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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故事

本报讯（记者曾碧娟）10月25
日晚，马来西亚吉隆坡，马来西

亚国际关公文化节欢迎晚宴如期

举行，由社旗越调文化艺术保护

中心演出的越调《汉桑情》，获得

了在场500余观众热烈的掌声。
马来西亚国际关公文化节创

办于 2015年，今年已是第三届。
跟往届相比，本届有一个重要特

点，为三地联办。2016年 12月，
马来西亚关老爷文化协会和中国

广西恭城、河南社旗赊店古镇经

过长期酝酿，共同达成了 《促进

关公节庆健康发展的共识》。《共

识》 约定，三个地方将永远、持

续地举办关公节庆活动，其中包

括马来西亚的国际关公文化节，

河南赊店的关公文化旅游节，广

西恭城的关帝庙会。今年国内两

地共同支援马来西亚的关公文化

节，带着相关优秀文艺作品亮相

吉隆坡。

本届关公文化艺术节，由赊

店关公文化研究会、社旗越调文

化艺术保护中心、关公网等组成

的14人社旗团队，带去了非物质

文化遗产越调艺术作品——原创

情景剧《汉桑情》。广西恭城则带

去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瑶族芦

笙挞鼓舞。

《汉桑情》讲述了关羽带兵追

杀曹兵回营途中，路过东汉光武

皇帝赊“刘”字酒旗、讨伐王莽

反贼的赊旗店，如同回归故里，

倍感亲切，激动万分，欲与众将

士同饮先王钦封御酒——赊店老

酒。不想，赤兔马挣脱缰绳，践

踏啃食了百姓的庄苗，损坏了新

植的桑树，并将一位抱小孩的妇

人惊吓摔倒。关羽闻讯立即降伏

赤兔马，向妇人赔礼致歉，让关

平带妇人问诊，命周仓带领兵丁

赔偿损坏桑树，并买来桑苗补

栽。该剧在尊重“汉桑城”、“博

望坡”等真实历史故事的基础上,
展开艺术创作，结构严谨，语言

精练，表演真切生动。艺术地再

现了关公忠义仁勇、体恤百姓、

护国保民的崇高品格和高大形

象。该剧神勇威武的艺术造型、

音乐化的对话、舞蹈化的动作、

美轮美奂的唱词和服装,给马来西

亚的观众带来别样的审美感受。

社旗县是远近闻名的“戏曲

之乡”、“越调之乡”，是越调的发

源地之一。社旗县越调剧团被评

为河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单位。累累累3

让南阳非遗走得更远

越调《汉桑情》唱响吉隆坡

本报讯 （记者王聪）近日，由

河南省文化厅主办的第十四届河

南省戏剧大赛暨新创剧目展演活

动拉下帷幕，我市曲剧现代戏《丹

水滔滔》获河南文化演出奖。

河南省戏剧大赛是我省专业

艺术的最高赛事，每三年一届，已

连续举办了13届，是全省艺术发展
最新成果的集中展示，我市《丹水

滔滔》获河南文化演出奖。其中演

员张兰珍、王中玉获文化表演一等

奖，郝士强、刘修元获得文化表演

二等奖，张明云、符龙获文化表演

三等奖。

《丹水滔滔》由南阳曲剧艺术

中心精心打造的一台大型现代曲

剧。该剧由著名剧作家、省剧协副

主席兼秘书长陈涌泉和我市青年

编剧李古娥编剧，王香云、罗洪涛

导演，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为背

景，讲述了沿江村移民和基层干部

在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建设中曲折

感人的搬迁故事。讴歌了广大移

民群众舍小家为大家，以及移民干

部勇于担当、一心为民的奉献精

神。以本土文化资源、人物为创作

源泉，也是该剧的一大亮点。累累累3

第十四届省戏剧大赛

我市《丹水滔滔》获奖

本报讯（记者赵林蔚）日前，南

阳籍女作家梁鸿参加第二届北京十

月文学月。在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

社、十月文学院联合主办的“虚构与

非虚构——乡土经验的两种表达方

式”文学活动中，她与女作家付秀莹

就“虚构与非虚构”展开对话。

梁鸿和付秀莹是“虚构与非虚

构”这两种重要的乡土中国书写表

达方式的优秀实践者，在对谈中，结

合自己的作品、写作经验等谈到自

己对乡村的理解及看法。

梁鸿表示，《中国在梁庄》中所写

的就是当代的生活，一个现实的场

域，和付秀莹作品中描绘的当下不太

一样，“秀莹的当下里面还包含深层

的基因，但是梁庄是把那种审美有点

粗暴地去除掉，让大家看到更粗粝的

乡村，我们在电视中经常看到关于农

民工、关于乡村离别打工的故事，我

愿意在我的村庄用我的眼光把这样

一个整体的生存状况给大家呈现。

所以乡土经验不是两种表达，而是无

数个表达”。梁鸿认为，不管是非虚

构还是虚构，都只是表述的不一样。

非虚构可能要把那些飞扬的东西去

除掉，只能朝地下看，只能朝地面看，

地面的东西怎样挖掘得更深更远，怎

样看到生活内部更深远的所谓的真

相，这是非虚构的任务。

梁鸿,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
教授，作家，文艺评论家。致力于中

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乡土文学与乡

土中国关系研究。已出版《外省笔

记：20世纪河南文学》等多部学术专

著。近年来连续推出《中国在梁

庄》、《出梁庄记》两部纪实性著作，

表达了对当下农民生存状况的长期

的关注，受到读者和文化界的青

睐。付秀莹坚持书写故土，代表作

品《爱情到处流传》、《旧院》曾获首

届中国作家出版奖，描写华北平原

农村的长篇小说《陌上》引起了业内

和读者的热议与好评。累累累3

南阳籍女作家梁鸿

十月文学月 畅谈“非虚构”

本报讯（记者王聪）即日起，

由我市文广新局主办的小戏、小

品、曲艺大赛开始报名。

本次大赛旨在弘扬优秀民族

传统文化，加强脱贫攻坚工作的

宣传，以文艺的形式宣传党的扶

贫政策，讲述我市脱贫攻坚政

策。参赛作品要求：凡近三年来

新创作的小戏、小品、曲艺作品和

经过加工提高的传统保留节目

（不含折子戏），只要未参加市级以

上赛事活动的，均可以参赛。小

戏演出20分钟左右；小品（曲艺小
品、相声小品等）、曲艺作品演出

15分钟左右。全市各专业艺术表
演团体、文化馆、文化站、社区以及

企事业单位都可报名参加。

报名截止日期为11月10日，剧
本 电 子 版 发 送 至 邮 箱 ：

wgxj62001909@163.com。累累累3

文艺大赛 宣传扶贫

本报讯（记者赵林蔚）日前，

记者从文化部门获悉，“河南省戏

曲之乡”评选活动，地方申报工作

已正式启动。

我省是戏曲大省，南阳戏曲

文化源远流长。戏曲艺术发展历

史悠久，群众基础雄厚，专业及

业余戏曲演出团体发展良好并形

成一定规模；戏曲艺术成为当地

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组

成部分；为繁荣发展戏曲事业作

出突出贡献的市、县 （区），均

可申报参评“河南省戏曲之乡”。

2017年10月至2018年3月为
申报阶段，由当地政府提出申请，

经当地文联或戏剧家协会向省戏

剧家协会进行申报，最终将评选出

3个左右“河南省戏曲之乡”。累累累3

戏曲之乡 开始申报

本报讯（记者王鸿洋）10月
24日，市铁路书画院开展了一场
别开生面的“喜迎重阳节书画展

风采”活动，各界书画名家和爱好

者在一起即兴挥毫，观赏画作。

活动现场，30余幅书画作品
散发芬馥墨香，吸引了不少群众

前来参观。这些作品书体各异，

画姿有别，以线条达意，以色彩传

神，都表达了创作者对党的十九

大成功召开的喜悦和对重阳节来

临的盼望之情。活动中，各路名家

现场挥毫泼墨，一幅幅跃然纸上的

楷书、行书、草书、山水、花鸟等作

品展现出了浓厚的文化艺术底蕴

和令人难忘的书画特长。累累累3

书画寄情 喜迎重阳

人文资讯

□周若愚

资料显示，“第三年龄”已

取代“老年”，成为西方国家制

定社会及教育政策制度时使

用的重要词汇。

时值我国第八个敬老月，

我们不妨从了解“第三年龄”

入手，培育起积极的老龄观。

“第三年龄”最早出现于

1974年，这一年，欧洲第一所
老年大学“第三年龄大学”在

法创办。随着世界各国银发

浪潮渐次汹涌，“第三年龄”这

一正能量提法渐为世人所知、

接受。

西方国家现已习惯将人

生划分为四个相继的年龄期：

儿童及青少年期；职业及谋生

期；退休期；依赖期。“第三年

龄”指的就是退休期，它避开

了“老年”这个让60岁或65岁
以后年龄的人沮丧的词——

毕竟我们身边处于这一年龄

段的人群中，有相当一部分还

精神抖擞，没有丝毫老态。

以中国传统天人合一的

观点来看，人生四个年龄期，

仿如自然四季，身处“第三年

龄”期，就像处于人生之秋。

秋，某种意义上意味着丰收、

雍容。就一般人来说，此时期

生活压力较低，家庭负担不

重，在发展自身的才能和兴趣

方面具有较大的可能性和便

利条件，“对充分实现人生的

价值和意义具有重要的作用，

是人生的又一个关键期”。

衰老者须老有所养、老

有所依、老有所乐，但对于

那些较为年轻的、仍有着进

取精神的人来说，有所为有

所用有所学，无论对他们个

人身心，还是从整个社会来

说，都是件大好事。同时，

如果能保障人们在“第三年

龄”期处于良好状态，还能

有效提高生活质量，缩短第

四年龄期的依赖期限。

科 技 和 医 疗 卫 生 的 发

展，让我们的寿命延长、心

态年轻。反观古人，《醉翁亭

记》中，自称“醉翁”的欧

阳修不过 40岁，《江城子·
密州出猎》 中“聊发少年

狂”的“老夫”苏东坡也才

39岁。人生阶段划分不靠数
字，关键看心态和身体状

况。也许在不久的将来，七

八十岁的人尚称壮年呢。累累累3

人生之秋

人文评弹

本版编辑 赵林蔚

本报记者 曾碧娟

10月24日下午，河南省曲剧
团《阿Q与孔乙己》精彩唱响第十
九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观众

在欣赏阿 Q与吴妈的爱情故事之
余，更是惊叹阿Q与孔乙己同台演
绎出的精妙悲喜剧效果。作为河

南唯一一部入选2017年第十九届
上海国际艺术节的原创近代曲

剧，《阿 Q与孔乙己》 显示出了
“地方小剧种、演绎新思想”的强

大实力。该剧编剧、著名剧作

家、唐河人陈涌泉昨日接受记者

采访，回顾了《阿Q与孔乙己》的
创作经历。

作为鲁迅笔下不同作品的两

个经典人物，阿Q与孔乙己是如何
被创作在一个作品当中的？陈涌

泉说，自始至终，他只是在用一

颗真诚的心尽可能地去把握鲁迅

先生的创作思想、贴近原著的精

神实质、体验人物的生命状态，

并从中寻找与当代人心灵的契合。

1993年，陈涌泉应石光武导演
邀请，改编独角小戏《阿Q梦》，作为

唯一的新创剧目，《阿Q梦》进入河
南省首届曲剧演员电视大赛决赛，

一时好评如潮，随后连连获奖。

在有关专家的关注下，他决定把

《阿Q正传》和《孔乙己》结合起来改
编一部大戏。

他说，鲁迅先生的小说世界

里，着重为我们塑造了两类人物

形象：一是农民，二是知识分

子。阿Q与孔乙己在这两类人物中
又是最有代表性的。这两个人物

性格的截然不同和价值观念的巨

大差异注定他们潜在互生的强烈

的戏剧性。在他们身上我们还能

看到很多相似之处：都孤独、麻

木，都深受封建制度的戕害，在

喜剧的面具下，都藏着一个悲剧

的内核，借鲁迅先生的话，都是

“压在大石底下的草”。把这两个

人物集中在一起交替对比，有助

于观众从他们险恶的生存环境和

畸形的精神世界中，感悟、发现

更多的东西，从而更了解历史，

更深刻地认识现实，更细微地体

察自我。把两部作品结合起来改

编，其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理论

上应高于根据任何单一作品改编

的戏剧作品，甚至可以收到“1+
1＞2”的效果。

在改编原则上，他遵循忠实

于原著的路子，但非亦步亦趋、

机械地“复印”原著。写作的过

程中，他始终贯穿着一种很强的

意识——让这部剧证明：河南戏

同样可以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

较高的文学品位，摆脱“土”的

标签。 仅把主体观众定位于大中

学生、城市观众。这和现在提倡

的开拓城市演出市场，争取青年

观众不谋而合。

由于该剧创造性地把鲁迅最

具代表性的两部小说《阿Q正传》
和 《孔乙己》 融进一部戏里，按

照戏曲艺术独特的表现形式，传

递出原著深刻的思想意蕴，自

1996年搬上舞台以来引起强烈反
响，演出了近百场，被评论界誉

为“众多鲁迅小说题材戏剧中最

好的一台”。该剧 2001年、2002
年、2003年三次晋京，文化部、
中国戏剧家协会分别召开了专家

座谈会。曾到郑州大学、解放军

信息工程学院等多所大、中专院

校演出，所到之处受到青年学子

热烈欢迎，为开拓城市演出市

场、争取青年观众进行了有益探

索。《人民日报》《光明日报》

《河南日报》《大河报》 以及河南

电视台等多家新闻媒体予以报

道，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多次播

出。

专家、学者普遍认为该剧是

一台融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

于一体，在美学品格和艺术品位

上都达到较高层次的好戏，具有

深厚的文化底蕴，“在经典名著与

通俗戏曲、传统艺术与现代观念

之间开辟了一条新路”。累累累3

《阿Q与孔乙己》唱火上海滩，编剧陈涌泉回顾创作路——

上演二十年 新戏成经典

演出剧照

演出剧照

本报讯 （记者王鸿洋）10月
26日，我市各界文化工作者在市
电影总公司观看电影 《博士还

乡》。观影后，现场观众纷纷发表

观后感，盛赞《博士还乡》是一

部接地气、正能量、感人至深的

好影片。

故事片电影 《博士还乡》 由

九三学社河南省委员会、南阳市

委宣传部、淅川县委宣传部、河

南省隆森百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等单位联合摄制。

该影片以抗战时期河南大学

流亡办学为历史背景，以河南大

学当代留学归来的博士赓续河大

精神、扎根基层为国育才的壮举

为故事主线，讲述的是一位留美

博士毅然返乡投身母校故地淅川

支教的感人事迹，着力表现了河

南人民淳朴厚道的品格和不惜以

生命为代价保护民族文脉的大无

畏精神。《博士还乡》在我市淅川

县和漯河市、洛阳市，及河南大

学等地取景拍摄，计划在全国各

大高校、央视电影频道及各大网

站轮番播映，并将参加国内和国

际各大电影节。累累累3

赓续河大文脉 演绎当代精彩

《博士还乡》感动观影者
南阳市委宣传部参与摄制 在淅川等地取景

□王鸿洋

泥塑艺术是中国民间传统

的一种古老常见的艺术，追溯历史

可达上万年。唐河县泥塑艺术主

要以观赏为主，属收藏品一类，如

今已入选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

唐河县源潭镇泥塑以该镇

焦岗村一带最为出名，泥塑作品

分布和辐射周边地区，世代相传，

延续至今，使泥塑这项古老的民

间艺术得以保存。据该非遗项目

传承人代表吴永贵介绍，彩绘泥

塑是源潭镇焦岗村独特的技艺，

泥塑所用的土是不含沙子、石粒

的黄胶土（当地人称黄胶泥土），这

种黄胶土经过无数次的“筛选”、

“糅合”、“沉淀”、“发酵”等，成为原

泥备用。在制作过程中，先大样

定型，再用泥竹篦扦、毛笔、转板、

色盒等专用工具精雕细刻，随后

经过打磨、抛光、挂白、勾线、填色

等十几道工序从而制作成精美的

民间工艺品。

吴永贵告诉记者，彩绘泥

塑按内容分为人物造型、动物造

型、生活用品和装饰品等。按题

材分主要有历史、戏剧、神话等，

还有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更能

体现民间民俗生活的场景，具有

历史悠久，涉及面广，题材广泛等

特点。

唐河县文化馆负责人表示，

如今，唐河县已建立“非物质文

化遗产美术技艺传习所”，由泥

塑传承人担任老师，从事泥塑传

习、培训、交流、制作、销售一系

列工作，把泥塑制作一代代地传

承下去。累累累3

揉捏的非遗 万年的传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