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ENTI DONGTAI

文体动态

电话：4396800 E-mail：xcwh6800@163.com
值班总编 徐民府 编辑 兰民 校对 赵亮

4 2020年1月16日 星期四

厚重厚重厚重厚重厚重厚重厚重厚重厚重厚重厚重厚重厚重厚重厚重厚重厚重厚重厚重厚重厚重厚重厚重厚重厚重厚重厚重厚重厚重厚重厚重
HOUZHONG WENHUA

本报讯（记者 王增阳）1 月 10
日，2020 年全国“乡村春晚”建安
区郅庄村分会场节目选拔赛在市
群众艺术馆举行。

据了解，为引导各地“乡村春
晚”活动健康发展，提高文化活动
的群众参与度，1 月至 2 月，文化
和旅游部将组织开展全国“乡村
春晚”集中展示活动。2020 年全
国“乡村春晚”共有 8 个分会场，
分别在河南、安徽、广东、四川、内
蒙古、湖南、黑龙江、陕西等地与
浙江丽水主会场同时举行启动仪
式。春节前后将有 50 场大联欢
活动在河南各地举办，分为民间

民俗专场、村宝展演专场、红色主
题专场、非遗特色专场、美丽乡村
专场等，我市建安区郅庄村分会
场的村宝展演专场将于 1 月 25 日
精彩开演。本次选拔赛共分为舞
蹈类、戏曲类、综合类三大版块进
行，其中还包括了小品、武术、快
板、诗朗诵、变脸、乐器表演等丰
富的内容。演职人员都是建安区
桂村乡喜爱文艺表演的乡亲，他
们为了能把节目表演精彩，最终
登上 2020 年全国“乡村春晚”的舞
台 ，提 前 两 个 月 自 发 组 织 排 练 。
本次选拔赛现场精彩不断，热闹
非凡。

以 2020 年全国“乡村春晚”系
列活动为契机，我市将以更丰富
多彩的群众文化活动贯彻落实国
家乡村振兴战略，构建现代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开辟新的文化惠
民渠道，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
促进区域特色文化交流，丰富节
日公共文化供给，提升人民群众
文化获得感和幸福感。

2020年全国“乡村春晚”建安区
郅庄村分会场节目选拔赛举行

本报讯（记者 王增阳 通讯员 李彩）日前，记者从市文广
旅局获悉，2019 年，我市以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
建为基础，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打造特色文化旅游品牌，
推动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各项事业取得良好发展局面。

据了解，2019 年，省文旅厅、省文物局在我市召开文化市
场综合执法、文物保护宣传方面的现场会等；我市的国家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建工作顺利通过国家中期评估；全
市 2441 个村（社区）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实现全覆盖，达标率
提升至 72%；歌曲《小村微信群》荣获中宣部第十五届精神文
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越调《生日泪》获第八届黄河戏曲节
金奖，小戏《钱袋子》获第九届黄河戏剧节金奖、《夜巡》获银
奖，越调折子戏《招风树》入选中国·博兴非遗（稀有）小戏展
演活动。

2019 年，全市旅游接待 3196.62 万人次，同比增长 7.5%；
旅游综合总收入 213.55 亿元，同比增长 7.8%；成功签约文旅
项目 8 个，合同引资额 110.3 亿元，投资 200 亿元的中原梦想
城项目成功签约，曹魏古城等 15 个文旅产业转型升级项目完
成投资 42.1 亿元；中德产业园项目单位等 44 家企业入驻市文
化创意产业园，256 家企业入驻市文化产业网；许昌文庙等 4
家单位入选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灵井“许昌人”遗
址保护规划通过国家文物局评审，考古遗址公园规划通过省
文物局评审。

我市2019年
文旅工作亮点纷呈

1月14日，由东城区社会事务服务中心和许昌桑派豫剧院联合主办的“迎新春，送祝福”文化惠民
活动在位于市区文峰路的新时代老年公寓精彩上演，让老人们感受到来自党和政府的关心和温暖，享
受文化惠民活动的丰硕成果。 寇旭静 摄

□赵鹏举 陈海涛

一个人一辈子能在一个行业做
出成就已属不易，一个农民一生能
在 多 个 领 域 堪 称 大 师 简 直 是 个 奇
迹。今年 67 岁的薛明智，就是这样
一 位 奇 人 。 他 出 生 于 禹 州 市 褚 河
镇薛庄村一个农民家庭，却天资聪
颖、勤奋好学、善于钻研，在中医、泥
塑（古建）、绘画、诗词创作等领域都
取得了一定成就。他是一位从田野
间走来、集多种技艺于一身的“全能
乡土艺人”。

不图成一代名医，只为为

更多患者解除痛苦和灾难

薛明智 9 岁时母亲和妹妹因病
相继去世，他与爷爷和父亲相依为
命。他 10 岁时才入学，13 岁时因爷
爷病情加重生活不能自理，又不得
不辍学在家照顾爷爷。家庭的变故
让薛明智萌生了学医的强烈愿望。

有一次，他顶替父亲去给别人
拉煤挣了 5 毛钱，就用这 5 毛钱买了
一本《针灸基础》，开始自学中医。
薛明智凭着小学四年级仅有的那点
知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坚
持自学。

他靠着强烈的自信和超人的毅
力坚持攻读 12 年，通读了《针灸基
础》《针灸大成》等艰涩难懂的中医
学书籍。为了学习针灸技术，他不
断摸索得气的感觉和进针不疼的手
法，凡是手能触到的穴位他都反复
多次扎针练习。

除了自学外，薛明智还连续数
月每天徒步 15 公里，向省城来的老
中 医 学 习 诊 治 方 法 。 饿 了 啃 口 干
粮，渴了喝口凉水，虽然苦了点儿，
但他的医术大有长进。

1979 年，他到山东，路遇身患重
病奄奄一息、将被父母丢弃的孩子，
他为孩子开了个药方从而治好了孩
子的病，以至于 20 多年后他被请到
山东参加了这个孩子的婚礼。他到
马来西亚参加文化交流时，当地饭
店老板的妻子患病多年未能治愈，
他硬是药到病除。

薛 明 智 边 学 习 研 究 边 义 务 治
病，医术日臻成熟。1993 年他获得
河南省卫生厅颁发的民间中医师资
格证。在 10 多年潜心学习、研究实
践的基础上，薛明智对疑难病症的
诊治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从医
几十年来，经薛明智看好的病人不
计其数。

不图成为泥塑达人，只为

让民族文化得到弘扬和传承

薛 明 智 从 小 就 喜 欢 捏 制 小 泥
人，慢慢练就了一副好手。他的泥
塑作品大多取材于农村，带有浓浓
的乡土气息，各种形象惟妙惟肖，人
物神态恰到好处。

1999 年春，画圣吴道子故里禹
州市鸿畅镇山底吴村为建造吴道子
的塑像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招标。招
标公告发出后参加投标的单位不乏
国内知名艺术院校。

薛明智听说后，凭着自己娴熟
的技艺和多年的实践经验，决定大
胆前去一试。他靠自己的实力击败
了对手，征服了招标方，很自然地拿
下了这个项目。安徽绩溪胡氏祠堂
胡宗宪等 3 人的塑像就是出自薛明
智之手，禹州文庙的孔夫子以及文
殊绳李玄帝庙里的众多神像也有他
的功劳。

2009年，河南省人民政府授予薛
明智高级民间艺术师技术职称，《许昌
日报》记者采访后称其为“泥人薛”。
从此，“泥人薛”成了薛明智响亮的雅
号，也成了他泥塑作品的落款。

不奢望“吴带当风”，只求

自己的画作让人耳目一新

2010 年 10 月，薛明智接到胡宗
宪故居修缮领导小组的邀请电话，
让他去绘 3 幅影壁画。他首先从难
度较大的影壁画开始，在绘制过程

中废寝忘食，连续工作 26 天，可谓
一气呵成。

3 幅 影 壁 画 画 风 清 新 、形 象 逼
真，用笔流畅、着墨合意，专家验收
组看后一致通过，并且给出的评价
是“山水气势磅礴，动物活灵活现”，
南京理工大学艺术系的教授还把它
作为教材带领学生前往临摹。

除 了 绘 画 ，薛 明 智 在 砖 雕 、木
雕、古建等方面也有着很深的造诣。

不奢望语出惊人，只求雅

俗共赏以诗言志

薛明智自幼喜爱阅读唐诗，早
在行医期间便偶有诗作。1985 年他
到云南，在昆明一家饭店吃饭时即
兴作了一首题为《小饭馆》的小诗：

“佳肴一份力，亲热值钱多。腰包有
鼓扁，胃味各自乐。”这是他创作的
第一首诗。

1991 年春节期间，薛明智在青
岛，作了题为《夜思》的诗：“夜宿半
岛海角楼，错恨窗外涛浪吼。谁知
更深无眠意，只为千里人正愁。”这
首诗巧妙地运用借景抒情的手法，
写出了离家在外的游子心中挥之不
去的深深乡愁。

此后，薛明智便有意识地钻研
诗 词 ，主 动 学 习 有 关 诗 词 方 面 的
知 识 。 薛 明 智 写 诗 不 拘 时 间 和 地
点，只要灵感来了便诗情大发，无论
是烟盒、报纸，还是碎纸片，都能随
手拈来并写于其上。

薛明智的诗起承转合自然，格
律平仄恰到好处，读了使人回味无
穷。2003 年，他的部分诗作被编入

《千古绝唱——中华当代诗词名家
名句选集》和《世界华人艺术精品典
藏》。

不为扬名立身，就为乡土之恋

薛明智说自己有两个毕生的梦
想，一个是想创建农家艺苑博物馆，
把自己多年来呕心沥血创作的作品
全都摆放进去，集中展示 20 世纪 70
年代以前广袤的中原大地上，农村
最原始的乡土风貌和最纯朴的民风
民俗。

经过独立构思和筹划，薛明智
多年的梦想即将变成现实。如今，
在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
和帮助下，一座占地 3000 余平方米、
投 资 200 多 万 元 的 农 家 艺 苑 博 物
馆，正在按照规划紧张有序地建设。

为了筹建该博物馆，他倾尽了
自己多年的积蓄，也希望更多社会
力量以各种方式参与进来，共同建
好这一流传千秋的文化工程。

薛明智还有一个愿望，就是希
望能搭建一个平台，给他提供一个
讲堂，他会抽出时间去给孩子们讲
讲中医、教教泥塑、谈谈诗歌、说说
绘画、聊聊农村的那些事儿……

他愿意招收那些对泥塑等传统
手艺感兴趣的人为徒，把自己多年
积累的经验和技能，无私地传授给
他们。“泥塑艺术是老祖宗流传下来
的独特文化和宝贵遗产，我要让它
发 扬 光 大 而 不 能 让 它 在 我 手 上 失
传。”薛明智深情地说。

谁说农民没出息？薛明智用他
骄人的成绩告诉我们，新时代的农
民同样可以大有作为！

“全能乡土艺人”薛明智

薛明智近影 （资料图片）

近年来，我市大力开展文化惠民活动，推动群众组建戏
曲、广场舞等文艺演出队伍，丰富城乡群众文化生活。图为
第九届中国·鄢陵蜡梅梅花文化节期间，鄢陵县群众组织的
模特队在花博园走秀。 王增阳 摄

□本报记者 王增阳

知道葛剑辉，是通过微信朋友圈中一
系列“许女郎”主题摄影作品。主题或古风
或现代，人物有活泼靓丽的青春少女，也
有沉稳大气的成熟女性。场景众多，人物
各异，风格也不尽相同，但在葛剑辉的镜
头下，每一个人物都与环境巧妙融合，展
现出独特的女性之美。

在许昌摄影圈中，葛剑辉有一个更加
响亮的网名叫“老许”。最初，他想起名叫

“老许昌”，但又觉得不顺口，索性简略成
“老许”。他的真实身份，是许昌职业技术
学院的一名老师，搞摄影更多的是业余爱
好，坚持多年，始终热爱。不久前，在朋友
的介绍下，记者第一次见到葛剑辉，和他
聊起了他的摄影故事。

“以前相机是‘奢侈品’，很少有条件
接触到。上大学期间我买了一部华夏相
机，四处跑着拍照片。有了相机之后，拍得
比较多的是身边的家人和朋友，外出游玩
拍拍风景。起初拍照很随意，基本都是记
录性的，没有太过固定的题材和风格。后
来，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出现了很多摄影
网站，通过浏览网站优秀的摄影作品，我
学习到很多摄影知识，对摄影的兴趣也愈
来愈浓。”葛剑辉说，2007 年，他在当时的
知名摄影网站橡树摄影网申请注册了许
昌摄影俱乐部。

当时，橡树摄影网开创的“论坛+俱
乐部+线下活动+持证会员”模式，回避了
和其他摄影网站同质化的内容，成为当时
中国互联网极具影响力的摄影网站之一。
网站的摄影论坛里有很多摄影高手，葛剑
辉通过论坛交流，结识了很多知名摄影
师。从那时候开始，葛剑辉潜心学习、研究
摄影艺术，有目的地进行一些题材的拍
摄。同时，葛剑辉也将网站的运行模式引
入许昌，经常组织许昌的摄友开展线下拍
摄活动，作品发到网上居然获得不少好
评，无形当中给了他自信和力量，促使他
下决心继续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2009
年，葛剑辉和朋友们一起组建了许昌摄影
网，网站会员基本以许昌本地的摄影爱好
者为主，大家经常在一起举行一些拍摄活
动，相互沟通交流，共同进步，提高摄影技
巧。

拍得越多，学得越多，葛剑辉逐渐有
了自己的想法。“与很多艺术门类相似，随
着投入的时间和精力越来越多，很多创作
者都会在普遍创作后，找到自己的创作重
点。于摄影而言，有的创作者专注于风景，
往返于祖国名山大川之间，为壮丽河山留
下一幅幅精美影像；有的创作者钟情于时

代的变迁，从城市和乡村等不同侧面记录
国家的发展轨迹，记录着历史。我则将自
己创作的重点放在了唯美人像摄影上，从
普通人和普通风景中找寻创作的灵感。”
葛剑辉说，2014 年，他注册了微信公众号

“老许摄影”，开始比较系统地发布个人原
创的摄影作品。

“长期以来，我对人像题材比较感兴
趣，结合之前的拍摄经验，我决定以‘许女
郎’为主题拍摄系列唯美人像，希望依托
这一主题去发现、展示许昌女性之美，把
人物和许昌的人文历史、优美环境、特色
建筑等有机结合起来，展现和宣传和谐、
宜居、充满文化气息的现代莲城。”葛剑辉
说，从那时开始，他围绕这一主题深入挖
掘。

2015 年年初，葛剑辉在“老许摄影”

微信公众号上发布信息，公开招募“许女
郎”系列人像摄影模特，通过合作的方式
共同来完成摄影主题创作。“信息发布后
很受网友关注，2015 年当年，我一共创作
了 9 组‘许女郎’系列人像作品。当年年底
我在‘老许摄影’微信公众号上开展了年
度‘最美许女郎’网络投票活动，进一步提
升了‘许女郎’系列人像摄影的影响力。”
葛剑辉说，与他合作的女性，大多是普通
人，没有经过专业的训练，在拍摄过程中
会有很多困难。但正是如此，他的作品中
少了很多僵化的固定模式，多了许多自然
和灵动之感。

近 5 年来，葛剑辉陆续拍摄了《当芭
蕾遇上桥》《霓舞春秋楼》《舞动神垕》等
50 多组“许女郎”系列人像作品，模特就
是身边的普通人。“在每组作品的创作上，

我都会结合拍摄主题和模特个人特点，尽
可能去发掘展现她们最具个性和最美的
一面；在拍摄题材风格方面也注重多样
化，每组拍摄都力求去突破和创新。”葛剑
辉说，艺术创作需要思考，摄影也不例外。
在拍摄中，他会不断学习许多更高层次摄
影家的作品风格和创作技巧。“要把唯美
风格的人像摄影作品拍得更好，我认为摄
影师要具有独特的眼光，也就是摄影师看
待事物要善于在细微之处发现美，最终将
这些美转化为自己的作品。风格仅仅是表
象，其内在更多的是摄影师本人的内心情
感和人生体会的表达。这种情感体会来自
于 你 的 生 活 感 受 、人 生 历 练 、文 化 修 养
等。”葛剑辉说。

在葛剑辉看来，唯美人像摄影作品的
拍摄难度比较大，主题风格的确定、模特
的遴选、服饰、妆面、造型等难度比较大，
还要特别注重细节的表达和处理，通过对
场景、道具的选择，光影、色调的把控，拍
摄现场模特情绪的调动，照片后期处理等
环节，来体现摄影师的个人思想和审美理
念。“以道具的使用为例，选择适当的道具
与人物搭配，相互衬托，可以强化人像摄
影的主题，突出画面的美感。”葛剑辉说。

由于没有专业的团队，葛剑辉的每一
次拍摄，都需要他完成一系列工作，从主
题的选定，到模特的选择，再到场景的布
置、照片的后期处理，工作极为烦琐，但葛
剑辉仍乐此不疲。“尽管每一幅作品背后
都有艰辛付出，但捕捉美丽的过程和完成
作品的成就感能让我瞬间忘却辛劳。在拍
摄过程中，我也结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
友，大家经常聚在一起策划、拍摄、讨论，
收获了很多快乐。”葛剑辉说，这些年，人
像摄影作品拍多了，往往会出现题材重复
的现象。他想在今后的创作过程中创新思
路，改进创作方法，力争在创作题材方面
再丰富一些；同时寻求多方位的跨界艺术
合作，拓宽自己的视野，打造特色鲜明的
视觉空间，寻找更多的艺术知己和摄影同
路人。

“承诺是件美好的事情，但美好的东
西往往不会变成现实。我没有承诺，却想
把美好的东西变成现实。我是老许，我一
直在努力。”这是葛剑辉的座右铭。以唯美
人像摄影为主题，葛剑辉期望通过自己的
作品，让更多普通人发现自身独特魅力。

“未来，我会坚持下去，不断提高拍摄
水平，提升艺术品位，计划在适当的时候
筹办一次个人主题摄影展，形成具有许昌
特色的文创品牌，为许昌的文化事业作出
一份贡献。”葛剑辉说。

用摄影展现许昌女性之美
——“老许”葛剑辉和他的唯美人像摄影

▲葛剑辉作品
◀葛剑辉近影( 资料图片)
▼葛剑辉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