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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剧目幕后谈

过去两天，在洛阳歌剧院上演的昆剧《十五贯》博得满堂彩，
在此之前，该剧团的“无障碍演出活动”也受到欢迎

昆剧精髓代代传“美酒”越酿越香醇

□记者 陈兵 通讯员 潘华
武 高爱兰 实习生 李冰

65岁的焦作老太郜兴荣
随当地旅行团来洛游玩，途中
不慎掉队；10岁的郑州女童夏
冰与父亲到洛赏花，不小心与
亲人走散。在洛阳交警和王城
公园工作人员的帮助下，他们
找到了旅行团和家人。

13日11时，一名老太太
的反常举动引起了在王城公
园东门执勤的市交警支队西
工大队民警王会宾和车站大
队民警吴军晓的注意。询问
后，他们得知老太太叫郜兴荣，
今年65岁，是焦作人。当日，
她和邻居一起随当地一个旅行

团来洛看牡丹，谁知道在王城
公园东门外和大家走散了，打
导游和邻居的电话，也一直没
人接，急得她直掉眼泪。

王会宾建议她去公园里
利用广播找人。王城公园广
播员王红娇接连广播了好几
遍后，吴军晓又接连拨打旅行
团导游的电话，打到第八次
时，电话终于通了。

很快，旅行团的导游赶了
过来。临别时，郜兴荣说：“洛
阳人真好，洛阳好人真多！”

无独有偶，当日10岁的郑
州女孩夏冰在10时40分前后，
和爸爸在王城公园东门外走
散，后来也在公园东门外执勤
民警的帮助下找到了爸爸。

赏花掉了队，幸遇好心人

□见习记者 牛鹏远

昨日，张先生发来的牡
丹摄影作品极富特色：15幅
图片分别展现了牡丹从含苞
待放到争艳怒放的全过程。
王先生为它们起名为“盼春、迎
春、争春、绽放、怒放、争艳”。

王先生的业余爱好是摄
影。近日，他经常早晨6点多
便赶到王城公园，下午6点之
后才离开，用时一周多拍摄了
牡丹在不同生长阶段，不同时
间、色温和光线下的芳姿。

他还写下一段有感而发
的文字：信步王城公园，徜徉
于花海，她那迷人、梦幻般美
丽的花姿，无愧于国色天香
之称，我为自己是洛阳人而
骄傲和自豪。

奖项设置：本届摄影大
赛按“一朵、一枝、一株牡丹”
分类，共设优胜奖 3 名，奖金
各 2000 元，并赠送以获奖者
拍摄的牡丹作品为原型制作
的“李学武”牡丹瓷工艺品一

件；入围奖 9 名，奖金各 500
元；纪念奖 30 名，各奖价值
200元的精美礼品一份。

比赛时间：4月5日至30日
拍摄地点：国家牡丹园、

王城公园、中国国花园、神州
牡丹园

参赛方式：1.通过电子邮
件，编辑“姓名+联系方式+牡
丹摄影作品+拍摄地点”（如：
李明+联系电话+牡丹摄影作
品+王城公园）发送至 lys-
gymsxh@163.com。

2.通过新浪微博上传“姓
名+联系方式+牡丹摄影作
品+拍摄地点”，并@洛阳晚报
或@洛阳市工艺美术学会。

3.登录大赛官网 www.
lyd.com.cn/2013MD，点击“我
要投稿”，上传参赛作品并填
写个人信息。这里不仅有详
细的参赛规则、注意事项和
奖品介绍，还将展示所有参
赛者的摄影作品。

咨询电话：15138764229
（牛先生）

他用相机记录牡丹花开的过程

□记者 连漪 实习生 沈佳蓓

又一个双休日赏花游园
高峰，当亲朋好友来洛时，您
准备为他们安排什么活动呢？

明日，王城公园的历史情
景剧《周礼迎宾》（9时王城公
园正门外广场）、《王城大典》
（9时10分王城公园正门内广
场）、王城编钟古乐表演（分别

在10时、11时、15时和16时
表演）、“天香竞艳”牡丹仙子
采风活动以及中国国花园的

“洛神”“牡丹仙子”和您一起
赏花活动（9时30分至11时
30分，14时至16时）、隋唐城
遗址植物园的“武皇赏花”大
型艺术表演（10时至11时30
分在千姿牡丹园）等活动继续
开展。

明日9时 30分，河洛欢
歌·广场文化狂欢月活动之第
二届牡丹服饰创意模特大赛
复赛将在周王城广场举行，现
场美丽的模特以及牡丹创意
服饰一定能让您眼前一亮。
明日19时40分，文化部优秀
保留剧目洛阳展演月活动之
蒲剧《山村母亲》，将在洛阳歌
剧院为您演绎至深母爱。

感人蒲剧莫错过 创意华服再呈现

《争艳》 （张先
生拍摄于王城
公园）

演出现场程伟兵

看点早知道

□见习记者 程芳菲/文 记
者 杜武/图

有一个剧目，它的名字被
代代相传，它就是浙江昆剧团整
理改编的传统剧目《十五贯》,它
创造了拯救传奇。究竟是什么
魔力让这坛“美酒”越酿越香
醇？又是什么原因使它俘获了
观众的心？

聘请手语老师，昆剧
走进无声世界

18日、19日，浙江昆剧团带
来的昆剧《十五贯》在洛阳歌剧
院博得满堂彩，而在此之前，该
剧团的“无障碍演出活动”也让
我市的听障和视障朋友过了把
戏瘾。

浙江昆剧团一直积极参
与助残公益事业，当得知这次
来洛能有机会为我市的听障
和视障朋友表演时，剧团早早
便来到了洛阳。

16日晚，由河南省残疾
人福利基金会、浙江省残疾人
福利基金会、浙江昆剧团、市
残联联合主办的“爱在延
续”——浙江昆剧团无障碍
演出活动在我市举办，受到
残疾人欢迎。浙江昆剧团聘
请了一名手语老师，采用手
语和实景解说的表演形式，

将《十五贯》选段呈献给残疾
观众，让他们能像正常人一样
走进剧场，欣赏精彩的传统艺
术表演。

浙江昆剧团副团长、国
家一级演员程伟兵说，河南
是个戏曲大省，洛阳人爱听
戏爱唱戏，更懂戏，为了确保
在洛阳的每一场演出都万无
一失，剧团在演出前特意召
开了动员大会，一再叮嘱大
伙儿要铆足劲儿，确保演出
零失误。

新中国成立初期，这
个剧种濒临灭绝

程伟兵介绍，别看昆剧现
在这么受欢迎，早在新中国成
立初期，昆剧可是个濒临灭绝
的剧种。

“当时，时任中国戏剧家

协会主席的田汉在杭州看

了浙江国风苏昆剧团（浙江
昆剧团的前身）演的《长生
殿》之后，觉得昆剧应保留
一席之地，并邀请浙江昆剧
团到北京去演出。”程伟兵
说，得知这一消息后，浙昆

“传字辈”的几位表演艺术
家，用20多天排出了新戏《十
五贯》。

程伟兵说，当时大家都把
这看成是最后一搏了，还商量

着如果演得好就全留下，演不
好就散伙，各奔前程。但结果
没有让他们失望，1956年4月
《十五贯》进京演出，一炮而
红。毛主席第一次观看之
后，还站起来双手举过头鼓
掌。“当时剧团在北京待了46
天，演了46场，场场爆满，打
那时起昆剧便热起来了。”程
伟兵说。

浓浓江南味，悠悠水
乡情

半个多世纪以来，几乎全
国各大剧种都对《十五贯》进行
过改编和再创作，但作为该剧
的原创单位，浙江昆剧团奉献
给观众的是最原汁原味的表
演，两个多小时的演出，处处尽
显水乡情。

程伟兵说，《十五贯》中的
故事发生在江苏省，为了让洛
阳的观众能身临其境，该剧团

在舞美方面是下足了功夫，在

舞台布景方面处处彰显江南
水乡的特点。同时，演员们无
论说话还是演唱，都用浙江方
言演绎。

“这出戏的角色多，道具
也多，洛阳歌剧院的内场和舞
台又大，演员都增加了动作幅
度，以更好地展现舞台效果。”
程伟兵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