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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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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增阳 通讯员 郭彩玲）近日，我市
考古人员发掘出土了 4 座唐宋时期窑炉，为了解我市
唐 宋 时 期 的 社 会 生 产 力 水 平 提 供 了 翔 实 的 实 物 资
料。这是今年我市文物考古工作取得的又一成果。

近年来，我市文物部门为提升文物保护和考古工
作成效 ，制定了切实有力的措施 ，指导具体工作落
实。一是着力提升考古勘探质量。我市文物部门进
一步加强县（市、区）建设用地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工
作，提升考古工作服务经济建设的能力；促进传统考
古与新技术应用相结合，提高现有技术员技术水平，
强化考古队伍业务培训。二是着力开展文物研究和
宣传工作。我市文物部门加强对关帝庙、张公祠、许
州府衙、天宝宫、灵井“许昌人”考古遗址公园、汉魏许
都古城遗址等不可移动文物工作的考古研究；加强不
可移动文物的宣传，以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为契机，筹
备许昌市文物保护与考古成果展；积极运用新媒体平
台宣传展示我市文物考古工作动态及成绩，普及文物
保护法律法规宣传。三是着力开展三国文物古迹的
保护利用工作。我市文物部门出台《许昌市区三国文
物古迹保护利用计划实施方案》，加强对汉魏许都古
城遗址的考古勘探与调查研究，对张公祠、射鹿台遗
址、魏文帝庙、华佗墓等重点三国文物古迹编制保护
展示规划，深入挖掘三国文化内涵；做好三国名人墓
葬总体利用工作，打造三国名人文化展示场所；有效
发挥曹魏古城龙头带动作用，建成三国文化产业园，
形成“一城、两园、一环”的三国文化旅游圈。

我市着力做好

文物保护

与考古工作

本报讯（记者 王增阳）6 月 18
日，许昌市戏曲艺术发展中心启动
了第六届业务大考评活动。该中
心 各 部 室 89 名 参 评 人 员 先 后 登
场，各展才华。

据了解，近年来，市戏曲艺术
发展中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正
确导向，植根许昌文化沃土，积极
投身戏曲艺术发展，创作排演了戏
曲《灞陵桥》《丑娘》《好儿媳》等，挖
掘 恢 复 排 演 了 越 调 传 统 剧 目《掉
印》《招风树》等，并有多个剧目获
得省级奖项；豫剧《倒霉大叔的婚
事》《灞陵桥》，越调《智审荀俯案》

《掉印》先后赴北京演出。2014 年 6
月至今，许昌市戏曲艺术发展中心
已连续成功开展了五届业务大考
评活动。业务大考评对演员、演奏
员、舞美人员和办公室工作人员分
别通过不同的方式进行考评。演
员、演奏员除表演自己拿手的节目
以 外 ，演 员 要 进 行 才 艺 展 示 和 视
唱，演奏员随机抽取乐谱进行现场
视奏，舞美人员针对自己所从事的
业务进行论述，办公室工作人员制
作 10 分钟左右的课件进行讲演并

现场解答评委提出的问题。该中
心把提高职工业务素质作为增强
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手段，连续开展
技术比武、岗位练兵活动，掀起了

“学技术、学业务、练本领、强素质”
的活动热潮，培养了一大批专业人
才，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第六届业务大考评除继续参
照以往的考评规则、聘请省级专家
现场点评外以外，最大的亮点是市
戏曲艺术发展中心委培班小学员
的精彩亮相。经过认真的挑选、审
核，此次参加考评的委培班小学员
表 演 了 13 个 节 目 ，单 独 组 织 考
评。业务大考评是市戏曲艺术发
展中心全年工作计划中的一个重
要安排，旨在进一步提高该中心各
部室演职人员的创作、表演、演奏
及文字水平，发掘选拔优秀人才，
为演职人员晋升和工资调整提供
重要依据。

市戏曲艺术发展中心

开展第六届

业务大考评活动

本报讯（记者 寇旭静 通讯员 李天鹤）近日，2019
年“体彩杯”许昌市首届幼儿基本体操锦标赛落下帷
幕，来自各县（市、区）的 8 支代表队共计 219 名小选手
参加了激烈角逐。

幼儿基本体操是一个集游戏、体育与艺术为一体
的运动项目。本次比赛以幼儿为对象，以增强体质为
目的，旨在让孩子在启蒙年龄阶段接受灵活性、平衡
性、敏捷性的锻炼，培养幼儿吃苦耐劳的品质和勇敢
向上的精神，从而达到增强体质、塑造形体形态的目
的。本次比赛分为甲、乙两个组别的自编操和规定
操，采用最新《全国幼儿基本体操评分规则》评出各项
目一、二、三等奖。

比赛现场，各代表队的小选手统一着装、精神抖
擞，伴着欢快的音乐，以富有感染力的动作展现出了
幼儿独有的天真可爱，为现场观众献上了一场精彩的

“幼儿体操秀”，充分展示了各幼儿园孩子阳光、健康、
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和良好的体操素养。最终，东城
区实验幼儿园代表队、长葛市蓓蕾幼儿园代表队、魏
都区爱弥儿幼儿园代表队获得甲组自编操一等奖，东
城区实验幼儿园代表队、建安区三合幼儿园代表队获
得乙组自编操一等奖，东城区实验幼儿园代表队、东
城区学道实验幼儿园代表队、魏都区爱弥儿幼儿园代
表队获得甲组规定操一等奖，乙组规定操一等奖则由
建安区三合幼儿园代表队、东城区实验幼儿园代表
队、禹州市德慧幼儿园代表队获得。

市体育局青训科科长高鹏表示，本次比赛的成功
举行，不仅有利于培养幼儿勇敢、自信、拼搏的体育精
神，引导孩子养成科学锻炼的习惯，而且有利于推动
我市体操后备人才梯队建设。

我市举行首届

幼儿基本体操

锦标赛

今 年 是 新 中
国 成 立 70 周 年 ，
也是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关键之
年。我市以“出彩
许昌”为主题，将
组织开展一系列
活动。目前，全市
群众也自发组织
开展了丰富多彩
的群众文化活动，
展现我市人民良
好的精神风貌，表
达对祖国的敬爱
之情。图为近日
群众在禹州市夏
禹公园跳起欢快
的舞蹈，传递爱国
正能量。

王增阳 摄

近日，2019年“体彩杯”许
昌市首届青少年乒乓球锦标
赛落幕。来自各县（市、区）的
11 支代表队共计 120 余名乒
乓球爱好者经过激烈角逐，最
终，鄢陵县代表队和许昌实验
小学代表队分获女子甲组、女
子乙组团体冠军，禹州市代表
队获男子甲组、男子乙组团体
冠军，男子丙组团体冠军由市
健康路小学代表队获得。

寇旭静 摄

□本报记者 王增阳 文/图

寥寥几次接触，记者已感受到中
国陶瓷艺术大师杨晓锋是一个率性
之人，一如他的作品，简洁大气之间
透着其精神。

当谈起钧瓷创作，杨晓锋言辞恳
切，将自己的所思所想清晰表达；而
谈及钧瓷行业面临的问题，他则冷静
分析，直言不讳。这个未及知天命年
纪就获得国家级称号的钧瓷大师，一
如其父亲——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杨
志，始终保持着对钧瓷艺术的不懈探
索。近两年，杨晓锋并没有急功近利
地进行大批量创作来获取经济利益，
而是不断思考，思考着自身艺术风格
的形成，也思考着钧瓷艺术的未来发
展。

钧瓷艺术的风格要紧随时代

“首先我们要明确一点，就钧瓷
艺术来说，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风
格，不论是唐宋元明清，还是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钧瓷烧制的不同
阶段。一代又一代‘钧瓷人’依据其
所处时代的审美情趣，不断增强着钧
瓷艺术的生命力，创造了辉煌的历
史。到了近代钧瓷复烧阶段，从大火
蓝到红色钧官窑，再到如今钧瓷艺术
形成的百花齐放，在窑变这一艺术特
色的主干上，又形成了不同的艺术分
支。”杨晓锋说。

追随着杨志大师的脚步，杨晓锋
在 少 年 时 代 就 进 入 了 钧 瓷 创 作 领
域。那时候，杨晓锋喜欢跟着父亲到
钧瓷厂拉坯房玩耍。看着一团泥巴
在拉坯师傅的手中轻旋慢捻，变幻出
各种形状，杨晓锋感到无比神奇。这
种年少时期的兴趣，引导着杨晓锋在
以后的岁月中也投身钧瓷创作，并成
为钧瓷界赫赫有名的拉坯高手。

1985 年 ，杨晓锋进入禹州钧瓷
一厂当杂工。对拉坯念念不忘的杨
晓锋偷偷自学，拉得有模有样。其
后，他拜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刘富安为
师，成为厂里的好苗子。1987 年，他
被保送到江西景德镇陶瓷学院深造，
师从著名陶瓷专家周国祯、吕品昌教
授，学习陶瓷雕塑和美学理论等，使
得他的创作视野进一步开阔，综合技
艺得到全面提升。

正是因自身的兴趣和努力，也有
着大师们的谆谆教导，在继承传统技
艺的基础上，杨晓锋在其后 30 余年
的钧瓷烧制实践中，积极探索，大胆
创新，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
格。

钧瓷作为中国优秀文化的一部
分，是人们表达文化情感、反映现实
生活的一种具体的物质载体，不同历
史时期的作品承载了不同的政治倾
向、经济水平和文化水平。杨晓锋的
作品《天池笔洗》《大象无形》《日月同

辉》《龙尊》《玄音》等无不展现着其深
厚的钧瓷创作技艺，也展现着杨晓锋
在这个时代的所思所想。

独特的作品来源于技艺的提高

在杨晓锋看来，技艺是从事钧瓷
艺术的基础。“作为一个‘钧瓷人’，要
想制作成一件得意的作品，要心、眼、
手达到极高的统一，手把旋转的泥
团 ，或 上 拿 或 下 捏 ，使 泥 性 不 断 张
扬。轮盘一旦开始旋转，心、眼、手一
定要做到稳、准、快，这是创作者和泥
土的对话，在对话过程中你会感受到
泥土张扬的个性。”杨晓锋说。

长期的创作，让杨晓锋认识到，
想做出好的作品，首先要在“工”“技”

“艺”方面具备深厚的功力。“工”，指
工艺，要有扎实的工艺理论与实践基
础；“技”，指技能，要高水准掌握钧瓷
创作的专业技能；“艺”，指艺术，要在
钧瓷美学的层面上达到相当的艺术
高度。

将跳刀技艺引入钧瓷，是杨晓锋

的突出贡献。从 2009 年开始，杨晓
锋留心探索，反复试验，调试轮子的
转速，改进工具，改变旋坯手法，不断
创新纹路。经过两年的摸索，他终于
研究出适用于钧瓷作品的“跳刀纹饰
技法”。刀行泥上，运转如风。杨晓
锋的跳刀纹饰，有的像万马奔腾的蹄
印，有的像战车碾过的履痕，有的像
万箭齐发的箭矢，有的像列队飞翔的
雁阵，有的像随风起伏的麦浪……

杨晓锋在传统手拉坯技艺基础
上，还独创了“杨氏悬空无接缝拉压
技法”，在向上拉坯的基础上，实现向
下拉坯，无缝成型。此法打破了过去
大器型必须采用注浆或脱坯制作的
藩篱，不但填补了拉坯不能做双层或
多层悬空成型的空白，而且使拉坯的
艺术价值有了质的飞跃。正因如此，

“杨氏悬空无接缝拉压技法”在中国
历史名窑烧成技艺大赛手工技艺大
赛上荣获金奖。

一些钧瓷产品的足部不施釉，或
沿用传统的满釉支钉法，在移动时，

足底部分容易划伤接触面。杨晓锋与
父亲一起，改进传统工艺，创出“满釉
圆形支圈法”，在作品底部圈足施釉，
在圈足内凹部分用带透气孔的圆形
支圈支起烧制。这样生产出来的作
品，底部光滑，无论在手感方面还是
在实用性方面，均十分人性化。

其作品《天池笔洗》运用“杨氏悬
空无接缝拉压技法”“满釉圆形支圈
法”等，竖截面形如“凹”字，上部为倒
圆锥天池造型，缓缓下凹的洗池施以
天青月白釉，宛如天池碧水，边缘平
整如镜，封闭的空间是整体拉坯而
成。

艺术的生命力表现在引领生活

钧瓷艺术的精神如何体现？钧
瓷艺术的发展之路在何方？近两年，
杨晓锋一直在思考这些问题。在他
看来，钧瓷艺术的发展面临着一定的
瓶颈。

“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突飞猛进
之后，钧瓷行业进入了一个沉淀期。

这一时期，以钧瓷壶为代表的钧瓷茶
具成为明星产品，也成为不少窑口赖
以生存的支柱产品。这种潮流，推动
着钧瓷艺术的普及，让更多人通过钧
瓷茶具认识钧瓷、了解钧瓷。但我们
也要有一个清醒的认知，钧瓷茶具不
是钧瓷艺术的全部，它只是钧瓷艺术
在当下阶段的一个重要分支，是钧瓷
行业适应市场推出的明星产品。”在
杨晓锋看来，钧瓷的精神如何体现，
靠的是“钧瓷人”不断通过各具特色
的作品引领生活。

“我的父亲曾说，创作来源于生
活，但同样要引领生活。这也是我一
直在思考的问题。我们要适应市场，
但不能一味地屈从于市场。作为艺
术品，钧瓷的发展要坚持市场一条
路、艺术一条路，两条路既有所交叉，
也并行不悖。‘钧瓷人’对于艺术的探
索不能停止，在学习和改进中不断前
行。”杨晓锋说，“钧瓷人”要把钧瓷当
作自己的生命，把身子俯下去，一步
一个脚印，矢志探索。

“其实在开窑之时，最能体现‘钧
瓷人’心境的变化。一件好作品，能
让我们满心欢喜，让人兴奋得吃不下
饭；但如果作品烧坏了，我们会瞬间
失落，无精打采。可以说，‘钧瓷人’
时常承受着这种情绪的变化。”杨晓
锋说。

“我们要有清晰的认知，钧瓷艺
术价值与它的市场价格并不匹配，顶
级钧瓷艺术品的价格应该会更高。
但一件作品的价格高，高在哪里？器
型好还不够，工艺好还不够，釉色好
也不够。关键是要在作品中体现思
想性和艺术性，要有与众不同之处，
让人们眼前一亮。我们常说，钧瓷要
在坚守传统的基础上创新，有创新才
有发展，不同的作品在时代的验证和
择取下，优秀的才会流传下来，成为
当下时代的一种文化载体，反映着时
代的精神，也展现着当代人的审美取
向。当后来人在欣赏作品时，可以通
过这些作品打开与作品创作时代沟
通的通道。”杨晓锋说，我们所处的时
代是个开放的时代，也是改革创新的
时代。钧瓷作为一门艺术，也需要延
伸出更多新内容、新变化，展现属于
这个时代的精神风貌。

为钧瓷艺术的发展探索更多路
径，这是杨晓锋最原始、也是最纯粹
的想法。在杨晓锋看来，这是一种责
任，也充满了紧迫感。沉下心来，创
作更多好作品、新作品，杨晓锋延续
着杨氏这个制瓷世家的艺术生命力。

情 融 于 器
——记中国陶瓷艺术大师杨晓锋

杨晓锋，男，1970年生，中国
陶瓷艺术大师、高级工艺美术师、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钧瓷
烧制技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河
南省工艺美术大师、河南省陶瓷
艺术大师、河南省轻工业学院兼
职教授、河南省“五一劳动奖章”
获得者。

▲杨晓锋近影
◀杨晓锋钧瓷作品《活

环长颈瓶》
▶杨晓锋钧瓷作品《天

池笔洗》

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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