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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增阳 文/图）7 月 24 日，我市越调
表演艺术家马中太收徒仪式在许昌戏曲艺术馆举行，
青年戏曲演员鲍逢贺拜入其门下，研习越调净行艺
术。

许昌素有“戏曲之乡”的美誉，一直有着戏曲文化
的发展沃土。豫剧、越调、曲剧是许昌的三大戏曲剧
种，多年来，在几代戏曲艺术家和戏曲工作者的共同
努力下，许昌戏曲结出了丰硕的果实，许昌越调已被
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马中太现为
国家一级演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河南省戏剧家
协会会员、许昌市戏剧家协会理事、非物质文化遗产
许昌越调市级代表性传承人、许昌市第五批优秀学术
技术带头人。长期以来，马中太在越调艺术中主攻净
行，继承李自杰、宋学文等著名净行演员的唱腔优长，
结合自己的嗓音特点，探索出极富个性的花脸唱法，
使越调净行唱腔更加苍劲豪迈、宽亮纯净，与其威猛
而稳重的表演功架相辅相成，塑造了如徐延昭、包拯
等诸多人物形象。其代表作有《艳阳楼》《包公三勘蝴
蝶梦》《无佞府》《狸猫换太子》《掉印》《探阴山》等。

收徒仪式上，许昌越调优秀青年演员鲍逢贺正式
拜马中太为师，中国剧协副主席、河南省剧协主席、河
南豫剧院院长李树建，许昌市戏曲艺术发展中心主任
黄力杨作为见证人，与在座嘉宾一起见证此次收徒。

越调表演艺术家

马中太喜收新徒

本报讯（记者 王增阳 通讯员 苏根
长）7 月 28 日，记者从市文化旅游部门获
悉，市委七届十一次全会暨全市领导干
部会议召开后，全市文化旅游系统传达
学习会议精神，结合实际狠抓“六稳”“六
保”有关措施落实。截至目前，全市 455
家网吧、110 家文化娱乐场所全部开放，
80%的 A 级 景 区 、90%的 旅 行 社 复 工 复
业。

据了解，全市文化旅游系统通过多
种措施，推动文化和旅游行业平稳运
行。一是用好政策，助推行业复苏。市
文广旅局用足用好上级解难纾困政策，
帮助 35 家旅行社退还质保金 330 万元、
6 家文旅企业申请享受以工代训政策、

15 家文旅企业享受稳岗返还补贴、50 家
文旅企业争取金融支持。二是加强宣
传，打造文旅品牌形象。全市文化旅游
系统实施“五个一”项目工程，以许昌
三张文化旅游名片为主题，制作 6 件套
宣传折页，在酒店、景区、车站等场所
投放；策划推出“曹魏故都文化游”等
5 条文化旅游精品线路、“话三国风云、
颂曹魏文化”等三大主题研学游线路和

“魅力禹州”“休闲襄城”乡村旅游线
路。三是持续用力，促进文旅市场回
暖。全市文化旅游系统推出“清凉一
夏·玩转许昌”暑期文旅消费季主题活
动，激发市场活力；开展“美丽乡村我
的家，大家一起游许昌”、旅游商品线

上线下推广、旅游商品大赛暨旅游商品
展等活动，发放 3 万份共约 3000 万元的
惠民优惠券，接待游客近 4 万人次，参
展企业商品销售额 100 多万元。四是加
大力度，推进项目落地实施。市文广旅
局与中青旅控股等 5 家公司对接曹操兵
营等 5 个拟签约项目，谋划唐韵森林康
养小镇和岁月鄢陵项目，争取专项债资
金 2.2亿元。

下一步，全市文化旅游系统将加快
“两新一重”项目建设，推动灵井“许昌
人”遗址、汉魏许都故城、十里庙遗址、禹
州钧窑址等重要文物遗迹的开发利用，
主动融入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建
设；继续采取措施，全面重振消费活力；
加大文旅宣传推广力度，开展线上线下
文旅推介活动，集中展示许昌网红打卡
地和特色文旅资源、地方特色产品；挖掘
历史文化内涵，丰富夜间游览产品、夜间
演出市场，优化文化旅游场所夜间餐饮、
购物、演艺服务，鼓励建设多种业态的文
化旅游消费集聚地。

全市文化旅游系统

贯彻落实市委全会精神

鲍逢贺向师父马中太献花。

□段建伟

7 月 23 日下午，历时三天的许昌市戏曲艺术发展中心第
七届业务大考评活动落下帷幕。三天六场比赛，80 名演职人
员 ，表演、乐器、导演、服装、道具、木工、党务、财务、人事
……该中心人员悉数上场，用才艺绝活儿大比拼的方式，彰
显了该中心的实力、激情、活力。

许昌是“戏曲之乡”，豫剧、曲剧、越调三大剧种齐全，戏
曲文化底蕴深厚。党的十八大以来，许昌市深入贯彻落实党
中央关于文化文艺工作的重要精神，积极担当“举旗帜、聚民
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许昌市戏曲艺术发
展中心坚持连续七年举办业务大考评活动，进一步提高了全
体人员的创作、表演、演奏及服务水平，激活了许昌市戏曲传
承发展的内生动力，使一批批优秀人才茁壮成长，许昌戏曲
行稳致远的根基打得更牢，“戏曲之乡”灿烂辉煌的明天更加
可期。

2013 年，市豫剧团、市曲剧团、市越调剧团合并成立许昌
市戏曲艺术发展中心。该中心成立后，新一届领导班子面对
三个剧团合并后人员素质参差不齐、业务水平良莠不齐、慵
懒散现象突出的状况，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大胆提出了“开
展岗位大练兵活动，每年开展一次业务大考评，并把考评结
果与绩效工资挂钩，与提职进档挂钩”的决定。该中心规定，
非编人员根据考核结果每年调整工资，按照参加考核人员总
数 15%、35%、49%的比例，核定一档、二档、三档人数，进行相
应的工资调整；在编人员的考核结果，除作为推荐参加省、市
戏剧大赛的参考外，还作为职称评聘、评选优秀工作者、外出
学习推荐的主要依据。

2014 年，许昌市戏曲艺术发展中心业务大考评活动在职
工的畏难和观望情绪中定了下来。在随后的备考过程中，广
大演职人员面对日益临近的大考，面对要接受专家评委检验
的压力，面对大考成绩与工资、职称挂钩的制度安排，开始暗
暗努力、暗暗较劲、暗暗比试，决心要在赛场上一决高低。一
时间，该中心全体人员练功学习蔚然成风。

该中心自 2014 年举办第一届业务大考评活动以来，至今
已成功举办了七届，特别是今年的第七届业务大考评活动，
较之前六届更加完善、更加全面、更加科学。

第一，参加人员范围扩大。第七届业务大考评活动由原
来的只有演员、演奏员参加考评，增加为舞美队人员、办公室
人员等全员参加考评；由原来 50 周岁以下非编人员参加考
评，增加为非编人员全部参加考评。此次业务大考评，年龄最
大的 63岁，最小的 18岁，老中青同场竞技，盛况空前。

第二，考评内容难度增加。演员增加了视唱、才艺展示内
容；演奏员增加了视唱、视奏内容；办公室人员根据自己分工
制作 PPT 课件，撰写 3500 字以上论文，并根据评委提问回答
相关问题；舞美人员阐述相关行业论文内容，根据评委要求
进行实际操作或者回答评委提问。

第三，评委专业级别越来越高。前五届业务大考评活动
以本地评委为主，以业务技能打分为主。从第六届业务大考
评活动举办以来，该中心全部邀请省级知名艺术家、导演、音
乐设计等人员担任评委，打分越来越科学，点评越来越专业，
业务指导越来越到位，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以赛选人、以赛
推人作用越来越明显。业务大考评不仅是一次提资晋级的考
核，还成为发现人才、业务技能辅导提升的重要途径，成为该
中心对外展现整体实力的重要平台。

第四，网上全程直播。本次业务大考评，该中心邀请了河
南戏剧杂志社、“戏缘”网络直播平台、许昌百姓文化云等媒
体前来拍摄、录制，全程直播考评盛况。据统计，本次业务大
考评，网上点击量 68.8 万人次，观众参与热情高涨，关注度和
戏迷参与度创下新高。业务大考评的网上直播，将戏曲艺术
的精彩纷呈、流派艺术的独特风采、人才培养的可喜成果，以
及当下该中心全体演员、演奏员、工作人员的实力和风貌，生
动地展现在广大观众面前，使大家感受到戏曲艺术的迷人魅
力，培养了观众群体，打造了许昌样板，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艺
术成功和社会效益。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业务大考评如一缕
春风，搅动了一池春水，许昌市戏曲艺术发展中心“比、学、
赶、帮、超”的氛围日渐浓厚，练功学习成为常态。一路走来，
业务大考评为演职人员提供了一个展示才华、切磋技艺的舞
台，成为繁荣发展戏剧事业、出人出戏出效益的重要抓手，对
进一步提升演职人员业务水平、发现和培养优秀戏曲人才、
激发发展活力、助推许昌戏曲文化建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文化是城市的软实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需要发挥文
化凝心聚力、成风化人的重要作用。希望许昌市戏曲艺术发
展中心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多措并举，培养更多更优
秀的戏曲人才，把许昌“戏曲之乡”的品牌擦得更亮、叫得更
响。

用业务大考评激发

许昌戏曲传承

发展的内生动力

在 2020年“全民健身日”到来之际，市体育
局组织市民群众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
引导市民群众强身健体，丰富文体生活。

▲7月 28日，市民群众正在排练功夫扇。
▶7月 29日，市民群众在市区许都公园精

心排练健身舞蹈。
寇旭静 摄

市
民
喜
迎

﹃
全
民
健
身
日
﹄

□本报记者 王增阳 文/图

相较于山水画作，刘汉民的名
字更多的是出现在与警务宣传相
关的稿件和报道写作中。作为襄
城县公安宣传系统的一名老兵，刘
汉民围绕本职工作，致力于促进人
民 对 公 安 工 作 的 关 心 、认 可 和 支
持。而在此之外，他也是一位长期
从事山水画创作的画家，以众多风
格独特的作品，展现着自己对于山
水之景的美学体验。

仲夏时节，刘汉民趁着周末，
带记者走访了几位襄城县书画家，
对话之中，他也向记者讲述了自己
对于山水画创作和中国传统画作
发展的一些想法。

在刘汉民看来，多年来坚持绘
画的理由很简单，因为喜欢，就一
直学一直画。“我 1988 年考入河南
省艺术学校，接触到美术专业。当
时的美术专业包含的内容比较广
泛 ，包 括 平 面 美 术 、舞 台 美 术 等 。
当时学校中的老师，有很多在省里
都很知名，比如刘万林老师。跟随
着老师们，我学到了很多专业的知
识。”刘汉民说，毕业之后，他就进
入 襄 城 县 公 安 系 统 ，从 事 宣 传 工
作。

参加工作后，刘汉民在繁忙的
工作之余，也没有放下绘画，主要
专注于国画创作。山水、花鸟、人
物，最初的刘汉民，并没有确定一
个主攻方向，他开始了自我探索的
道路。随着创作的深入，刘汉民渐
渐意识到，自己最擅长和喜爱的，
是山水画。“山水画展现着中国人
文精神所特有的文化内涵，画家穷
尽笔墨技巧，勾勒着自己心中的山
水意象。我在创作中，能从山水之
间，获得更多共鸣。”刘汉民说。

中国的传统山水画，着重借助
景物来表达画家内心对大自然的
感知，传达出画家的个人情绪。在
山水画的创作中，刘汉民也渐渐有
了 困 惑 ，遇 到 了 瓶 颈 。“ 有 一 段 时
间，怎么画都没有感觉，创作出来
的作品总是不满意。有时候觉得
纸不行，有时候觉得笔不行，有时
候觉得手不灵活，思考之后，发现
其实还是思维的问题。没有思路，
作 画 的 过 程 中 自 然 难 以 流 畅 、顺
遂，出来的作品也就难有韵味。”刘
汉民说，他意识到，自己还需要继
续学习。2012 年，刘汉民到北京参
加更加专业的国画学习，从绘画创
作理论和中国传统绘画知识等方
面不断充实自己。

在更高层次的院校中，刘汉民
学到了用笔、构图、用墨的合理化，

山水画作中组成元素的部分和一
体的关系等内容。“通过学习，我认

识 到 ，在 创 作 中 每 动 一 笔 都 要 思
考，要让每一笔都能与整体画作和

谐统一。在学习和实践中，我的
创 作 思 维 和 方 式 逐 渐 发 生 变 化 ，

创作之时，更加随心所欲。”刘汉
民说。

山水画创作来自画家对自然
的 描 绘 ，但 这 种 描 绘 不 是 机 械 再
现，而应该是自然现实的形神与画
家主观情感的有机结合。不同的
画家面对同样一个景象，可能会选
取其中的一部分，然后按照自己的
理解进行组合和再造。

对山水画家来说，创作源于自
然，也来自画家的内心感悟，创作
山水画就是画家把从自然中感知
到的内容通过自己的情感体验转
化为艺术。在刘汉民看来，传统中
国山水画，在不同的时期体现着
不同的特色。“山水画的历史非常
悠久，在遵从一定的创作技法和
要求之外，它没有给创作者规定
各种各样的规格，而是让不同的
创作者自由发挥，找寻自己内心
最深切的感受。”刘汉民说，画家
要 把 在 大 自 然 中 获 得 的 不 同 素
材 ， 与 自 身 感 悟 有 机 结 合 起 来 ，
通过自己的绘画技法，以不同的
表现形式展现出来，让欣赏者获
得美的享受。

笔墨当随时代。一幅画作，不
仅具有观赏性，也可以反映时代，
服务于生活。刘汉民说，在山水画
创作中，他不仅是要展现一种具体
的创作技法或者是某一特定的景
色，而且希望借助画作传达真、善、
美。“我创作的一幅画作叫《情系深
山》。画作的主体部分遵从传统山
水画的布局，而在主题部分，我画
了一座桥梁，桥梁之上，是一名民
警和一个背柴的老农在对话。这
样的画作，来源于传统山水，又反
映着时代特色。”刘汉民说，这样的
作 品 将 警 务 工 作 与 山 水 画 相 结
合，极具时代特色。

作为中国传统艺术门类中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山水画的历
史极为悠久，也经历了不同的发
展阶段。“山水画不仅是一种艺术
创作，也是画家内在感悟的直观
体现，在创作时可以把这个时代
的精神风貌、人们的审美情趣和
传统的山水画内涵相结合。山水
画可以成为展现这个时代的一个
载体，更具生命力。”刘汉民说。

“扎根传统，面向时代，反映
生活，寻找新意，在新的历史发
展时期，山水画有着广阔的发展
空间。传统山水画的创作与这个
时代相结合，能够有更加强劲的
生命力。”刘汉民说，深入生活，
在实践中创新，他会将中国山水
画的传统笔墨，衍生出更多能描
绘当代山水的新鲜感、时代感。

山水有新意
——记山水画家刘汉民

▲刘汉民近影
▼▶刘汉民画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