧《程婴救孤》

豫剧《程婴救孤》

豫剧《清风亭上》

豫剧《清风亭上》

豫剧《程婴救孤》

豫剧《清风亭上》

豫剧《程婴救孤》

豫剧《清风亭上》

豫剧《程婴救孤》

豫剧《程婴救孤》

豫剧《琵琶记》

豫剧《琵琶记》

豫剧《麻风女》

豫剧《麻风女》

越调《老子》

越调《大明朱元璋》

越调《吵闹亲家》

豫剧《西湖公主》

豫剧《西湖公主》

豫剧《口上的女人》

豫剧《口上的女人》

四平调《恩怨亲家》

四平调《恩怨亲家》

越调《无佞府》

越调《无佞府》

演出单位

河南豫剧院二团

河南豫剧院二团

河南豫剧院二团

河南豫剧院二团

河南豫剧院二团

河南豫剧院二团

河南豫剧院二团

河南豫剧院二团

河南豫剧院二团

河南豫剧院二团

郑州市豫剧院

郑州市豫剧院

郑州市曲剧团

郑州市曲剧团

河南省越调艺术保护传承中心

河南省越调艺术保护传承中心

河南省越调艺术保护传承中心

周口市戏剧艺术研究院

周口市戏剧艺术研究院

周口市戏剧艺术研究院

周口市戏剧艺术研究院

梁园区四平调
艺术研究中心

梁园区四平调
艺术研究中心

许昌市戏曲艺术
发展中心

许昌市戏曲艺术
发展中心

本报讯（记者 左丽慧）身处科
技发达的现代社会，人们对郑州先
民是怎么制陶、冶炼、盖房子的等
话题充满好奇。今天上午，郑州博
物馆推出的《天工追梦——郑州古
代科技文物展》，将依据郑州本土
文物，向广大观众展现古人高超的
技艺。

郑州地区不仅是唐三彩的故
乡，也是中国青花瓷的发源地，白
瓷、珍珠地刻花瓷、彩瓷等，在中
国陶瓷史上均占有一席之地；郑
州在中国古代冶铸史上成就斐
然。龙山文化晚期，郑州牛砦、登
封王城岗、新密新砦等遗址中，发
现了我国最早的青铜冶铸遗存
……郑州先民所创造出的古代科
技文明，体现在陶瓷、天文、冶金、
建筑、纺织、音乐、农业、医药、数
学等诸多方面。丰富而灿烂的文
化瑰宝，穿越千百年的烟雨风尘，
依然历久弥新。

作为人类文化遗产的重要收
藏单位和科普教育基地，博物馆每

年都要举办一定数量的专题展
览。《天工追梦——郑州古代科技
文物展》正是郑州博物馆结合社会
形势和该馆实际，紧扣中国“科技
梦”和“创新”的时代主旋律，推出
的一个具有华夏历史文明特色的
原创展览。

据了解，该展览共遴选和展出
相关文物 100余件，按照郑州古代
科技文物发展的历史脉络，分“陶
瓷发明——追逐生活的便捷和美
丽、炉火淬金——创造着先进的生
产力、测影观星——探索人与自然
的和谐、营造技艺——构筑人类最
美的家园”四个部分进行设计布
展，同时配有丰富的辅助展品、建
筑模型、互动项目等，并以通俗的
语言、形象的实物和图片资料，及
现代多媒体技术等进行综合展示，
是对郑州古代科技成果进行的一
次精心梳理和展示，希望能够从社
会历史发展和古代科技进步的角
度，对当前社会“大众创新、万众创
业”有所启发、借鉴和推动。

郑州先民如何制陶冶炼观天盖房

古代科技成果揭晓答案

本报讯（记者 左丽慧）记者昨
日从郑州市文联获悉，由新郑市委
宣传部主办、为期 6 天的“溱洧之
约 郑风徐来”侯和平、钟海涛书法
艺术精品展今日将在新郑市郑州
大学西亚斯国际学院开幕。

“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
方秉兰兮……”此次展览是侯和
平、钟海涛应邀举办，以“溱洧之
约”为名，以书法这一独具中国特
色的艺术为载体，弘扬中国传统文
化，普及中华传统艺术。为此次展
览，两位书法家精心准备创作的作

品内容涉及先古诗词《诗经·郑风》
以及近代描写新郑的名篇诗词，共
展出80幅小品书法精品，侯和平、
钟海涛各40幅。

侯和平表示，新郑的文化底蕴
非常厚重，一方面溱洧流淌千年，
承载了历史、文明、诗歌、艺术与爱
情的厚重文化，他怀着朝拜、敬畏
的心情来做这次展览；同时，敬畏
先贤的文化艺术成就、敬畏艺术也
是对自身艺术追求的审问，不自
满、不放松，在艺术的道路上继续
坚持。

“溱洧之约”书法精品展开幕

“文学旗手”痴爱写作一生
——追忆作家张一弓

本报记者 秦华 文 杨光 图

记者昨日从郑州市电影电视家协会获悉，
经权威部门数据显示，2015年全国票房总收入
达到了 440 亿元，与 2014 年相比收入增加了
146.62亿元，同比增长 48.7%。百强票房门槛
也从去年 3700万升至 4400万，其中郑州市场
进入百强的影院有 3家，分别为郑州万达影城
二七店、郑州万达影城中原店、郑州耀莱成龙
国际影城锦艺店。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高品质电影院逐
渐成为大型购物中心的“标配”，郑州电影市场
在 2015 年有什么显著变化、又有哪些新的趋
势？本报记者进行了相关采访。

郑州电影市场成绩不俗

据介绍，与一线城市的火爆相比，准二线
城市郑州在 2015年度进入百强榜的影院仅有
3 家，不及上年的 4 家，但从整体票房数据来
看，与 2014年相比增幅超过 40%，可谓实现了
飞速增长。作为本土标杆影院的郑州万达影
城二七店以 5367.8万元的总票房取得全国百
强排行榜第 48 位的不俗成绩，也较上一年增
幅超过了12.5%。

郑州市电视电影家协会驻会副主席、秘书
长尚蔚介绍，在全国 70多个城市近 6405家电
影院中，郑州以32家影院超过200块银幕在全
国脱颖而出，2015年票房收入达 6.28亿元（去
年为4.2亿元）。与去年同期相比，票房收入在
3000万元以上的达7家，进入全国影院五百强
的上浮至11家。

电影“蛋糕”引人垂涎

从品牌上看，郑州市排名前十的影院中，
来自本土品牌的奥斯卡影院占据 4席，伴随着
万达、耀莱等外来影院品牌涌入，提升市场整
体观影体验品质的同时，形成本土影城与外地
影城在竞争中互利共存的良性竞争环境。

尚蔚也提出，值得注意的是，随着韩国希
捷维 CGV 影城在 2015 年末的开业（大卫城
店），将带来新一轮的院线硬件设施的升级，而
伴随着未来 5年另外 3家已签约店的开业，郑
州电影市场竞争将更加激烈。

同时，洛阳、南阳、信阳等地级市，影院市
场也步入快速发展阶段，单个影院票房收入与
郑州的票房平均值基本持平，超过 2000 万票

房的影院中仅洛阳就拥有 3家，基本与郑州区
域级影院持平，地级市影院市场发展速度之
快、消费需求空间之大不容小觑。

个性化迷你影院浮出水面

在不断变革的市场环境下，一成不变的观影
模式很容易给消费者单调乏味之感，而一些特立
独行的影院也在尝试不断创新，以适应消费者更
加挑剔的眼光及市场不断自我更新的需求。

日前，艾米 1895 影院与河南本土企业签
约，宣告其落户郑州“打造创新电影文化”。与
传统的院线不同，艾米 1895 电影街颠覆了电
影院“买票入场、对号入座、静观影片”的商业
模式，其风格类似于 KTV。观众可以根据自
己的喜好在自助选片机上自主选择，然后在具
备独立观影空间的包厢内坐等电影开播。

截至目前，建业艾米 1895 电影街已分别
在建业五栋大楼 5D生活馆、锦艺城C区开出
两家门店，今后还将在更多项目上推广。此
外，郑州已确定即将开业的影院还有 5家，可
以想见，郑州电影市场呈现给观众的，必将是
更为精彩的未来。

对中国足球的忠实球迷而言，“戴大洪”
是极具个性的足球经理，而对很多读者来说，
戴大洪是一个和西方文学史、政治史联系在
一起的名字——日前，投身翻译已 10个年头
的戴大洪现身松社书店，与绿城读者畅谈自
己的阅读和翻译生活。

“2007年，当时任新星出版社副总编辑的
止庵建议我翻译《第三共和国的崩溃》这本
书，我出于一种‘反正我也没别的事儿干’的
心情就开始了，一译就是一年半，到了2008年
11 月，已经全部译完了这本将近 100 万字的

‘巨著’。”戴大洪透露，自己与翻译的结缘，和
不久前来过松社的另一位主讲嘉宾止庵有着
密不可分的关系：“我最开始就是帮助止庵做
外文校对，我本人也不是学英语的，基本上都
是自学，家里光人名、地名工具书就买了二三
十本，叫的上来名的工具书家里都有。”

作为翻译家，戴大洪选择译书的对象有
什么标准？“选书还是有一定讲究的，如《古拉
格》这样获得过普利策奖、是非虚构文学的东
西，我很有兴趣。选书的时候，要考虑的可不
仅仅只有自己喜欢不喜欢，还得考虑版权、社
会意义等等。另外，很多时候，止庵也给了我
很多的意见和建议，他给我推荐了很多好的
作品。”他还补充，翻译书还很讲究译者的阅
历，他选的书通常都比较厚重，也比较深沉，

译起来当然也需“有力度”，
“要是译出温水煮青蛙的感
觉，那这本书就浪费了。”

后来，他翻译的书越来
越厚，里面的很多的内容，
边翻译边思考，戴大洪也认
为自己从中感悟到很多。

“我喜欢历史，所以我总是
很关注这些东西，而翻译书
的时候，会看很多很多材
料，所以真的很有收获。”

戴大洪将译书定义成
“垃圾活”，将自己定位成做
“垃圾活”的那个人。就像
NBA中那些只专注于抢篮
板、防守的球员，虽然没有
漂亮的数据，但却是一个球
队中不可或缺的角色。

“做了 10 年的翻译，我译了一摞书。如
果按照现在一年 40 万~50 万字的量，我也就
还能翻译个六七百万字，所以我译什么更要
好好挑。”戴大洪还告诉读者，自己接下来的
几本译书内容包括西班牙内战史，有托斯陀
耶夫斯基的新一卷，而“厚书”依然是他喜欢
选择的类型：“我认为，有些东西，中国人早一
点知道是有好处的。”

在外界看来，专注学术的人都淡泊名利，
戴大洪对此也做出了自己的诠释：“阅读可以
减少人对金钱的依赖。如果为了挣钱而挣
钱，就是在耗费生命。常言道，‘书中自有颜
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很多人都理解成为
阅读，就能有颜如玉和黄金屋相伴，但是，我
更认为是，阅读，能够让你减少对于真实的颜
如玉和黄金屋的需求，你能够从精神上得到
满足。”

本报记者 左丽慧 通讯员 张贝贝

本报讯（记者 杨丽萍）2013
年暑期，古装神剧《天天有喜》掀起
收视狂潮，稳居收视之冠，最终斩
获“年度十大最热电视剧”奖。记
者获悉，《天天有喜2之人间有爱》
已于 13日登陆湖南卫视金鹰独播
剧场，除了保留原班人马和轻松幽
默的搞笑氛围，该剧进行了多处升
级，意欲再创收视佳绩。

在《天天有喜 2 之人间有爱》
中，陈浩民轮回转世之后终于修成
正果，成为一个“富二代”猎妖师。

但他最大兴趣不在抓妖，而是整日
周旋在女人堆中。最终却被穆婷
婷饰演的小狐仙拿下。

前作中，穿越台词频现曾引发
各类争议，《天天有喜 2 之人间有
爱》中，这种穿越性的台词还会继
续升级，网络用语、时尚热词、流行
词句、英语频频出现在台词中。此
外，本剧在服装造型上请来了韩国
时尚造型团队，一改传统服装造型
设计的款式，呈现出来的效果让人
惊艳。

《天天有喜2》幽默升级
戴大洪：我的翻译 我的阅读

郑州三家影院入围全国票房百强
本报记者 左丽慧 通讯员 刘建刚

今日，著名河南作家张一弓追悼会
在市殡仪馆举行。张一弓逝世的消息
近几日在省内乃至全国都引起很大震
动，文学界、出版界纷纷寄托哀思，追忆
他的生平点滴。斯人已逝，但他的率
真、幽默、勇敢、热情，却永远定格在了
人们的记忆中。

用生命来热爱文学

省文联副主席、省作协主席邵丽告
诉记者，听闻张一弓逝世的消息，中国
作协主席铁凝特意打来电话，对他的逝
世表示深切的哀悼，并请省作协代她向
张一弓的家属转达慰问之情。

邵丽说，就文学创作来说，张一弓
是上世纪80年代文坛的巅峰人物，是一
位写进中国文学史的人物，他创作的

《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等一批作品在全
国产生广泛影响。“当时中国作协给张
一弓的文学地位非常高，他曾连续三届
获中国作协颁发的‘全国优秀中短篇小
说奖’。张一弓的文学道路可谓坎坷，
但他却始终不改初心，用生命来热爱文
学，他对创作的这种痴爱，是作家群体
学习的榜样。”

省文学院院长、著名文艺评论家何
弘称张一弓是“文学旗手”，“先生是一
位具有强烈现实意识的作家，他把自己
定位为‘同时代人的秘书’。他的作品
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饱满的文学激
情、悲壮激昂的风格，具有独特的艺术
魅力。”何弘说，张一弓是一位具有历史
使命感和责任感的杰出文学家，为中国
当代文学写下了壮丽的篇章，做出了突

出的贡献，他的逝世是河南文学
界的重大损失！

认真敬业令人感佩

河南文艺出版社编辑、《少
林美佛陀》责编邵玲回忆说，
2009年，她听说张一弓正在创作
一本小说，便与张先生联系约
稿，希望他能支持本土出版社、
在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这部新
作，“张老师名满全国，起初我担
心这样的大作家会不会有点怪
脾气，会不会摆架子，一见面，我
的这种担心完全打消了，他非常
热情，特别平易近人，哪怕是对
我们这样的小辈，也是抱着平
等、尊重的态度交流，这点让我
非常感动。”

邵玲最终如愿拿到了《少林
美佛陀》的书稿，随着之后交流越
来越深入，邵玲对先生更加的敬
佩，“先生创作态度很严谨，还特
别会替他人着想，他每次都会把
修改的地方详细标注，注明‘红色
的是删掉的，绿色的是新加的，黑
色的是原稿’，这大大方便了编辑
工作。”邵玲说，特别让他有感触
的是，张一弓身上有一种不服老
的积极向上的精神，“当年他70多岁，那
么大年龄了，能熟练使用电脑写文章，并
通过网络掌握新信息，积累创作素材，始
终与这个时代保持同行。”

河南省话剧院退休演员郭怡回忆
说，上世纪80年代，她曾将张一弓的小说

《犯人李铜钟的故事》改编成同名话剧，
先生经常在排演过程中一遍遍提出修改
建议，他的敬业、认真，令她印象深刻。

率真到老不改初心

与先生打过交道的人，都会被他的

风趣、热情、率真所感染。邵玲回忆
说：“张老师思维活跃，童心未泯，他
写就的成人童话《少林美佛陀》表达
出了人本性的纯净、浪漫和童话般的
真挚。”一位《少林美佛陀》的读者李
先生说，他在阅读的过程中常常惊讶
于这样浪漫纯真的文字竟出自一位
70多岁的老人之手，“没有童心是写
不出这样的作品的。”

省作协副主席乔叶回忆，先生很
绅士、有风度，性格率性纯真，有作
家特有的好奇心，“我和张老师也
几次谈读书、谈创作，作为一名前
辈作家，他总是非常诚恳地以自己
的经验教训来告诫我、鼓励我，希
望我能少走弯路、多出佳作，我从
他身上学习到很多东西，无论是他
的作品还是做人处事方式，都让我
获益良多。”

乔叶说，她去年曾两次前往医
院看望张一弓，第一次去的时候，先
生在重症监护室，她憾未能见到他，
去年10月份再次到医院看望张一弓，
看到他带着呼吸机，虚弱得已无法说
话，她心里满是伤感，两人只能用纸
笔进行交流，这个心酸而温暖的画面
深深地刻在了乔叶的脑海中，“不过，
对于作家而言，我认为张老师已经无

憾了，他写出那么多好作品，是一位新
时期文学里开风气之先的特别重要的
作家，在文学史上留下了属于他自己的
色彩。人的生命都是有限的，他的作品
比他肉体的生命力更长久，这是一个作
家最值得欣慰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