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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张思思）5 月 11 日，国家艺术基金

2017年资助项目“河北梆子《窦娥冤》青年表演人才培

养”总结研讨会在石家庄举行。齐花坦、雷保春、张志

远、刘兴会等40多名戏曲专家和研究人员与会。研讨

会上，与会专家们围绕“河北梆子《窦娥冤》青年表演

人才培养的意见与建议”这一主题，从剧目、教学、创

作、表演等方面积极发言，共同研讨。

由河北艺术职业学院申报的“河北梆子《窦娥冤》

青年表演人才培养”项目于2017年10月16日在石家

庄启动，经过报名遴选出京津冀三地30个专业院团的

50名优秀青年表演人才进行培训。戏剧“梅花奖”得

主彭蕙蘅等河北梆子知名演员，中国戏曲学院、中央

戏剧学院等多位戏曲专家教授进行集中授课。培训

过程中，学院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学员接受了研读剧

本、角色分析、聆听讲座、观摩演出、坐唱、行当分课堂

学习、下地排练以及课堂合课等系统学习，于2017年

12月26日结业。此外，学院还组织全体学员分组表演

河北梆子《窦娥冤》和整理录制视频资料。为了更好

地展现教学成果，2018年1月起，河北梆子《窦娥冤》青

年表演人才培训班进行了10余场专场演出，培训班通

过集中排戏、说戏、演戏，增强了学员们的舞台实践能

力。

河北梆子是河北重要地方剧种之一，曾诞生了数

百部优秀经典剧目，并成为我国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宝库中一个重要项目。河北艺术职业学院此次承办

河北梆子《窦娥冤》青年人才培养项目就是通过教排

演出经典剧目，培养青年一代河北梆子表演人才，为

河北梆子不断繁荣发展提供动力与人才储备，为弘扬

传统戏曲贡献力量。

冰与火之歌协奏曲

河北展馆有两位工艺美术大师很是引

人瞩目，他们一个是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项目“郭氏铁板浮雕艺术”的传承人郭海博，

一个是烙画艺术大师郝友友。郭海博凭着

千锤百炼、不断创新的精神，打造出一件件

“让冰冷的铁板打动人心”的艺术精品，记者

在现场见到他的时候，他正在一块铁板上敲

打一只鹿头，他的身后是为这次文博会带来

的三件展品，其中新创作的《李保国》让观众

啧啧称赞。而郝友友则手拿灼热的烙铁，全

神贯注地在木板上或轻或重地慢慢描绘，他

的身后，挂着十几幅参展作品，多是古村落

民居、草垛、田野这些颇有农村情趣的艺术

品。

两位大师都在各自的艺术领域深耕超

过40年，他们也都是第二次来参加文博会。

郭海博告诉记者，去年参加完之后，有深圳的

客商拿着一幅王阳明的画像找到他，希望能

以画像为蓝本，用铁板浮雕创作出一批王阳

明的雕像作品，刻画人物对郭海博来说非常

擅长，但王阳明这幅画像相对刻板，他在铁板

浮雕创作时发挥了这一技艺的特点和优势，

通过烫彩蜡染工艺，使生冷的铁板呈现出多

彩的姿态，创作出的王阳明比原画作生动许

多，深圳客商非常满意。这次合作让郭海博

发现多元的文化交流给铁板浮雕带来的多

样性和可能性。

去年参加完文博会后，让郝友友意想不

到的是，80后的女儿创作的作品比他的更受

欢迎。“我女儿擅长创作飞禽类的作品”，他

指着一幅栩栩如生的花鸟作品给记者看，

“去年参展的时候，我女儿也来了，大家更喜

欢她的作品。”今年女儿虽然没有来，但是她

的作品来到了文博会，并且很快被预订一

空。烙画这门传承了千年的艺术，女儿作为

新一辈的继承人，在新时代下融入了新的艺

术思路，更受年轻人欢迎，郝友友感到很欣

慰。

古老文化产品的新姿态

文博会上，河北展馆的“冀瓷瑰宝”陈列

着邢瓷、定瓷、磁州窑、唐山陶瓷的多件精

品。其中邢瓷和定瓷都是白瓷，邢瓷白如

雪，而定瓷白中透着黄，这两种古老的陶瓷

技艺各自拥有着国家级非遗传承人。被誉

为“邢窑研究恢复第一人”的张志忠就带着

《早春》《余韵》《天使》等多件邢窑精品参

展，这几件邢窑作品以陈列摆件为主，颇有

艺术收藏价值。而第一次参加文博会的定

州市定瓷工艺研究所的多件定瓷日用品，

让观众领略到了定瓷在收藏价值之外的实

用价值。

文博会上，福建、江西、河南等因瓷器闻

名于世的省份都向世人推介本省的陶瓷精

品，这些陶瓷艺术家们也纷纷到河北展区驻

足参观。景德镇青白瓷设计师万新文对邢

瓷和定瓷赞不绝口，向记者讲解邢瓷、定瓷

与景德镇青白瓷的传承关系，万新文表示，

定瓷相对景德镇的青白瓷来说，造型和风格

上更张扬，希望两地能够多多加强文化上的

交流与合作。定州市定瓷工艺研究所的刘

薪广向观者展示了以莲花为灵感创作的主

人盏，刘薪广告诉记者，如果不是业内人士，

普通观众对定瓷的了解特别少，但是也有懂

行的人专门找到他们，要集中定制和采购一

批定瓷。他在和万新文等其他省份陶瓷从

业者的交流中发现，随着90后成长为社会主

力，年轻人对传统文化有着较高的欣赏水

平，古老的文化产品也要适应年轻人的口

味，顺应潮流和时代的发展。（本报深圳电）

本报讯（记者康瑞珍）近日，黄渤首次自导自演

的电影《一出好戏》公布了“欢迎光临”版预告，黄渤

以第一视角给大家展示了这部彩色故事片的真面

目，诙谐又有内涵的情节吊足了观众的胃口。该电

影由黄渤、王宝强、舒淇、张艺兴、于和伟、王迅、李

勤勤、李又麟联袂主演，将于8月10日上映。

预告片展示了众人在海岛上的遭遇以及背后

的人性故事。海上风起云涌，小岛环境变幻多端，

黄渤饰演的马进表明决心离开的言辞，透露出故事

和巨额金钱有关。而马进和小兴则在地面上惨遭

王宝强饰演的小王“羞辱”，小王更是“占岛为王”，

开始指导众人的生存大计。王迅饰演的潘主任到

了岛上便成了小王的“小弟”，而舒淇饰演的美女主

管珊珊则被马进“强吻”手指，一系列古怪的行为让

身处绝境的他们诙谐十足。而于和伟饰演的张总，

两句“别急”尽显总裁的淡定范儿。

据悉，这部黄渤自编自导自演的《一出好戏》，

故事构思了整整七年，拍摄和制作上花费了两年时

间。首次兼顾导和演的黄渤坦承自己一开始也没

有十分的自信，但是有兄弟的助力，老友的帮忙，专

业团队的协助，加上自己多年从演的经历和满腔的

热血，让这部电影终于能顺利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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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0日第十四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以下简称文博会）开幕以来，

以“燕赵文华 美丽河北”为主题的河北展区吸引了来自全世界参展观众的目光。燕赵大

地的文化瑰宝丰富多彩，张家口的蔚县剪纸，承德的满绣，山海关的长城砖刻书法艺术，定

窑邢窑的白瓷精品，朴拙的磁州窑，雕金喷彩的唐山陶瓷……这些河北文化的看家宝贝承

载着历史的痕迹。在科技迅猛发展的今天，文化+是传统文化在前进道路上热情拥抱的一

个姿态，无论是技法技艺还是传播方式，都必须在文化+的大背景下积极创新开拓，在交流

融合中焕发新生机。
本报记者 侯艳宁/文 赵海江/图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郝友友现场展示烙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郝友友现场展示烙
画技艺画技艺

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

“河北梆子《窦娥冤》青年表演
人才培养”总结研讨会在石举行

黄渤首导《一出好戏》
讲述幻想中的“狂欢世界”

一位参观者正在一位参观者正在““蔚县剪纸蔚县剪纸””传承人周淑英的指导下为剪传承人周淑英的指导下为剪
纸上色纸上色

一位来自南通代表团的参观者对定窑产生了浓厚的兴一位来自南通代表团的参观者对定窑产生了浓厚的兴
趣趣

““郭氏铁板浮雕郭氏铁板浮雕””传承人郭海博先生正在为参观者讲解铁板浮雕传承人郭海博先生正在为参观者讲解铁板浮雕
的制作工艺和特点的制作工艺和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