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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鸡百花 见郑州豫

感受中华文明
的厚重和精彩

参加寻宝的青年演员们不少
是第一次来到河南，第一次来到郑
州，但都对“中原大地”的说法耳熟
能详。有演员问：河南为什么被称
作中原大地？

万捷介绍，早在夏代，大禹将
天下划分为9个州，豫州位于中心，
正是今天河南的位置，所以称为中
州、中原，西周建立后分封了很多
诸侯国，他们曾经在中原地区立
国、建都。

河南有着极其丰富的文献资
料，地大物博，纵贯了华夏文明几
千年的历史，有“殷墟甲骨文渊地、
岳母雕青忠义家”的安阳，有“魏晋
风流载史册、宋唐文韵启新程”的
洛阳，有“龙殿门前分善恶，包公府
内辨忠良”的开封，还有“华夏泱泱
万古长，燧人取火辟洪荒”的商丘，
正是这些人文历史联结了华夏民
族的文明，河南省出土的文物是考
古领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青年演员们听得认真，“博物
馆奇妙夜”即将结束时仍意犹未
尽。“中原文化源远流长，来河南博
物院参观，就如同是一趟中华文明
的寻根之旅。”“这次河南博物院之
旅让我永生难忘，让我深深感受到
中华文明的厚重和精彩。”……大
家纷纷用发自内心的深刻感悟，表
达 着 对 河 南 博 物 院 之 行 赞 美 之
情。他们也借此向观众发出真挚
邀请：河南博物院是人们了解华夏
文明、领略中原文化的重要窗口，
是增进不同文化理解与合作的重
要桥梁，希望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
能走进河南博物院，感受中华五千
年历史文化的旷古悠久和博大精
深，品读厚重的中原文化，探究华
夏文明起源。

品读厚重中原文化 探寻华夏文明起源

青年演员体验“博物院奇妙夜”

金鸡百花，“豫”见郑州。昨日上午，
2020 年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学生影评推
介活动汇报仪式在郑州打卡新地标——建
业华谊兄弟电影小镇举行，对 2020年中国
金鸡百花电影节学生影评推介活动的作品
和组织单位进行了表彰。180篇影评作品
从35万篇投稿中脱颖而出，其中12篇获得
特别表彰作品，24篇获得一类作品，36篇
获得二类作品，48篇获得三类作品，60篇
获得优秀作品，另外还有 60家单位获得优
秀组织单位。

为展示当代学生健康向上的审美情
趣、格调高雅的艺术修养和乐观进取的精
神风貌，发现和培育电影艺术及电影理论
后备人才，进一步扩大中国电影艺术的影
响力和覆盖面。作为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
的重要子活动之一，2020年中国金鸡百花
电影节学生影评推介活动由郑州市政府主
办，郑州市委宣传部、郑州市教育局、郑州
市文联、郑州人民广播电台承办。

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学生眼中的电影是什么样？2020 年中国
金鸡百花电影节学生影评推介活动征稿工
作自 7月 22日活动启动以来，全国 600多
所学校的大中小学生积极响应、踊跃参与，
共计收到各类影评作品 35万篇，经过学校
初筛，有 3782 篇作品进入初选，随后由高

校教师等组成的初选组进行初选后，180篇
优秀作品进入终选。活动很好地展示了当
代学生健康向上的审美情趣、格调高雅的
艺术修养和乐观进取的精神风貌，为发现
和培育电影艺术及电影理论后备人才，进
一步扩大中国电影艺术的影响力和覆盖面
做出努力和贡献。参与此次影评推介活动
的专家纷纷表示，最大的感受是意外和惊
喜。国家一级编剧刘巧竹说：“我小时候看
电影只知道‘长江长江我是黄河’，现在孩
子们可不一样，虽然有些文章很稚嫩，但能
感受到他们在思考、在审视，这是很难得
的。”国家一级导演熊延江表示：“这个时代

是青年人的时代，我为郑州的年轻人骄
傲。通过我们开展这次活动，能够让越来
越多的青年人认识电影、了解电影，同时也
能推动电影在技术方面的科普。”

郑州是一座影缘深厚的“魅力之城”。
1982年，一部《少林寺》横空出世，吸引近 5
亿人观看，以 0.1 元的平均票价，创下 1.61
亿元的票房奇迹，不仅让河南郑州名扬天
下，也让“中国功夫”响遍全球。据不完全
统计，新中国成立以来，包含郑州故事和郑
州元素的电影作品多达 260 余部，为中国
电影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作为
中原地区首屈一指的沉浸式潮玩地，河南

华谊兄弟电影小镇结合河南本土文化与电
影表现手法，将“沉浸”“穿越”“电影”等体
验发挥到极致。据了解，电影小镇将于国
庆节前后上演大型沉浸式新剧《穿越德化
街》。《穿越德化街》上演的是 1938 年的郑
州，京汉铁路旁，德化街内发生的故事，商
人、名伶、战士、歌女、学生、孩童一一登场，
哭与笑，爱与恨，生与死，家国情怀和民族
大义在这里交织成壮丽史诗。

电影《鹭世界》导演孙宁表示：“电影小
镇作为一个与电影有关的文化产品，开发
者和策划者很好地融入了他们对电影的想
法。电影小镇拉近电影与大众的距离，接
受大众的审美，这对电影是非常有益的。”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的文学艺术作品，伟大
的文艺作品诞生离不开优秀的文艺评论。
参与本届金鸡百花电影奖评奖的电影，都
是得到全国观众认可的精品佳作。广大青
年学生在影评推介活动中，不仅能感受到
革命英烈为国牺牲的赤子之心、攀登者勇
往直前的中国精神，也能感受到一名普通
机长的奋不顾身，一位父亲的责任担当。
撰写影评不仅是参加活动，也能让我们更
加深刻地品味作品、了解历史、领悟道理，
在鉴赏电影中受到警醒和教育，有利于在
全社会形成强大正能量。
郑报全媒体记者 成燕张竞昳文 徐宗福 图

学生影评推介活动汇报仪式在电影小镇举行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苏瑜）9月 25日晚，“电
影经典寻光之旅”第三站——大城小爱在丹尼斯大卫
城精彩上演。活动以优秀国产爱情电影为主线，传递
音乐在生活中带来的爱与温暖，为正在郑州举办的
2020年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第 35届大众电影百花
奖）增添了浓厚氛围。

电影经典寻光之旅是郑州市第六届群众文化艺术
节系列活动之一，由郑州市委宣传部主办，郑州电视台
承办，活动共分为三场。首场国风盛宴通过集中展示
近年来优秀的国产动画古风电影歌曲，让郑州市民提
前感受到电影节的氛围。第二站“经典永流传”通过演
绎从上世纪 70、80、90年代——现如今的经典电影歌
曲和原声音乐，回顾经典。本场活动聚焦《致我们终将
逝去的青春》《如果爱》《将爱情进行到底》《夏洛特烦
恼》《画皮》等热映国产爱情影片的主题曲，以金曲再翻
唱的形式，让观众身临其境于“大城小爱”的氛围中，重
拾当时观影时的那份感动。

活动现场，本土优秀文艺工作者不仅为大家献唱
了经典电影歌曲，还分享了专属于他们每个人不同的
电影爱情故事。《小幸运》《外面的世界》《一次就好》《夜
半歌声》《等你爱我》等一系列精彩歌曲你方唱罢我登
场，博得了现场乐迷朋友的阵阵掌声与喝彩。

值得一提的是，人气街舞男团胡辣汤的现场助阵，
为活动增添了燃与炸。郑州的街舞团队在世界级比赛
中屡获殊荣，是郑州街头文化的代表之一，在这座大大
的城里，每个人都有专属于自己那份小小的爱，经典的
电影音乐配上经典的舞蹈，让观众沉浸其中，共享电影
文化盛宴。

电影音乐+人气街舞
抒写大城小爱新故事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郭韬略）9月 26日，2020
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专题电影展在奥斯卡熙地港影城
完成了最后一期展映：香港电影专题展。三部曾在上
世纪风靡一时的武侠电影，不仅让人再度感受昔日武
侠电影的辉煌，也让很多观众从刀光剑影中回忆起自
己的旧时光。

当天展映的三部影片，全部是张鑫炎导演的作品：
《少林寺》《黄河大侠》《云海玉弓缘》，上映时间横跨上世
纪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金庸、梁羽生、古龙这些武侠
小说名家的作品曾是几代人在年少时期最钟爱的读物，
也有诸多武侠小说被搬上荧幕，张鑫炎的这几部作品，
正是武侠题材的电影在那个年代深受欢迎的一个缩
影。特别是李连杰、丁岚等主演的《少林寺》，当年甫一
上映，即风靡全国，在无数城市都形成了万人空巷的场
面，不只是电影本身，看电影的经历也是很多人美好的
回忆。而伴随着电影的播出，位于登封的少林寺也名扬
天下，每年吸引了大量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在展映活动中，有不少中年观众，对于他们来讲，
重温这些老电影，更是一次怀旧之旅。“少林寺当年上
映的时候，我就看了好几遍，里面的人物、情节记忆非
常深，有的台词到现在还记得，这次再来看，电影本身
倒在其次，主要是寻找一下当年的感觉。我记得那时
候在我们老家的礼堂看，都是站在长条凳上看完的，礼
堂里闷热，但依然看得津津有味。现在影院里是空调、
沙发座椅，很舒服，但这是两种不同的感受。”40多岁
的杜先生对记者说。

家住郑东新区的管先生是带着自己孩子一起来
的：“家住得近，又正好是周末，就带着孩子来看看，一
是重温一下老电影，二也是让孩子了解一下我们像他
们现在这么大的时候，业余生活是怎么样的。随着技
术的发展，当年的电影在制作方面不能和现在比，但好
电影一定是要有好故事的，从这个角度讲，《少林寺》永
远都是经典。”

香港电影专题展
在刀光剑影中怀旧

本报讯（记者 聂春洁）电影《花木兰》让全世界认
识了中国古代女英雄花木兰，但在中国历史上，还有一
位比花木兰出现早许多年、智勇双全的女英雄，她就是
来自河南的晋代少年女英雄荀灌娘。9月25日，以荀灌
娘为原型的电影《宛城之战》在奥斯卡熙地港国际影城
举行首映礼。导演修庆说，他希望通过电影，让这段发
生在河南本土的女性传奇重新为大众所熟知、所乐道。

荀灌娘一度被认为是花木兰原型，曲艺作品中曾
多次出现她的形象。 史料记载，西晋时期，襄阳太守
荀崧被困，其女荀灌娘突围搬兵，解了襄阳之围，电影
《宛城之战》讲述的就是这段故事。影片由河南电影公
社摄制，修庆导演，王瑞萱领衔主演，淳于珊珊、张衡
平、张亚坤、张净桐、吴大伟、吴晴、刘峰源、修熙鸥等众
多明星主演。

讲到拍摄这部影片的初衷，修庆说，这部电影是一
部儿童片，讲的是一个少年女英雄的故事。“在陪伴孩
子成长的过程中，我一直希望拍一部孩子喜欢看、所有
年龄段的人都能欣赏的英雄片，荀灌娘的故事给了我
灵感。”修庆说，荀灌娘身上那种不畏艰难险阻，从重兵
中突围，救父救城、解民倒悬的精神特别打动人心，充
满正能量，“我认为，她的故事非常适合通过电影讲述
给所有人听，尤其是讲给孩子们听。”修庆还透露，这部
影片从主创到演员，都是土生土长的河南人，“这部片
子就是为咱河南人拍的”。

本片主演王瑞萱是个古灵精怪的漂亮女孩，她
2017年就参与拍摄了大型儿童网络剧《快乐小二班》，
还拍摄了微电影《轩辕谣》《祈福树》、公益广告等。王
瑞萱向现场观众讲述了影片拍摄中的一些趣事，她说，
虽然这是一部儿童题材的电影，可由于故事发生在战
争年代，骑马戏必不可少，也让电影拍摄显得格外惊心
动魄，“为了影片质量，没有人退缩，我觉得这是一个特
别敬业的团队”。

《宛城之战》与观众见面

要想了解一座城，首先要了解它的历史文化。想
要了解厚重的中原文化，首选国家级重点博物馆河南
博物院。9月25日晚，2020年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直
击百花奖全景直播”走进河南博物院，13名入选2020
星辰大海青年演员计划候选名单的青年演员到此打
卡，感受“博物馆奇妙夜”，品读博大精深的中原文化，
探究华夏文明起源。

2020年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第35届大众电影百
花奖）LOGO上的兽面纹图案成为“网红”，精美的纹理
线条勾勒出整个图案的庄重和大气；“中”“可得劲儿”
两句颇具代表性的河南方言也成了参加电影节的嘉宾
们争相学习的“流行语”。

打卡河南博物院的13名演员，也因此被分成了“中
小队”和“可得劲儿小队”。两队人马分头进入河南博
物院，“博物院奇妙夜”就此开始……

电影节LOGO兽面纹源自杜岭方鼎饕餮纹饰

由青年演员陈都灵、夏梦、叶
青等组成的“可得劲儿小队”在河
南博物院的任务之一就是找到兽
面纹的出处。小分队进入河南博
物院二号展厅，迎接大家的正是河
南博物院院长马萧林，在他的讲解
下，队员们逐渐进入寻宝状态，不
约而同发现了处于展厅 C 位的一
个方鼎。“这上面的纹饰不就是我
们要找的线索吗？”队员们很快被
方鼎上的纹路所吸引。

“没错，电影节 LOGO 上的兽
面纹图案就是源自这个方鼎上的
纹饰，此方鼎名为‘兽面乳钉纹铜
方鼎’，又名杜岭方鼎，是商代早期
文物，是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大型
青铜方鼎之一。也是我们河南博
物院的重点文物之一。”马萧林介
绍说。

“这个方鼎的用途又是什么
呢？”

面对这个问题，青年演员们答
案不一，有人认为是祭祀用具，有
人认为是灭火的水缸，也有人认为

是盛煮肉食的器具。
马萧林告诉大家：“杜岭方鼎

在商代是用来盛煮肉食的。它的
口沿上有两个对称的圆拱形竖耳，
如同锅的两个提手，暗示了器物本
身的实用性。器壁纹饰以兽面纹
和乳钉纹为主，使器物整体呈现出
庄严肃穆的宗庙威仪。兽面纹盛
行于商代至西周早期，兽的面部巨
大而夸张，两目浑圆突出。这究竟
是什么动物，目前仍众说纷纭，但
从宋代开始，因其有首无身的特
点，有人开始把它称为饕餮。”

杜岭方鼎是深绿色，本届电影
节海报色调也选择了代表希望的
绿色。这或许是希望中国电影人
站在方鼎故里的土地上感受根的
气息。那方鼎的庄严、凝重和神秘
跟金鸡百花电影节可谓不谋而
合。方鼎上的饕餮纹好似有一双
眼睛，给人一种“光明”之感。这就
是“郑州之眼”，放眼未来，砥砺前
行，这就是“大众之眼”，穿越时空，
逐梦光影。

国宝会说话：“中”字最早记载出现在西周

由青年演员李一桐、任敏、何
瑞贤组成“中小队”来到河南博物
院三号展厅，以“中”字为线索，寻
找河南博物院的镇馆之宝。在这
件展厅的一面墙上有两行字，“周
代商起，立国于中”，其中就有一个

“中”字。中，在中原大地上可谓是
意义重大。不仅河南方言中表示
行、赞，同时又与古代“择中建都”
意义相契合。

据河南博物院党委书记万捷
介绍，这个展厅主要介绍西周时期，
武王伐纣建立西周王朝，建都在中
原地区，在这个时候出现了最早的

“中国”记载，墙上的文字，全部是商
周时期“中国”二字不同的写法。

“中”字，是象形字，从字形上解释，
就是古人旷地立中，众人望见就从
四方汇集，“国”字是会意字，表示以
戈守卫城池。择中建都，都就是都
城，都城主要负责管理这个国家，所
以，都城在哪，中心就在哪，当时都
城就在今天洛阳一代。

听完介绍，青年演员们便尝试
着在小黑板上书写“中”字，没想到，
还挺难的。“看着简单，写起来特别
难，就像画一个图形，和我们现在的

‘中’差别好大。”

郑报全媒体记者 陈凯
张华 文 徐宗福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