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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城事

4名“豫剧小萝莉”与那不勒斯
城市代表合影

（图片由尚贵华提供）

□记者 徐翔 崔晓彧

近日，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
（CCTV-4）《城市1对1》栏目组邀请
我市与意大利那不勒斯进行城市对
话，我市4名女孩儿表演的豫剧与意
大利歌剧进行了比拼，成为节目最大
的亮点。导演看后不由赞叹：“洛阳的
这期节目是最出彩的。”

洛阳独特魅力吸引栏目组

2013年11月，中央电视台中文国
际频道邀请我市参加《城市1对1》栏
目，与国外名城进行“面对面”的交流。
洛阳是该栏目在我省邀请的首个城市。

市旅游发展委员会市场开发科科
长王妹婷说：“这还要得益于《远方的
家》摄制组对洛阳的‘留恋’。”

2013年10月，中文国际频道《远
方的家》摄制组来到我市进行节目拍
摄。洛阳悠久的历史文化和美丽的自
然风光吸引了摄制组的每一个人。临
走时，导演表示，回去后要把洛阳推荐
给频道其他栏目。

“没想到这么快邀请就来了。”王
妹婷说，接到《城市1对1》栏目组邀
请后，我市多个部门都非常重视，大
家一致认为这是对外推荐洛阳的大
好机会。

豫剧、水席PK意大利歌剧、比萨

“一开始，央视同时联系了希腊雅
典和意大利那不勒斯两个城市，因为
只有这些历史名城才能与洛阳相匹
配。”王妹婷说，最终，栏目组确定由那
不勒斯与洛阳进行交流。

洛阳和那不勒斯之间的交流主要
集中在历史文化、旅游资源、民俗文化
和美食等方面。栏目组不但邀请程琳
作为洛阳的嘉宾，在节目现场，还要进
行民俗文化、美食的交流和对比。

那不勒斯是比萨的诞生地，美食
方面用洛阳的水席比拼比萨毫无争
议。民俗文化方面怎么对比呢？河南

的豫剧享誉海内外，导演就产生了挑
选小使者唱豫剧来与意大利歌剧进行
比拼的想法。

但是，这个创意一时难住了王妹
婷：“去哪儿找演员呢？”

3次海选，4名“小萝莉”脱颖而出

市旅游发展委员会负责人立刻联
系了我市的几所艺术学校和相关机
构，让这些单位推荐合适的小演员，经
过3次海选，最终挑选出4名女孩儿，
作为跨国交流的小使者。

她们分别是：王梦然（8岁）、李璐
瑶（9岁）、郑伊楹（10岁）、宋昭汐（4
岁）。别看她们年龄小，可都是经验丰
富的“老演员”。王梦然曾经是《梨园
春》少儿组节目的擂主，并晋级了
2013年度总决赛。

王妹婷说，他们本打算让4个人
分成两对登台，可宋昭汐和其他3个
孩子的个头儿差别很大，视觉上不太
协调。与导演沟通后，最终确定让宋
昭汐独唱《花木兰》选段，其他3名女
孩儿合唱《穆桂英》选段。

“豫剧小萝莉”——台下热
点，台上亮点

3月8日下午，洛阳城市团队一行
来到中央电视台演播中心准备录制节
目。3个小“穆桂英”和1个小“花木
兰”刚一扮上装，就吸引了其他演播厅
的演员和观众前来合影。王妹婷说，
离节目开场几分钟还有人要来合影。

节目现场的气氛更加火爆。宋昭
汐刚一亮相，就博得了台下观众的阵
阵掌声。“观众们十分惊讶，洛阳的孩
子豫剧唱得这么好。”王梦然的母亲陪
着女儿去了北京，在台下就座的她感
受到了观众们对4个孩子发自内心的
喜爱。导演也连连称赞：“洛阳的这期
节目是最出彩的。”

据了解，本月底《城市1对1》栏目
组还要到我市拍摄外景短片，之后进行
剪辑制作，该节目预计将于5月初播出。

我市应《城市1对1》栏目组邀请，与意大利那不勒斯进行城市对话，我市4名“小萝莉”
担任文化交流使者，联袂演唱豫剧PK意大利歌剧

洛阳“豫剧小萝莉”唱响央视演播厅

□首席记者 陈兵 特约记者 乔丽娜

“咚！咚！咚！”随着三声震天鼓
响，两队高擎彩旗的武士从王城公园正
门鱼跃而出。昨日14时30分，大型古
装情景剧《周礼迎宾》在王城公园正门
进行今年牡丹文化节前第一次彩排。

在时而激昂、时而悠扬的乐曲声
中，手持大旗、腰佩宝剑的武士们跳起
了青铜剑舞和大周旗舞，众多头戴鲜
花的牡丹仙子跳起了王城迎宾舞。

当“周武王”率“周公”“召公”和
“周成王”走出大门向游人们频频致意
时，现场的热烈气氛更是达到了高潮。

据介绍，《周礼迎宾》由我市著名诗
人乔仁卯和著名作曲家王文堂为王城
公园量身打造，再现了武王凯旋、王城
定鼎、礼乐安邦和王城天香等宏大场
面，浓缩了周王朝的王城文化。今年牡
丹文化节期间，《周礼迎宾》不仅将在王
城公园开园仪式上表演，还将于每周
六、周日在王城公园正门表演。

《周礼迎宾》昨彩排 游人如织醉“王城”

□记者 李砺瑾

本报讯 收录明末清初洛阳著名书
法家王铎诗文的《王铎诗文残稿》近日
出版。

该书主要编者之一、洛阳王铎书画
院院长孟留山介绍，《王铎诗文残稿》共
收录王铎的诗139首、铭文6篇、题跋1
篇，其中部分内容为孟留山辗转多地寻
来，为首次出版和大家见面。

孟留山说，《王铎诗文残稿》中收录
的王铎诗文的创作年代，基本上都是明
军与李自成逐鹿中原的战乱时期，其中
大量篇幅记录了这一时期风云变幻及
残酷的战争场面。因此，《王铎诗文残
稿》在展示神笔王铎书法艺术的同时，
为更深层次地研究当时的历史和文学
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张海为该书
题名并作序。

《王铎诗文残稿》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