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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家沟
“看家拳”
许昌习练者
逾千人

本报讯（记者 牛志勇 通讯员 宁
奇）太极拳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健
身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受人们喜爱。陈
氏太极拳小架被陈家沟人誉为“功夫架”“书房
架”“看家拳”。12 月 8 日，在河南省武协陈氏太极拳
小架研究会工作会议上，记者了解到，如今，这一优秀拳
种在许昌有 20多个辅导站，习练者超过千人。

当日上午，市区建设路一间会议室内，在亲友的陪同下，身
材魁梧、白发苍苍的太极拳名家陈伯祥一露面，就赢得大家的阵阵掌声。陈氏太极拳小架，过去师承严格，仅在家族内部传授，
极少外传。它在许昌的传播，要从陈伯祥说起。

1944 年出生的陈伯祥，是陈家沟陈氏十八世、陈氏太极拳小架第十代传人。其受家族历代尚武练拳之风熏陶，自幼随太极拳名
家陈鑫之入门弟子陈克忠系统学习陈氏太极拳小架，得到前辈真传，是当今陈氏太极拳小架代表人物。20 世纪 80 年代，陈伯祥曾来许
昌不计名利、无私传授该拳，赢得了很高的声誉。他教拳前约法三章：“第一，不能干坏事；第二，不能欺负人、招摇撞骗；第三，不能拿去卖
钱。”20世纪 90年代中期，陈氏太极拳小架在许昌得到进一步推广。

为了更好地传承和发扬陈氏太极拳小架，2018 年 8 月，河南省武协陈氏太极拳小架研究会成立，许昌市武术协会主席张子宇当选为会长。
“去年，我们通过开展活动、培训骨干等，推动了陈氏太极拳小架的发展。”张子宇介绍，如今，陈氏太极拳小架在许昌有 20 多个辅导站，习练者超过
千人。明年，河南省武协陈氏太极拳小架研究会将进一步通过强化组织建设、阵地建设、骨干培训、赛事交流等，积极稳妥地推动陈氏太极拳小架健
康、有序、快速发展，让更多人受益。此次会议还对新加入该研究会的 20余名人员进行了增选，并颁发了聘书。

据悉，许昌体育场、西湖健身园、清潩河游园、文峰游园、许都公园、胖东来时代广场、科技广场等 20 多个辅导站均有社会体育指导员义务传授该拳，喜
欢武术的朋友可以根据自身条件进行学习。

榆林花生热销，真假难辨？
正宗的榆林花生皮薄、口感酥脆、后味甜

□ 记者毛迎

寒冬时节，花生、瓜子等干果大量
上市。花生在民间有“长生果”的美誉，是一

种深受老百姓喜爱的休闲食品。
“我在街上买花生时，很多商贩说自己卖的是榆林

花生，味道却不一样……”12 月 10 日，市民周琳琳向记者反
映，榆林花生热销，可真假难辨。

记者注意到，写有“榆林花生”字样的招牌能轻易见到，但对于
买到手的是不是榆林花生，不少市民心存疑虑。

寒冬时节，榆林花生热销
“榆林花生，好吃不贵……”当日 10 时许，在市区万丰路，一名中年男子

骑着三轮车叫卖。“这花生是榆林产的吗？”记者询问。
“你尝尝，好吃得很！正宗的榆林花生，我一天卖好几包呢！”这名中年男

子回答得很干脆。
记者随手拿起一颗花生剥开，发现果实有些干瘪，味道一般。随后，在市

区文化路、兴华路等路段，记者都看到有商贩骑着三轮车兜售榆林花生。
“同样是干炒花生，榆林花生明显比其他地方产的花生卖得快。”市区解

放路一家干果店的店主说。

美名远扬的“小籽白”，已被新品种取代
“我对花生不太了解，听说榆林产的‘小籽白’很好吃。你卖的

是‘小籽白’吗？”在市区兴华路，一名顾客停在商贩徐德安的摊
位前问。

“‘小籽白’产量不高，在榆林已经很少有人种了。谁说
自己卖的是榆林产的‘小籽白’，十有八九是假冒的。”

徐德安说。
建安区榆林乡东榆林村有耕地 1900 亩，其中花

生种植面积达 1200 亩，是榆林花生的主产地。该村
党支部书记朱彦朝说：“过去，我们这里种植的花生以

‘小籽白’为主。‘小籽白’虽然好吃，但个头儿小、产量
低，如今几乎被淘汰了！”在他们村，一种叫“天府”的花生
已经取代“小籽白”的地位。这种花生不仅产量高，而且特
别适合炒制，籽粒饱满、果皮白净、入口无渣、酥香可口。

以干炒为主，价格比外地花生高
奶油花生、五香花生、蒜香花生……记者注意到，市场上

出售的花生口味很丰富。
“新奇口味的花生大多是山东、安徽、信阳等地产的。榆

林花生以干炒为主，皮薄、口感酥脆、后味甜。外地花生外壳
普遍比较坚硬，果实不够酥脆。”经营干果生意的杨先生说，

榆林花生的批发价比外地花生的高一些，因此有些人用外
地花生冒充榆林花生销售。

“榆林临近颍河，沙质土壤肥沃、温润，适合花生生
长。榆林花生不仅不愁卖，而且能卖出好价钱。”朱

彦朝说，近年来，榆林花生名声越来越大，吸引武
汉等地的客商前来采购，每公斤售价比外地

花生高一到两元，经济效益较好。
不少商贩表示，眼下正值榆林花生

的热销期。过了春节，正宗的榆林
花生短时间内在市场上难觅

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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