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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团队，不请任何外援，在一天

内依次出演西洋歌剧《茶花女》、现代

豫剧《走出一线天》和音乐剧《中国蝴

蝶》3 场大戏。新年伊始，郑州大学西

亚斯国际学院礼堂的这场演出，现实

演绎了“假声位置真声唱法”，令国内

业界 20 余名资深专家和各级领导交

口称赞。

这场“三合一”教育创新的“探路

者”就是郑州大学西亚斯国际学院歌

剧音乐剧学院院长武秀之。

1959 年在武昌，武秀之有幸与毛

主席在一次会议上讨论关于西洋音乐

民族化的问题。20 年后的 1979 年全

国第四次文代会上，中国音协原副主

席赵沨告诉武秀之，周恩来总理曾说

过：“在实践中已经产生了 3 种唱法，

一种是《茶花女》、一种是《白毛女》、一

种是《七仙女》，三女能不能合作相互

借鉴？也许将来会产生一种新的什么

女。”并把这个项目交给了武秀之。

一句嘱托重如山，从此武秀之许

下了一生的承诺。37 年来，她从声乐

教学起步，接受诸多先进的理念。历

经艰难探索，独创了一套系统的教学

方法“假声位置真声唱法”，随后她的

“声乐教学改革与民族歌剧专业的创

立”获得了“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奖”。

“假声位置真声唱 法 ”，也 就 是

“三合一”唱法。即在同一个学生身

上实现美声、民族、戏曲 3 种唱法有

目 的 性 、有 针 对 性 的 培 养 。 通 俗 地

说，就是他们唱什么像什么，声音干

净，转换到位，唱此则不沾染携带其

他痕迹与味道。

她以郑州大学西亚斯国际学院

歌 剧 音 乐 剧 学 院 为 平 台 ，经 过 几 十

年 的 教 学 探 索 与 实 践 ，培 养 出 了 一

大 批 美 声 、民 族 、戏曲 3 种唱法集一

身的歌唱人才。

河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赵素

萍等纷纷为武秀之点赞。认为武秀之

既是教育界的优秀代表，也是文化界、

文艺界的优秀代表，在华夏历史文明

传承创新区建设中，武秀之是先行者。

近年来，各类诵读活动渐成洛

阳 市 涧 西 区 的 一 道 亮 丽 风 景 线 。

特 别 是 涧 西 区 图 书 馆 、文 化 馆 把

诵 读 作 为 其 常 态 化 的 工 作 ，纳 入

了“两 馆 ”的 年 度 工 作 计 划 ，图 书

馆的送图书到社区、读书讲座，文

化 馆 的 文 化 文 艺 演 出 、文 化 培 训

均与诵读活动紧密关联。而这在

一 定 程 度 上 要 归 功 于 洛 阳 市“ 全

民诵读”项目的发起人张艳艳。

身为洛阳市涧西区纪委驻文

化体育旅游局纪检组组长，张艳艳

挚爱并长期致力于文化艺术工作，

曾多次获得国家级诵读大赛的奖

项，并作为执行导演、主持人或主

要演员参与世界邮展开幕式、2008

奥运圣火传递仪式、“中国洛阳牡

丹 文 化 节 开 幕 式 ”大 型 庆 典 等 的

策划组织及演出活动等。

为更好地为文化事业及文化

志愿者服务工作做贡献，2016 年 3

月，张艳艳积极响应国家“倡导全

民 阅 读 ，建 设 书 香 社 会 ”的 号 召 ，

普 及 全 民 艺 术 和 全 民 诵 读 ，倡 导

发 起 并 依 托 网 络 新 媒 体 建 设“ 全

民诵读”项目，引导群众参与开展

线 上 、线 下 的 诵 读 活 动 ，用“互 联

网+文化”开辟了群文活动的崭新

天地。

“ 全 民 诵 读 ”活 动 通 过 搭 建

“七大平台”，大力倡导全民诵读，

感受文学之美，享受诗意生活，建

立 文 化 自 信 ，共 诵“ 文 化 好 声

音”。既深化了全民阅读活动，又

激 发 了 全 民 艺 术 活 动 的 活 力 ，创

新 了 群 文 活 动 载 体 ，引 领 了 良 好

的 社 会 风 气 ，契 合 了 现 代 公 共 文

化服务的新需求。

每 天 无 论 工 作 多 忙 ，张 艳 艳

都会诵读几首诗分享至微信公众

号“全 民 诵 读 文 化 联 盟 ”“张 艳 艳

工作室”和微信、QQ 群等自媒体

平台中。她希望利用互联网的优

势 广 泛 传 播 诵 读 作 品 ，让 民 众 利

用手机终端随时随地收听诵读艺

术 作 品 ，把 碎 片 化 的 时 间 用 到 学

习和阅读上来。

“诵读”作为门槛低艺术性高

的艺术种类，具有全民性，人人可

开 口 ，人 人 可 朗 读 ，既 是“有 声 阅

读 ”，同 时 又 属 艺 术 范 畴 ，有 极 高

的 艺 术 价 值 和 专 业 性 ，是 国 家 倡

导 全 民 阅 读 、全 民 艺 术 的 有 效 落

实载体，不仅形式多变，渗透性也

极 强 。“诵 读 艺 术 ”具 有 深 厚 的 文

化底蕴支撑和极高的文化价值和

文 化 渗 透 力 ，在 传 承 和 发 扬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弘 扬 社 会 正 能 量

以及推进中华经典诵读工程方面

具 有 不 可 估 量 的 意 义 。“ 全 民 诵

读”就是利用诵读艺术这一特点，

发 动 更 多 的 居 民 、网 民 参 与 到 诵

读活动中来。

如 今“ 涧 西 区 农 民 工 诵 读 艺

术 团 ”“涧 西 区 梦 想 诵 读 艺 术 团 ”

“涧西区半边天诵读艺术团”等团

体 相 继 成 立 ，吸 引 着 越 来 越 多 的

人参与到诵读活动中来。河南省

内 外 各 大 院 校 知 名 专 家 和 电 台 、

电 视 台 播 音 员 也 积 极 参 与“ 全 民

诵读”活动，传授诵读知识。

据 张 艳 艳 介 绍 ，目 前 全 民 诵

读 文 化 联 盟 正 在 积 极 的 筹 备 当

中 。 未 来 全 民 诵 读 文 化 联 盟 将

邀 请 专 业 人 士 组 成 一 个“ 顾 问

团 ”，为 提 高 诵 读 爱 好 者 的 水 平

提 供 智 力 支 持 和 师 资 保 障 ，还 将

定 期 或 不 定 期 与“ 顾 问 团 ”的 导

师 们 开 展 对 外 交 流 。 并 邀 请 其

他 社 会 各 界 领 军 人 物 分 享 他 们

喜 爱 的 诵 读 作 品 ，用 声 音 记 录 下

他 们 的 心 路 历 程 ，将 他 们 的 故 事

讲 给 更 多 的 人 听 ，唱 响 主 旋 律 ，

弘扬正能量。

如何让观众透过文物看到历史，

享受一次难得的文化之旅？博物馆

摄影工作人员在做着什么样的工作，

才能确保为观众呈现出一个完美的

展览？现在，来看一看博物馆摄影工

作者镜头背后的故事。

博物馆摄影见证时代变迁

河南博物院的前身是 1927 年创

立于开封市三圣庙街的河南博物馆，

是中国较早建立的博物馆之一，至今

已走过 90年的风雨历程。

当时的河南博物馆设有技术部，

承担着影像的拍摄、出版物的印刷等

工 作 ，现 在 河 南 博 物 院 保 存 下 来 的

1300 余张玻璃底片，就拍摄于建馆初

期的 19 世纪二三十年代，记录了成

立之初的河南博物馆馆址、馆貌、展

览状况、工作人员及博物馆工作的其

他方面图像资料。这些影像资料在

当时已经广泛用于学术研究和宣传

推广，出版有《河南博物馆馆刊》《新

郑古器图录》《伊阙石刻图表》等书

籍，生动再现了河南博物馆的历史面

貌，让人们得以回望过去，了解博物

馆的发展轨迹。

1961 年，河南博物馆由开封迁至

郑州。随着大型宣传类展览的增多，

经常需要拍摄并手工制作巨幅黑白

照 片 用 于 版 面 宣 传 ，而 由 于 经 费 与

人手不足，摄影器材落后，多聘请河

南 日 报 社 、新 华 社 河 南 分 社 的 专 业

人 员 来 馆 协 助 拍 摄 。 1971 年 ，河 南

省 文 物 队 并 入 ，人 员 和 技 术 得 到 了

加强。摄影人员除了为陈列展览拍

摄 照 片 外 ，还 增 加 了 大 量 的 考 古 发

掘 拍 摄 和 洗 印 任 务 。 1981 年 后 ，为

配 合 藏 品 建 档 等 规 范 化 管 理 的 需

要 ，摄 影 工 作 重 心 随 之 转 移 到 系 统

拍 摄 制 作 馆 内 藏 品 照 片 ，这 为 藏 品

的 管 理 与 保 护 、为 陈 列 展 览 的 高 水

平展出做出了贡献。

1998 年，由国家和河南省共同投

资 3 亿元兴建、占地面积 10 余万平方

米的河南博物院新馆落成开放，这是

河 南 博 物 馆 事 业 发 展 的 一 个 里 程

碑。人们对图片的感知和认识能力

得 到 不 断 的 提 升 ，影 像 在 博 物 馆 科

学 研 究 、文 物 搜 集 与 保 管 、陈 列 展

览、宣传教育、文物保护等方面的作

用日渐凸显。因而摄影在博物馆事

业 发 展 中 发 挥 着 越 来 越 重 要 的 作

用 ，摄 影 工 作 的 环 境 和 条 件 得 到 了

极 大 改 善 ，配 备 了 大 型 专 业 相机和

灯光设备。

突出文物和新闻纪实摄影

博物馆摄影工作主要分为文物

摄影和新闻纪实摄影两大类别。文

物是人类在漫长历史进程中留下的

实 物 遗 存 ，是 人 类 文 明 产 生 演 进 的

佐 证 ，每 一 阶 段 的 历 史 文 物 都 是 那

个 时 代 的 产 物 ，都 符 合 当 时 的 社 会

审 美 ，带 有 强 烈 的 时 代 印 记 。 要 想

拍 摄 出 能 触 动 观 者 的 文 物 影 像 ，摄

影者要对文物的历史背景及所处时

代的社会文化生活的特点有所认识

和 了 解 ，这 样 才 能 在 拍 摄 时 寻 找 到

最 佳 角 度 、灯 光 和 镜 头 的 使 用 ，并

利 用 最 佳 景 深 等 摄 影 技 法 将 文 物

的 美 学 价 值 及 神 韵 发 掘 出 来 ，使 之

真 实 而 传 神 。 从 而 达 到 文 物 摄 影

作 品 与 观 赏 者 之 间 的 良 性 互 动 ，激

发 观 赏 者 的 审 美 情 感 。 作 为 现 代

博 物 馆 摄 影 人 ，还 要 了 解 和 掌 握 图

片 的 后 期 处 理 技 术 流 程 及 印 刷 工

艺 ，这 样 才 能 在 出 版 印 刷 时 掌 控 全

局 ，从 版 式 的 设 计 到 纸 张 、油 墨 的

使 用 给 出 最 佳 建 议 ，以 确 保 最 终 出

版物的完美。

而新闻纪实摄影则拍摄记录着

博 物 馆 不 同 历 史 时 期 的 重 大 事 件 ，

是博物馆在社会文化生活中地位不

断 增 强 的 历 史 见 证 ，更 是 其 自 身 历

史发展的珍贵缩影。河南博物院接

待了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国际友

人。这些重要接待反映了党和国家

领 导 人 对 文 化 事 业 的 关 心 支持，博

物馆在政治经济与社会生活中占有

一席之地。

抓取精彩瞬间

2012 年 8 月，柬埔寨王国国王诺

罗敦·西哈莫尼一行到河南博物院参

观。在《河南古代石刻艺术展》展厅

参观结束后，他又径直走向了展厅入

口处的石刻大佛。国王来自于一个

佛教国家，他应该会有什么想法与举

动，果然，国王站定后，双手合十虔诚

礼 佛 。 这 时 快 门 响 起 ，记 录 下 这 一

刻。这是基于对来访者的了解及预

先的判断，才能拍到的珍贵图片。

陈列展览摄影是博物院最基本

和常见的。河南博物院举办了众多

陈列展览和临时展览。到开幕式及

观众参与活动都要进行详尽的拍摄

记录。这就要求从专题新闻摄影报

道 的 角 度 切 入 ，拍 摄 时 注 意 现 场 变

化，准确反映策展人思想，运用光影、

构图，突出表现文物展陈效果及展品

与观众之间的互动，抓取精彩瞬间，

全面记录展览盛况。

最难把握的是舞台摄影。2000

年 4月 1日，河南博物院华夏古乐团经

过紧张的筹备，奏响古代音乐演绎的

第一乐章，使华夏民族沉寂几千年的

古 典 音 乐 在 河 南 博 物 院 重 新 响 起 。

华夏古乐团的演出剧照拍摄又涉及

舞台摄影的范畴。要求根据舞台现

场的不同形式和表演方法，在瞬间抓

住富有代表性的场面和优美的表情

动作，用镜头形象地纪录下来。

多年来，河南博物院的专职摄影

师一直在思考怎样在时光的不可逆

中用镜头拍摄记录博物馆发展进行

时，用图片见证博物馆的发展，形成

博物馆的图像发展史，深深打上博物

馆与时代的印记，成为博物馆发展史

的一部分。

本报讯 （驻 河 南 记 者 张 莹

莹）2 月 21 日，由河南省文化厅、河

南歌舞演艺集团共同主办，河南省

曲艺团、河南省舞蹈团联合演出的

欢乐中原闹新春——2017 河南新

春曲艺专场在河南省人民会堂上

演。河南省文化厅厅长杨丽萍、副

厅长李霞等出席观看。

演出在曲艺联唱《曲苑花开别

样红》中拉开序幕，曲艺联唱《曲苑

花开别样红》开宗明义、点明主题

将河南坠子、三弦书、大调曲子、鼓

儿词等曲种巧妙融合。接着群口

相声《群星闹春》、小品《满世界都

说河南话》、二人转《欢天喜地转起

来》、河洛大鼓《龙腾中原》等经典

曲目陆续上演。

本场演出的亮点颇多，演出曲

目中有由河南坠子艺术大师赵铮

上世纪 60 年代创作表演的代表性

作品，有在传统形式上大胆创新、

改革探索的优秀作品曲风摇滚《愚

公移山》，还有曾在全国山东快书

大赛中获奖的山东快书《一窝兜》。

据河南歌舞演艺集团董事长

张 振 中 介 绍 ，河 南 曲 艺 有 着 悠 久

的 历 史 传 统 ，浓 郁 的 地 方 特 色 和

鲜 明 的 民 族 风 格 ，是 中 华 民 族 优

秀传统文化的绚丽瑰宝。本次曲

艺 专 场 演 出 既 是 落 实 两 办《关 于

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工程

的 意 见》，弘 扬 曲 艺 艺 术 ，传 承 中

华 民 族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的 具 体 体

现 。 同 时 也 是 河 南 省 委 宣 传 部 、

省文化厅确定的春节文艺惠民活

动的重要内容之一。

透 过 文 物 展 示 历 史
——用镜头记录博物馆展览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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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秀之：音乐民族化的探路者
本报驻河南记者 陈关超

现代豫剧《走出一线天》

河南博物院华夏古乐团演出剧照“鼎盛中华——中国鼎文化展”布展中

河南新春曲艺专场亮点多

本报讯 郑州市中牟县大孟

镇现是中国武术之乡、河南省书画

之乡、郑州市书香之乡。近年来，

在大孟镇党委、政府的重视下，大

孟镇文化产业繁荣发展，群众性文

化生活更加丰富，举办文艺大赛已

成为大孟镇推动文化繁荣发展、建

设文化名镇的重要抓手。

近 日 ，大 孟 镇 第 五 届“ 欢 乐 、

幸 福 、文 明 、和 谐 大 孟 ”民 间 文 艺

大赛在该镇平安路学校上演。舞

狮、广场舞、戏曲、大秧歌、盘鼓、武

术队……来自全镇 28 支文艺队各

显身手，这些原汁原味的民间艺术

融思想性、观赏性于一体，将朴素

之美尽情展现，把大孟人民欢乐、

幸福、文明、和谐的生活展现出来。

（尚中山）

中牟县群文生活丰富多彩

本报讯 近日，由洛阳豫剧

院演艺有限公司打造的新版《穆桂

英挂帅》在洛阳市进行首演，获得

多方点赞。

豫剧《穆桂英挂帅》是在 1956

年由我国戏剧表演艺术家马金凤

和戏剧家宋词整理改编的。此剧

歌颂了穆桂英的英雄气概和爱国

主 义 思 想 ，一 经 演 出 便 轰 动 首 都

舞台。毛泽东等老一辈党和国家

领 导 人 看 了 之 后 ，给 予 很 高 评

价 。 50 余 年 来 ，马 金 凤 主 演 的 豫

剧《穆 桂 英 挂 帅》红 遍 大 江 南 北 ，

演 出 达 3000 余 场 次 ，成 为 豫 剧 中

深 受 观 众 喜 爱 的“ 马 派 ”优 秀 传

统、保留剧目。

老版《穆桂英挂帅》虽然成了

久演不衰的经典剧目和马派基地

的一张王牌名片，但时代在进步，

社会在发展，人们的欣赏水平也在

不断提高，豫剧只有顺应时势，不

断地完善发展，才能与时俱进，老

版《穆桂英挂帅》由于时代的限制，

明显不能满足于时代需求，为了使

它更加适应市场需要，让曾经的观

众再次回归戏曲，重拾美好、再创

新篇，从传统文化中领略新时代爱

国主义的精神感召，洛阳豫剧院演

艺有限公司对老版进行创新，打造

了新版《穆桂英挂帅》。

新版由“80 后”著名豫剧表演

艺术家、马派创始人马金凤大师的

亲授弟子关美利主演。“马派”艺术

的继承者大胆地对剧情进行了创

新和加工，在剧情和人物设定与原

版保持一致，保证原汁原味的基础

上，融入了现代元素，提升了灯光、

舞美、服装等效果。剧情上增加了

壮 烈 的 战 争 场 面 ，动 用 大 量 的 人

员，充分利用了高科技灯光、音响

效果，使现场视觉效果更为震撼、

悲壮，使观众仿佛穿越到了千年前

的 古 战 场 ，壮 烈 的 战 争 场 面 更 容

易引起观众的心理共鸣。“可怜将

士 边 民 血 ，染 得 关 塞 草 木 红 ”，低

沉 、哀 婉 、凄 凉 的 女 声 伴 唱 ，渲 染

了 战 争 的 惨 烈 ，国 难 当 头 良 将的

挂帅出征势在必行。在原有的剧

情发展中，增加了一些群众演员的

合 理 点 缀 ，使 舞 台 效 果 更 具 观 赏

性，剧情更加丰满，人物心理活动

表现更为到位。 （吕振涛）

新版豫剧《穆桂英挂帅》首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