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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讯（记 者 王 增 阳）近
日，国家一级演员、桑派豫剧院
院长、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豫
剧桑派艺术传人常俊丽正式收
徒，李馈、陈艳丽、孙俊芳、毕晓
丽、刘娇、王芊芊、王会娟、常晓
玲、邢文婷、盛江涛等 10 名青年
戏曲新秀拜在她的门下。

据了解，豫剧桑派艺术是豫
剧中唯一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的流派，是豫剧表演
艺术家、戏曲教育家桑振君大师
一生的积累和心血结晶。2008
年，豫剧桑派艺术被列入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桑
派艺术创造了“偷、闪、滑、抢”等
声腔技巧，强调以塑造人物为中
心，秉承“以字代声、以声传情、
声情并茂”的理念，打破传统的
板 式 结 构 ，重 新 进 行 整 合 和 构
架，并吸收各派戏曲艺术的有益
成分，使人物形象“一人一貌”，
从而加大了豫剧声腔艺术的表
现力度，提升了豫剧声腔艺术的
品位，被称为“豫剧一绝”。

桑振君是著名豫剧表演艺
术家、戏曲教育家，也是豫剧
桑派艺术的创始人。她与常香
玉 、 陈 素 真 、 崔 兰 田 、 马 金
凤、阎立品被称为“豫剧六大
名 旦 ”。“ 河 南 戏 曲 文 化 之 乡 ”

许昌是桑振君的成名地。20 世
纪 50 年代，桑振君所在的许昌
专区豫剧团阵容齐整，名角云
集。桑振君凭借艺术上的勤奋
好学、精益求精，演唱风格上
的发展创新、特色独具，成了
许 昌 专 区 豫 剧 团 的 知 名 演 员 。
桑派艺术根植于许昌大地，并
在许昌大地上结出了丰硕的果
实。常俊丽是桑振君的关门弟
子，也是目前唯一活跃在河南
戏曲舞台上的桑派艺术传人。

常俊丽现任桑派豫剧院院
长，是国家一级演员、河南省戏
剧 家 协 会 理 事 。 她 从 艺 近 30
年，先后主演桑派名剧《桃花庵》

《秦雪梅观文》《蝴蝶杯·投衙》及
现 代 豫 剧《七 品 青 莲》《中 原 警
事》《燕振昌》《撼天情》等 30 多
部大戏，曾荣获河南省第四届、
第六届、第八届戏曲大赛个人表
演一等奖、二等奖，“国华杯”全
国中青年演员大赛“十佳闺门旦
金奖”，全国现代戏展演表演一
等奖，“香玉杯”艺术奖，全国“金
盾艺术奖”，省“五个一工程奖”，
黄河戏剧大赛表演一等奖等数
十项。在当天的收徒仪式上，常
俊 丽 和 10 名 徒 弟 合 唱 了 名 剧

《打金枝》选段。

豫剧桑派传人

常俊丽收徒授艺

本报讯（记者 王增阳）为加
强许昌、南阳两地文化交流与合
作，充分发挥博物馆的社会服务
功能，让馆藏文物“活起来”，日
前，由许昌博物馆与南阳市文物
考古研究所联合举办的“瑞犬辞
旧岁，金猪迎新春——汉代出土
文物特展”在许昌博物馆开展。

东汉末年，许昌曾是北方的
政 治 、经 济 、军 事 和 文 化 中 心 。
许昌博物馆收藏有大量汉代文
物 ，如 汉 画 像 石 、画 像 砖 、陶 器
等，向人们展示了这一时期许昌
的繁荣景象。差不多在同一时
期，与许昌相距百余公里的南阳
也是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南

阳出土的汉代文物以造型多样、
种类丰富的陶狗、陶猪及猪圈最
具特色，展示出 2000 年前人们的
生活场景，成为大汉文化昌盛的
典型代表。而狗与猪同属于最
早被人类驯养的“六畜”，在与人
类朝夕相伴的过程中，形成了富
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生肖文化。

据 悉 ，该 展 览 分 为 瑞 狗 吉
祥、金猪纳福、生肖文化等 3 个
部分，用 167 件（套）汉陶文物向
人们展示大汉文化、生肖文化和
节庆文化，反映了汉代的社会生
活和精神风貌。此次展览将于 3
月 31日结束。

汉代出土文物特展

在许昌博物馆开展

本 报 讯（记 者 王 增 阳）日
前，“保元堂杯”首届中国钧瓷壶
艺大赛经过征集、网络投票、专
业评审等多个阶段的紧张工作，
于近日推选出金奖 2 名、银奖 3
名、铜奖 5 名、优秀奖 10 名。这
些获奖作品代表了当今钧瓷壶
艺的发展水平和艺术高度。

自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孔相
卿以“中原壶”系列为钧瓷茶具
开拓道路以来，以钧瓷壶为代表
的钧瓷茶具快速发展，成为近年
来钧瓷行业的明星产品。钧瓷
茶具的产生时间并不长，但代表
着 1000 多年来钧瓷在传承发展
中不断融入时代特色和审美情
趣的创新之路。“保元堂杯”首届
中国钧瓷壶艺大赛由许昌报业
传媒集团文化生活部组织发起，
并联合河南省陶玻协会、许昌市
中国钧瓷人物档案馆、许昌市工
艺美术协会、许昌学院设计艺术
学院、许昌职业技术学院艺术设
计学院、钧瓷网等共同举办。自
大赛开始征集作品后，众多钧瓷
窑口与大师积极参与，钧瓷界年
轻的创作者也表现出极大的热
情，最终有 40 余家窑口的 160 余
件作品进入评审环节。在经过
网络投票后，大赛组委会又邀请
钧瓷大师、学者，钧瓷收藏家、鉴
赏家，高校艺术设计专家，新闻
媒体人士等 12 名专家学者组成
评审组，对 160 余件钧瓷壶作品
进行无记名投票。评审从造型、
釉色、工艺、实用性、整体艺术性

等方面考虑，通过无记名投票，
分轮投票选出金奖、银奖、铜奖、
优秀奖，并结合网络投票情况，
最终确定获奖名单。

这些获奖作品能够从众多
钧瓷壶中脱颖而出，一个重要的
原因是它们体现了钧瓷壶艺的
原创性和文化内涵。如金奖作
品李建峰的《水润莲城》，以莲城
的代表元素作为创作灵感，莲花
花瓣装饰作品底部，中上部规整
排列着流畅玄线，突出水波荡漾
的艺术美感。壶盖部分则以文
峰 塔 为 壶 纽 ，不 施 釉 的 细 节 处
理，突出了文峰塔的厚重之感。
另一件金奖作品为杨鹏飞的《人
和壶》，在造型设计上以良渚文
化 代 表 玉 琮 为 原 型 ，外 方 象 征
地，寓意地利；内圆象征天，寓意
天时。壶嘴、壶纽、壶把、底足落
款均采用方圆结合的设计，使壶
的整体和谐统一，浑然天成。此
外，银奖作品《清风煮茶壶》《如
意壶》《太极八卦壶》、铜奖作品

《独 钓 寒 江 雪》《十 二 生 肖 之 羊
壶》等，均实现了艺术性与实用
性的完美结合。

作为中国陶瓷之林中的明
珠，钧瓷在走入现代人生活的过
程 中 ，与 茶 道 结 合 ，水 到 渠 成 。
在艺术性与实用性完美结合的
钧瓷壶逐渐走进寻常百姓家时，

“钧瓷人”在工艺、釉色、器型、装
饰和艺术价值上实现了质的飞
跃，将钧瓷茶具引入更广阔的发
展空间。

“保元堂杯”首届中国钧瓷壶艺大赛

结果揭晓

钧瓷壶艺精品之作

助推钧瓷产业发展

本报讯（记者 寇旭静）1 月 6
日，天气严寒，许昌职业技术学院
体育馆内却气氛热烈，助威声、呐
喊声一浪高过一浪，2019 年许昌

“建业杯”全市羽毛球公开赛在观
赛 人 群 的 阵 阵 喝 彩 声 中 圆 满 落
幕。本次赛事不仅展现出参赛选
手的竞技水平，而且为市民带来
了一场高水平的视觉盛宴，掀起
了又一波全民健身热潮。

据了解，该项赛事由市体育
局主办，建业地产许昌区域总公
司 协 办 ，旨 在 丰 富 市 民 群 众“ 双
节”期间的文体生活，增强广大市
民 主 动 参 与 健 身 活 动 的 自 觉 意
识，推动我市全民健身活动蓬勃
发展。

在比赛现场，来自全国各地
市 24 支代表队的羽毛球爱好者
个个精神饱满、顽强拼搏，尽情施
展各自技艺，灵活运用各种战术，

时而网前截击，时而激烈扣杀，时
而轻盈吊球，难解难分的厮杀和
默 契 的 团 队 配 合 让 比 赛 高 潮 迭
起，精彩纷呈。

经 过 两 天 的 激 烈 角 逐 ，冠 、
亚、季军分别由甲壹东郡羽毛球
俱乐部代表队、许昌建业队代表
队 、建 业 君 邻 会 二 队 代 表 队 斩
获。建业君邻会一队代表队 、平
顶山胜利代表队、许昌世和府代
表队被评为“优胜者”，来自许昌
世和府代表队的易冬燕、建业君
邻会一队代表队的黄雪敏、平顶
山胜利代表队的周笑迎获得“最
佳参与奖”。

许昌世和府代表队的张旭坦
言：“很荣幸能够代表许昌世和府
参加此次比赛。比赛中，许昌世
和府代表队 7 名选手不畏强手、
奋勇拼搏，最终夺得了第六名的
好成绩。非常感谢市体育局和建

业地产许昌区域总公司为广大羽
毛球爱好者提供了展示自我的机
会，希望主办方和组织方继续筹
办更多、更高规格的赛事，再掀全
民健身热潮！”

市体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羽毛球是一项群众基础广泛、深
受群众喜爱的传统体育项目。近
年来，我市羽毛球运动事业发展
迅速，参与人数迅速增长，运动水
平普遍提高，比赛的密度和强度
不断增加，为营造和谐社会、推动
全民健身健康发展发挥了积极作
用。本次比赛的成功举办，不仅
检验了参赛者的竞技水平，而且
展现出参赛者积极向上、团结进
取的体育精神，激发了群众的健
身热情，非常有利于在全市形成
崇尚健身、参与健身、推动全民健
身事业发展的良好氛围。

以赛为媒，再掀全民健身热潮
2019 年许昌“建业杯”全市羽毛球公开赛成功举办

□本报记者 王增阳
通讯员 张雷 何培红 文/图

进入腊月，年就不远了。很多人记
忆中的新年，是从购置年货开始的。购
置年货，不是简单的逛街购物，而是代
表旧年的收获，饱含喜悦之意。在全国
很多地方，粉条是冬季餐桌上必不可
少的食材之一。在许昌，禹州手工制作
的红薯粉条成为很多人的首选。隆冬
时节，记者再次走进禹州市范坡镇，探
访当地的传统手工粉条制作。

在我国，淀粉粉条比以红薯为原
材料的粉条历史悠久得多。据史料记
载，利用淀粉加工粉条、粉丝，在我国
至少有 1400 年的历史。最早的相关文
字记载出现于北魏《齐民要术》，其中
介绍了粉条、粉丝的制作工艺和食用
方法等。宋代陈达叟的《本心斋疏食
谱》中有“碾破绿珠，撒成银缕”的描
述，形象地记录了绿豆粉丝的制作过
程。

主流历史观点认为，红薯在明代
晚期引入我国，红薯粉条应该是在红
薯引入我国以后，先人们根据传统淀

粉粉条制作技艺开发出来的。红薯粉
条又称红薯粉丝、粉皮，是禹州传统的
名特产品，据说已有数百年的历史。

禹州粉条色泽黄亮，身干条细，均
匀片薄，韧性好，拉力足，食之柔软爽
口，深受人们喜爱。纯红薯粉条采用优
质鲜红薯淀粉，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
纯红薯粉条不含任何人工色素，属绿
色天然食品，柔软可口，营养丰富，久
煮不化，宜烹饪、耐保存。20 世纪 80 年
代，禹州市红薯种植面积极为广阔，在
褚河、小吕、朱阁、顺店、范坡等乡镇，
一到秋季，田野里遍地都是红薯。在当
时，农民在自家院子里制作粉条的现
象极为普遍。秋冬季节，红薯收获后，
当地农民纷纷磨粉芡、做粉条。

随着时代的发展，由于用红薯淀
粉制作粉条工序多、成本高、利润低，
没有价格优势，市场上比较难卖，参与
制作红薯粉条的人越来越少，红薯种
植面积也逐年减少。近年来，用传统手
工技艺制作的红薯粉条受到了极大冲
击，一些粉条加工厂用红薯粉掺木薯
粉制作粉条，或者干脆全用木薯粉制
作后冒充红薯粉条，以低廉的价格向
市场倾销，鱼目混珠，扰乱了市场，严

重损害了广大农民的利益。
范坡镇地处山岗地区，出产的红

薯含粉量高，制作出的粉条色正、耐
煮、筋道，口感滑润，薯香味浓。在范坡
镇冯庄村，冯怀见等 6 家合作生产粉
条，每天能生产 1000 公斤。冯怀见和几
位合伙人用传统手工技艺下粉条，几
位农家妇女忙前忙后做帮手。他们每
人负责一道工序，各司其职，从早忙到
晚，除了吃饭时间外，一天都忙个不
停。村子周边的空地上，一排排、一行
行挂满了晾晒的粉条，在阳光的照射
下金黄透亮，薯香四溢，沁人心脾。

禹州红薯粉条制作，需要经过洗
薯、磨薯、过箩、兜粉蛋、晒粉子、和粉
糊、漏粉、煮粉、冷却、晾粉等工序。制
作红薯粉条不使用任何食用增筋剂、
食用色素等添加剂，且红薯粉条非常
耐煮，下到锅里煮半小时也煮不烂，富
有弹性，润滑爽口，味道醇正。

近年来，禹州市成立了红薯制品
行业协会，扶持红薯制品行业发展，传
统红薯粉条的生产和销售困局正被逐
渐打破。传统手工粉条制作工艺经祖
祖辈辈流传下来，一直延续到今天，未
来也应有自己的生存空间。

浓浓老味道
——禹州市范坡镇传统手工制作粉条掠影

为充分备战今年各项冰雪赛事，切实提高我市“轮滑转冰雪”运
动训练质量和训练水平，近日，我市有你轮滑队的 20余名“轮滑转冰
雪”运动员在鲁山天龙池滑雪场开展了冬日集训。

据了解，我市的轮滑运动从 2008年开始起步，发展至今已经成
为推动全民健身的一个普及性体育项目，深受群众喜爱。

图为“轮滑转冰雪”运动员正在进行滑雪训练。 寇旭静 摄

图为参赛选手正在进行激烈比赛 寇旭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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