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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剧目幕后谈

□记者 陈兵 特约记者 姜
东 实习生 李冰

昨日，记者从市交警支队
获悉，从今日起，我市不再执
行限行政策，市区道路恢复正

常通行。
市交警支队政委申晓伟

介绍，限行期间，有部分车辆
违规通行，被记3分，罚100
元，但对于用于婚丧嫁娶并提
前一天拨打122免费电话进行

备案、送危急病人就诊等车辆，
市交警支队在查明情况后不予
处罚。对遇到紧急情况拨打
122求助的，市交警支队还协
调交警开辟生命通道，尽量为
市民提供方便。

今起，市区道路恢复正常通行

□见习记者 程芳菲/文 记
者 杜武/图

4月27日、28日晚，在洛
阳歌剧院上演的《朝阳沟》
让观众大呼过瘾。这部在“大
跃进”的号角声中诞生的剧目
为何经久不衰？让我们走进
幕后，听听《朝阳沟》的精彩
故事。

它创造了神话：从写
剧本到上演仅用时7天半

4月27日下午，我们在洛
阳歌剧院的化妆间，见到了《朝
阳沟》中银环和拴保的饰演
者——国家一级演员、中国戏
曲梅花奖获得者杨红霞，国家
一级演员、首届中国戏曲演唱
大赛红梅金奖获得者盛红林。

诞生55年来，《朝阳沟》
在全国各地已演出超过5600
场。如今，河南、陕西、河北、
山东等省的老百姓依然对其
耳熟能详，如此脍炙人口的剧
本是怎样诞生的呢？

杨红霞说，《朝阳沟》是由
杨兰春创作、导演的。该剧从
写剧本到排练、演出仅用了7
天半时间，布景、道具加起来
只花了不到20元。

1958年，时任河南省文
化局副局长的冯纪汉找到杨
兰春，让他在一个星期内完成
一个剧本。“那时，郑州街头经
常出现敲锣打鼓送知识青年
下乡的场景，这激发了杨兰春
的创作灵感。”杨红霞说。

由于时间紧迫，杨兰春踏
着节奏哼写唱词，其他人则现

场配曲，演员同步学唱。

起名字很急迫：开演
前才发现没起名字

1958年3月20日，《朝阳
沟》在郑州的一个剧院进行首
场演出。开演前，杨兰春对台
下观众说，由于没给剧目起名
字，只得让观众等等，引来台
下一阵笑声。后来，杨兰春临
时给该剧起名《朝阳沟》。

后来，《朝阳沟》三次进京
演出。1964年元旦，毛泽东、
刘少奇等观看演出并接见了
全团演职人员。

1963年，长春电影制片厂
将《朝阳沟》拍成戏曲艺术片，
《朝阳沟》从此红遍大江南北，
其拷贝发行量位居当年第一。

它被几度修改：拴保
和银环差点儿不能谈恋爱

1964年年初，毛泽东表扬

《朝阳沟》写得好。谁都没想
到，不久之后，该剧的京剧版被
江青定罪为“形式不伦不类”。

几年后，江青下令修改
《朝阳沟》。盛红林说，当时如
果改不好，杨兰春就可能被当
成叛徒。但将《朝阳沟》改成
样板戏的话，拴保和银环就不
能谈恋爱了。

“文化大革命”初期，《朝
阳沟》要在洛阳为亚非作家紧
急会议的代表演出。“当时还
有人提出，《朝阳沟》从头到尾
没有一段毛主席语录，这次演
出必须加几段毛主席语录。
这个提议被杨兰春拒绝了。”
盛红林说。

正是由于创作者的坚持，
《朝阳沟》的剧情才被保留了
下来。“该剧最近一次复排是
在2001年，加入了一些芭蕾
舞的动作，使跨水沟等动作的
视觉效果更好。”盛红林说。

《朝阳沟》于4月27日、28日在洛阳歌剧院连演两场，赢
得满堂彩，而它幕后的故事也同样精彩

创作仅用7天半 红了50多年

4月30日，在王城公园讲解员的引导下，老
城区培智学校的80多名学生和老师、家长一起，
在王城公园的海底世界游玩。此外，他们还观
赏了牡丹，看了大象、长颈鹿等动物。

今年牡丹文化节期间，王城公园举行了一
系列爱心活动，为特殊人群观赏牡丹提供帮助。

记者 陈兵 杜武 实习生 李冰 通讯员 乔
丽娜 摄影报道

智障儿童畅游王城公园

□见习记者 程芳菲 通讯员
栾海宁

本报讯 4月30日上午，
周王城广场热闹非凡。持续
29天的牡丹文化节“河洛欢
歌·广场文化狂欢月”活动在
市民和游客的欢声笑语中落
下帷幕。

舞蹈表演、男声独唱、曲
剧表演……闭幕式的精彩表
演将现场的气氛一次次推向
高潮。

该活动自 2007年第 25
届牡丹文化节首次举办，至
今已成功举办 7 届。7 年
来，该活动已成为牡丹文化
节的一大亮点、群众文化活
动的一大品牌。2009 年，
该活动被国家文化部授予

“全国特色广场文化活动”

称号。
首届戏曲票友大赛受到

了众多戏迷朋友的支持和喜
爱，成为今年狂欢月活动的
一大亮点。此外，本届活动
还对魔术牡丹舞、牡丹健身
舞等传统节目进行了重新编
排，节目内容和节目质量有
了很大提升。

据不完全统计，今年活
动期间共举办各类演出 60
场，涉及各类专业院团、大
中专院校、企事业单位、业
余文艺团体等参演单位 62
个，参演人员5200余人，观
众累计56万余人次，成为本
届牡丹文化节文化惠民的一
大亮点。

在闭幕式上，一批获奖
节目和集体组织奖获奖单位
受到表彰奖励。

“河洛欢歌·广场文化狂欢月”活动
4月30日闭幕

演出60场
惠及56万人次

□见习记者 牛鹏远

4月 30日，“问礼洛阳”
杯第一届“全城热拍最美牡
丹”摄影大赛截止投稿。

本届摄影大赛由洛阳
日报报业集团和市工艺美
术学会共同主办，王城公
园、国家牡丹园、中国国花
园、神州牡丹园和洛阳问礼
洛阳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联
合承办。

开赛以来，参赛者通过
电子邮件、微博、网站等方式
踊跃投稿。到 4 月 30 日截
止，主办方共收到参赛作品
3000 余幅。参赛者既有摄
龄30多年的资深摄影师，也
有刚学会用数码相机的“菜
鸟”；既有外地游客，也有本
地市民。

大赛期间，主办方除在
王城公园、国家牡丹园、中国
国花园和神州牡丹园中通过
喷绘向游客宣传，还从来稿
中选取一部分优秀作品，配
发其背后的故事刊登在《洛

阳晚报》上。
接下来，我们将对所有来

稿按照“一朵”“一枝”“一株”
进行分类整理，通过大赛官网
www.lyd.com.cn/2013MD
向读者展示，并邀请专家和网
友在每个类别里投票选出

“最美牡丹”，最终评选结果
将于5月中旬公布。因来稿
量大，分类整理工作需要一
定时间，评选日期确定后，我
们将在《洛阳晚报》公布，敬
请读者关注。

本届摄影大赛按“一朵”
“一枝”“一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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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3000多幅牡丹摄影作
品中，哪幅作品最漂亮？最
终评选出的“最美牡丹”到底
美在哪儿？答案即将揭晓，
敬请关注。

摄影大赛已截稿
“最美牡丹”将于5月中旬出炉

《朝阳沟》在洛阳歌剧院的演出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