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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十一节前夕，在中国诗歌文化节
开幕式上，荥阳被中国诗歌学会授予“中国诗歌
之乡”荣誉称号。

荥阳是诗歌的发祥地之一。诗经的郑风、小
雅，有诸多篇章都描述了荥阳的风土人情。大诗
人王维、李白、白居易、韩愈、柳宗元、杜甫等都在
荥阳留下足迹，中唐诗人刘禹锡和晚唐诗人李商
隐都长眠于荥阳檀山原。

荥阳自古以来就有吟诗唱词的传统，在城
乡活跃着许多诗歌爱好者，多个民间诗歌团体
创作了万余首诗歌，出版了几十部诗集，为繁荣
我国的诗歌文化做出了贡献。为此，中国诗歌
学会在中国诗歌文化节开幕式上为荥阳诗人颁
发了特殊贡献奖，为荥阳市颁发了“中国诗歌之
乡”匾牌。

晚报记者 姚辉常 王战龙

本报讯 9月29日，来自美国、马来西亚、新加
坡、泰国、菲律宾等10多个国家以及国内13个省
市的682位郑氏宗亲代表，本市1000余名郑氏后
裔，汇聚在新密市郑庄公陵园，举行了“2008世界
郑氏宗亲纪念郑庄公诞辰2765周年祭祖大典”。

据《左传》《史记》等记载，春秋时期郑国最

有作为的第三代国君郑庄公，逝后就安葬在新
密市溱洧二水交汇处的岸边，2700 多年来，陵
墓一直保存完好，世界各地郑氏宗亲每年都要
来这里祭祖。有史学家称，郑庄公陵墓乃海内
外郑氏寻根祭祖之圣地。

晚报记者 熊堰秋 通讯员 梁冠山

本报讯 “鸿沟旁边摆擂，象棋故里争
雄”，荥阳楚河汉界杯棋王争霸赛九月赛，全国
各地百余名棋手展开激烈角逐，最终来自千里
之外的辽宁棋手范思远过关斩将夺冠。

经过两天九轮次的激烈角逐，九月赛前八名棋
手水落石出：来自辽宁的棋手范思远夺得冠军，和
黑龙江、广东等地的七名棋手成功晋级决赛，并共
享了万元奖金。为鼓励青少年棋手参与，比赛特意
增设了少年组，16岁以下棋手可以参加少年组比

赛，河南小选手郑钰、潘攀获前两名，晋级决赛。
荥阳市教体局副局长王万军介绍，在总决赛

之前还有8次周赛、2次月赛、8次象棋宝贝选拔活
动和象棋真人秀表演活动，有兴趣的棋迷朋友可
以登录楚河汉界网http://www.chhj.cn查看详情并
报名。他们将不断更新观念，创新模式，有意使比
赛公司化运作，将“荥阳·楚河汉界杯”象棋棋王争
霸赛打造成国内一流品牌赛事，形成文化产业。

晚报记者 王战龙

重阳节前夕，记者在巩义市杜甫巷一个居民
家中，采访到了慈祥健康勤劳的王转老人，她正在
专心致志地绣花。今年95岁的她身体健康，是位
从早忙到晚，一会儿也闲不住的人，不仅生活自
理，还能自画自绣花草虫鸟，据说五六百句的大鼓
书《合家乐》台词，她能一口气背诵下来。她制作
的小手工艺品更是邻里街坊们的“抢手货”。

晚报记者 周炜卿 通讯员 吴建朋 文/图

勤俭持家，乐于助人
王转老人膝下有六男二女，如今举家祖孙

四代已83口人。她从某机关退休的小女儿说，
母亲性情温和，心胸开阔，很有“大家”风范。年
轻时，父亲要为全家生计奔忙，家中老小吃饭穿
衣，子女上学读书，相亲娶媳，择婿嫁女以及走
亲串友等一切全靠母亲操持。那时全家吃饭已
近 30口人，却一直没有分家。这么多年来，家
里从没有发生过婆媳不和、妯娌吵架的事。

2002年，家人送她到医院做了白内障手术

后，她不仅生活自理，还经常做些穿针引线的活
儿。这些年来，她把积攒起来的碎布剪成三角
或方块拼起来，缝成各种图案的小被面、椅垫
子、钱包、绣球、平安扣、小香袋等物品送人；用
各种包装盒和硬纸板做的扇子、花篮灯笼，上面
画上花猫、小狗、蝴蝶、燕子，或花草树木、房子，
备受左邻右舍的喜爱。

去年邻村的一家来找她讨要“虎头脸靴”样
儿，她不仅给人家做了虎头靴，还缝了一个“百家
布”小被面一并送给人家。那家孩子做满月的头
一天专程来请她去听说书，让她点上一段。她当
即口述了一段五六百句长的以劝导兄弟团结互
助、妯娌间和睦相处的《合家欢》书文，让家人写
下来送给来人。第二天这段书文被说书人采用
了，效果很好。从此之后，这家说书班子在其他
村说书时，也连用了这个段子，大家反响良好。

心态平和，从来不动怒
老人干净整洁，几十年来一直坚持着“黎明

即起洒水扫除”的习惯，她居住的院子每天打扫得

干干净净。她的三媳妇说，老人很少让别人给她
洗衣服，尤其不让用洗衣机洗她的衣服。老人的
穿着很朴素很保守，每一件衣服都是穿了好多年
也舍不得扔，并且从来没有穿过开领的，现在家里
人给她买的衣服，几乎件件都经过她亲手改制。

问起老人的生活规律，兄妹几个都说，老人
早睡早起，一年四季坚持睡前擦身洗澡，常年吃
素，从不食肉，老人从早到晚手里总有活干，忙
个不停。她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不会东
家长西家短的说三道四，她教育儿孙们也这样
做人。她善良，几乎没有动过怒，别说和外人吵
架，自家的人也没有红过脸，她的心态非常平
和，没有要求，不讲条件，和任何人都很好相处。

说起现在的生活，老人开心不已：“现在的
日子真好，吃穿不愁了，还想着咋才能吃得更
好，穿得更好。”老人乐呵呵地说，她现在牛奶、
蜂蜜、松花粉等营养品没断过。前些天，在竹林
派出所工作的孙子还给她买了随身听呢，老人
整天带在身上，尽情享受。

□晚报记者 袁建龙 文/图

本报讯 9月27日上午，中国“登封窑”古陶
瓷复仿制品鉴定会在登封召开，来自中国文化遗
产研究部门、故宫博物院、河南省文物局等 16
位知名古陶瓷专家，对登封古陶瓷研究学会、登
封窑古瓷苑科技有限公司成功复制失传千年的
中国名窑“登封窑”珍珠地刻划花、白地刻划花、
嵩山钧瓷的技术和产品，给予了充分肯定。

“登封窑”曾为皇家生产贡瓷
仰韶文化时期的君召南洼遗址、夏王城岗

遗址发现的白陶，被专家们称为瓷之源头；从
隋唐五代一直延续到宋元时期的“神前窑”被
专家誉为“中原民间第一窑”；特别是唐宋时
期的曲河窑（即窑瓷史上的“登封窑”）尤为著
名，现存故宫博物院的珍珠地刻划花双虎瓶、
日本出光美术馆的白地刻划花执壶就是这一
时期的代表作品。

据《元丰九域志》记载，登封窑还曾为皇家

生产贡瓷。元代以后登封陶瓷的制作渐趋衰落。

多年研究复制出千年古陶瓷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嵩山古陶瓷研究学会

对登封的古陶瓷历史脉络进行了梳理，摸清了
不同历史时期登封陶瓷制品的类别类型、制
作工艺、风格特点，对登封各地的陶瓷制品
制作原料进行了化验、分析，于 2006 年年底
开始了古陶瓷复仿制品的研发工作。经过
一年多的反复实验，失传千年的登封窑古陶
瓷制作工艺得以恢复，一批精致古雅的古陶瓷
产品被复仿制出来。

“登封窑”古陶瓷复仿制产品，分珍珠地刻
划花、白地刻划花及嵩山钧瓷三大系列20多个
品种。专家们认为：复仿制的珍珠地刻划花、白
地刻划花及嵩山钧瓷等产品使用原产地材料，
运用传统工艺烧制而成符合复仿制品的有关要
求。复仿制品从器型、胎色、釉质到装饰效果，
造型流畅饱满浑厚、釉色纯正，基本达到了宋代
同类标本的水平。

失传千年的“登封窑”古陶瓷复制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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