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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左丽慧 实习生
刘锦丽）记者昨日获悉，旨在激活河
南演出市场、扶持和培育本土青年
戏剧团体的第二届河南青年戏剧节
定于4月16日至5月21日在我市举
行。在为期一个月的时间里，将有
近 30 场不同风格的戏剧作品在河
南象剧场上演。2 月 29 日起，活动
开始接受报名。

据了解，本届青戏节由中部
地区演艺剧院联盟、郑州跨界创
意中心主办，河南青年戏剧节组
委会承办，主题为“快乐戏剧，青
春共享”，主要分为“青年戏剧竞

演大赛”“特邀剧目展（巡）演季”
“青年喜剧达人选拔大赛”和“戏
剧交流研讨及相关活动”四个板
块。全省高等院校戏剧社团、民
营非职业青年戏剧团体、独立戏
剧人工作室等可在河南象剧场
官方网站下载报名表，报名截止
日 期 为 3 月 31 日 。 初 选 入 围 的
作 品 名 单 将 于 4 月 10 日 起 面 向
社会公示。

据悉，本届戏剧节继续开展青
象戏剧创作扶持计划（简称“青象计
划”），主办方将与各大高校、创作机
构、演艺剧院建立起剧目推荐、创作

排演、宣传推广、商业巡演一体化合
作机制，充分调动河南省高校大学
生和广大青年文化艺术展示的积极
性和创造性，培育本土戏剧文化创
作表演人才队伍。

首届河南青年戏剧节于 2015
年上半年在郑州举行，来自河南省
内 20 多个高校戏剧社团的作品在
郑上演，演出的剧目数量累计达到
30 多部，演出场次达到 50 多场，将
近 500名青年戏剧新人和专业戏剧
工作者在象剧场的舞台上展示了艺
术才华，观众人数累积达到 3 万人
次以上。

本报讯（记者 秦华 通讯员
张秋丽）昨晚的南乐县元村镇操
守村热闹非凡，河南省戏剧家协
会梅花奖艺术团为这里的村民献
上了“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
万家”慰问演出活动。贾廷聚、汤
玉英、魏俊英等众多名家献上了精
彩的表演。

昨晚的慰问演出汇聚了贾廷
聚、汤玉英、魏俊英、刘青、海波、
方素珍、张艳萍、魏凤琴、张英、方
方、李宗书、王艺臻等我省戏剧界
的一流名家和青年新秀，他们为
当地村民献上了《朝阳沟》《收姜

维》《卷席筒》《抬花轿》等各自的
代表剧目和经典唱段，让普通观
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质量的
艺术大餐。

据悉，河南省戏剧家协会梅
花奖艺术团由河南省荣获“梅花
奖”“红梅奖”“小梅花奖”的演员
组成，阵容强大，艺术精湛，影响
广泛。艺术团成立以来每年都
坚持开展“送戏下乡”“送欢乐到
基层”等文化惠民活动，带观众
感受精品艺术的魅力、分享文化
艺术发展新成果，受到群众的热
烈欢迎。

本报讯（记者 左丽慧 通讯
员 边峰 文 李焱 图）群众了解、学
习非遗知识又添一好去处——经
过 3 个多月紧锣密鼓的筹备，郑
州高新技术开发区非物质文化展
示馆2月29日正式开馆并向社会
免费开放。展馆集中了高新区各
级非遗资源和非遗保护成果，集
非遗项目的展览展示、制作表演、
收藏培训等功能于一体。

据了解，作为高新区建区
28 年来第一一个区级专业文化
展馆，高新区非物质文化展示
馆整体面积为 657 平方米，区域
分为 3 个场景还原区、4 个展示
区以及 1 个功能区，主要陈列展
出传统美术类、技艺类、医药类
的非遗项目。展品力求通过图

文并茂、实物陈列等多种方式
充分展示高新区非遗的整体风
貌。该馆除了承担非遗项目的
展示外，还会定期在展馆举办
个人收藏展、文化企业衍生品
展览等与非遗有关的文化活动
及全区企事业单位文化方面的
相关主题活动等。

据介绍，目前，高新区已整理
归集区级以上非遗 12项，有大气
威武的“祥营狮舞”、流传百年的

“刘氏瑞兴和木板年画”、民间特
色“中国农耕社会土棉布生产技
术”及“任氏泥塑”“剪纸艺术”“王
氏祖传木雕技艺”等。接下来，高
新区将依托非遗文化展示馆，全
力推出具有特色的文化品牌与文
化创新载体。

高新区非物质
文化展示馆开馆

本报讯（记者 左丽慧 文 李焱 图）昨日，台湾
作家廖信忠以“台湾百姓自己的故事”为题，与绿
城读者畅聊宝岛台湾的风土人情。

2015 年，作家陈雪、音乐人姚谦等多名来自
台湾的嘉宾做客“松社我来讲”，在他们的精彩分
享中，或多或少展现出了台湾的风土人情、台湾
百姓的宁静生活。而廖信忠的作品《我们台湾这
些年》，似一本“写给大陆同胞”的家书，书中记录
着台湾 30年来诸多“大事件”背景下普通百姓的

“小故事”。“我尽量不去评论，很客观地记录。”廖
信忠说，他要“告诉大陆一个最朴素的台湾”。

廖信忠 1977年出生于台湾，已出版作品《我
们台湾这些年》《台湾这些年所知道的祖国》等，
其中，讲述台湾 30年来社会巨变的《我们台湾这
些年》畅销35万册。

“我 10年前来过郑州，这次来感觉变化挺大
的。洛阳、新乡也都去过。”廖信忠表示，自己平
时大部分时间在上海写作，能亲身感受大陆的点
滴飞速变化，觉得非常幸运；尤其是得知自己在
大陆有这么多读者，更是增强了他在写作时的责
任感和使命感。

廖信忠绿城开讲

畅聊台湾风土人情

本报讯（记者 杨丽萍）虽已步入3月，但在春节档创
下诸多纪录的魔幻喜剧《美人鱼》余热犹在，不过随着一
大波进口巨制、国产佳作相继上映，创下 32亿票房神话
的《美人鱼》交出日票房冠军宝座已成必然。昨日下午，

“叶问”系列终结篇《叶问 3》在奥斯卡大上海影城巨幕厅
试片，一代宗师叶问与西方拳皇泰森在片中拳拳到肉、血
性肉搏吸人眼球，但叶问的终极对手却另有其人。

“叶问”系列终结篇《叶问 3》将于 3月 4日与观众见
面。电影承接此前剧情，时间来到了 1959年，在与马鲸
笙（谭耀文饰）及其老板（泰森饰）所带领的帮派抗争的过
程中，叶问带领着自己的弟子保卫了小学，并结识了依靠
拉车和在地下赌场斗武为生的张天志（张晋饰）。师承一
脉、性情刚烈的张天志一直想找机会和叶问拼个高下，奈
何叶问一直默不应战。后来，张天志自称“咏春正宗”的
拳挑当时名震香港的各大武术门派，并公开向叶问宣战，
面对嚣张的同门和病危的妻子（熊黛林饰），叶问究竟会
作何选择？他是否会应战张天志，夺回属于他“咏春正
宗”的头衔？

作为一个传记类性质的电影，《叶问3》秉承前两部特
点，在呈现叶问在香港开馆授徒的同时，突出了其维护香
港和平的事迹，并相对弱化了暴力打斗的动作场面，在塑
造一代宗师形象的同时兼顾了对其性情中人的描述，叶
问与其妻子的温馨感情戏份让不少观众给他冠以了“绝
世好男人”的称号。

本报讯（记者 秦华 杨丽萍）由新锐导演侯亮执
导，孙坚、白冰、吉杰等联袂主演，张艺谋、宁浩的御
用剪辑师杜媛及有着“亚洲第一动作指导”美誉的
罗礼贤保驾护航的电影《谎言大爆炸》，将于愚人节
档公映。这部电影的动作戏、剪辑有何亮点？杜
媛、罗礼贤向记者做了介绍。

“武术看程小东，动作看罗礼贤”——这就是亚
洲影坛对动作指导罗礼贤公认的评价。罗礼贤曾
经参与拍摄过《变形金刚 4》《美人鱼》《老炮儿》《道
士下山》《烈日灼心》《太平轮》等多部影片，谈到此
次为何出任《谎言大爆炸》这样一部喜剧为主的影
片的动作指导，罗礼贤说：“悬疑喜剧本身就已很有

看头，加之制片人对车戏、爆
破戏有极致的要求和追求，
这也是我从一开始就决定接
手这部电影的很大原因。”

据了解，《谎言大爆炸》
这部主打悬疑喜剧的电影，
主要取景地都在中小城市，
罗礼贤说，相比在大城市，尤
其是在旷野森林等地取景拍
摄，中小城市就显得难度更
大，从影片刚刚曝光的预告
片中可以看到，电影里惊险
的动作戏多不胜数，逼仄的
小街巷尾里大量穿插的公路
飙车戏，你追我赶的拐弯抹
角在狭窄的道路上。“做《谎
言大爆炸》这部电影真的是
太辛苦了，会出现连续一两
天重复拍同一场车戏的情
况，场面难度非常之大，比刚

拍完的《老炮儿》还具有挑战性，这在我整个电影生
涯中都是很少出现的。”罗礼贤说。

除了罗礼贤之外，张艺谋、宁浩的御用剪辑师
杜媛的加盟也为影片的质量提升贡献了力量。杜
媛表示：“很多年前与侯亮合作过《大厨小兵》《囧探
佳人》等作品，对于他的这部新作很期待。《谎言大
爆炸》不像《两杆大烟枪》《疯狂的石头》那样黑色幽
默贯穿整部影片，影片中讲述的是一天内发生的
事，片中的情绪、故事都是很碎片化的，在整个剪辑
过程中，最让我感兴趣的是它的可能性、纷繁的元
素、接地气的气质。”

罗礼贤 杜媛护航《谎言大爆炸》

动作动作 悬疑悬疑 黑色幽默一个不少黑色幽默一个不少

新华社上海3月1日专电（记者 吴霞 许晓青）
脍炙人口的系列动画片《葫芦兄弟》将推出真人版电
影。上影集团与安乐电影公司 2月 29日在“2016上
影出品发布会”上联合宣布这一消息。

上影集团将与安乐电影公司联合成立上影安乐
电影公司。公司成立后的首个项目就是筹拍真人版电
影《葫芦兄弟》。《葫芦兄弟》是上影集团旗下上海美术
电影制片厂于1986年推出的13集动画片。诞生30年
来，“葫芦兄弟”系列动画形象深受观众欢迎，在中国

“70后”“80后”中产生深远影响。七个葫芦娃、蝎子精、
蛇精等人物造型不仅是百姓心目中难以割舍的“童年
记忆”，也是国内多档综艺节目中的被模仿对象。

安乐影业总裁、《捉妖记》制片人江志强表示，与
上影达成合作，启动拍摄真人版《葫芦兄弟》经过了审
慎酝酿，该项目将尽最大努力，在银幕上重塑“经典”。

对《葫芦兄弟》拍摄从动画转为真人形式后，是否
会引发“毁童年”的质疑声，江志强回应，正是因为影
片具有挑战性，很有特色，才吸引他决定接下重任。

针对《葫芦兄弟》真人版电影等创新项目，上影
集团董事长、总裁任仲伦认为，真人版电影《葫芦兄
弟》项目在如今十分繁荣的影视版权市场上，将会是
一个新突破、新亮点。“多片种繁荣，多类型创作”一
直是上影的追求，相信包括《葫芦兄弟》在内的一批
新作品，将体现“上影出品”的整体实力。

上影筹拍《葫芦兄弟》真人版电影

制片方坦然面对“毁童年”质疑制片方坦然面对“毁童年”质疑

本报讯（记者 秦华）记者昨日获悉，著名专栏
作家韩松落最新音乐随笔集《老灵魂》近日由北
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书中，作者试图探寻陪伴
我们度过整个年少时光的那些老歌和老歌手的
下落，以及这些歌手的人生故事。

《野玫瑰》《未央歌》《青青的野葡萄》……这
些老歌曾经触动无数人的心弦，在人们的心中
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记。演唱它们的歌手去哪儿
了？他们现状如何？还有那些复出的似曾相识
的面孔，他们又有着怎样辉煌的过去？《老灵
魂》收录了韩松落的近百篇文章，讲述了周梦
蝶、刘蓝溪、黄舒骏、罗大佑、郑智化、李宗盛、
齐豫、张艾嘉、张琼瑶、张清芳、“燕舞”之歌、艾
敬、张楚、金德哲、森田童子、中岛美雪等老歌
手与音乐有关的故事。书中，作者一步步带读
者寻找这些在一代人心中留下印迹的声音，并
为这些歌手赋予了人性化的解读叙述。

韩松落，70后，生于新疆，长于兰州，1997年
开始散文及小说写作，2004年开始专栏写作，在
多家媒体开有电影、音乐、娱乐、文化评论专栏，
著有《为了报仇看电影》《我们的她们》《窃美记》

《怒河春醒》等。
“年轻的时候，要尽量多地储存音乐，因为

有一天，即便是这样虚幻的储存，也是非常重
要的依傍。”在谈到写作《老灵魂》的初衷，韩松
落如是说：“人为什么会恋旧，会在老歌里寻找
温暖乃至依傍？大概因为，在时代的动荡中，
那些歌是变化最少的，甚至是没有变化的。因
其存在的不够实物性和虚拟性，它反而不可更
改、不可流失，因而常常为我们提供一种时空
静止的假象，为我们设置一道暂时的屏障，安
抚我们的焦虑。”

本报讯（记者 杨丽萍）由凌
潇肃、李彩桦、刘洁、江祖平、郑佩
佩等人主演的都市情感电视剧

《情谜睡美人之欲望的姐妹》正在
上海电视剧频道热播。曾在《回
家的诱惑》中饰演婆媳的刘洁、李
彩桦此次在《情谜睡美人》中饰演
母女的角色，再续荧屏缘。

看到凌潇肃、刘洁、李彩桦这
三个搭档的名字，你可能会想起
那部创下高收视的家庭伦理剧

《回家的诱惑》。在这部剧里刘洁
因白凤一角，成为不少人眼中的

“恶毒的婆婆”。而在《情谜睡美
人》中，三人再续前缘，刘洁饰演
的是一位为家庭甘心付出所有的
善良慈母的形象。

据了解，《情谜睡美人》讲述

了一段发生在某个家庭的亲生女
儿与抱养女儿之间的故事。一年
前，叶依姗（李彩桦饰）、叶依婷
（江祖平饰）姐妹俩不幸发生车
祸，依姗重伤，依婷昏迷。经过救
治，依姗康复出院，依婷昏睡了一
年才苏醒，并失去记忆。母亲冯
代珍（刘洁饰）、姑姑叶青（李慧萍
饰）等人积极帮助依婷恢复记
忆。在亲友的关爱中，依婷慢慢
渡过难关，重新以乐观的姿态面
对人生，而姐姐依姗却开始怀疑
自己不是父母的亲生女儿，变得
敏感、多疑，最终，不堪忍受妻子
性情大变的秦明昊（凌潇肃饰）与
依姗离婚……《情谜睡美人之欲
望的姐妹》的故事一波三折，演员
们的表演令人期待。

《情谜睡美人》热播

刘洁 李彩桦再续荧屏缘

韩松落新作《老灵魂》

带你重拾那些老歌

本报讯（记者 左丽慧）记者昨日从磨铁图
书获悉，由中国知名动画公司，也是中国最早、
最专业的角色动画制作公司十月文化制作完成
的《西游记之大圣归来》纪念画集近日出版。

2015 年，由“十月文化”原创出品、制片及创
作的《西游记之大圣归来》于暑期热映。作为电
影《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官方唯一纪念画集，该
书历时半年全角色精选，在忠于电影对大圣基
本形象设定的基础上，由徐超渊、韩一杰、张渔、
潇十里等近百位画师对大圣进行了风格迥异的
演绎，共收录一百余幅精美画作。很多画呈现
绮丽诡谲的风格，充满了魔幻色彩，画手对大圣
形象的不同演绎，使整个画面磅礴大气。作为
第一部聚集了这么多业内画师的作品，观众也
能看到业内知名画师对大圣的真情演绎。

画集中，“大圣”身上依旧有大圣的桀骜不
驯，也有行者的坚毅与担当。少了猴子的戾气，
却多了洒脱和温暖，可以说，这是一部在观众高
度参与之下诞生的电影纪念大画集。

《西游记之大圣归来》

推出纪念画集

3月1日，台湾佛教界代表人士星云大师捐赠北齐佛首造像回归仪
式在国家博物馆举行。1996年，河北省灵寿县幽居寺释迦牟尼佛像头
部被不法分子盗割。2014年5月，星云大师接受信众捐赠一尊汉白玉
佛首，后经国家文物局组织专家摸排比对和鉴定，最终确定正是河北幽
居寺被盗佛首。2014年12月，台湾佛光山文教基金会与中华文物交流
协会签署协议，将佛首无偿捐赠中华文物交流协会。

新华社记者 李贺 摄

被盗北齐佛首回归大陆

罗礼贤（右二）在拍摄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