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晚报记者 袁建龙 通讯员 张朝晖 文/图

本报讯 一生与根雕艺术结下不解之缘，
从湖北大学艺术系毕业后，郭顺昌从事专业根
艺美术创作，15年历经磨难不改初衷，创作了
300余件作品，建立了嵩山根艺展览馆。

前日，在极其简陋的展览室里，50多岁的
郭顺昌饶有兴趣地向记者介绍我国根艺美术
发展的历史。据他讲商周时期就有造木人的
记载，现在根雕艺术更是门派众多。

郭顺昌出生于中医世家和根艺世家，受家
庭影响，从小就酷爱根雕艺术。

郭顺昌告诉记者，根雕艺术创作非常艰
苦，劳动强度大，环境条件差，意外伤害多，作
品完成周期长。理想的根材大多长在悬崖峭
壁、荒山野岭等人迹罕至的地方。为了根艺，
十多年来他行程数万公里，中岳大地的沟沟坎
坎，村村寨寨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和身影。

没有任何经济收入的他把自己的生活
质量维持在生命的最底线。但他却又是
非常富有的，他创作的作品 300 多件，不断

获得大奖。有人劝他，只要能把获奖的作
品卖掉任何一件，就能轻易改善自己的生
活，但是他不肯，他认为，根艺创作是他生
命的全部，作品和荣誉凝聚了他全部的心
血和汗水。

郭顺昌对民间文化的传承和对下一代的
艺术教育培养很上心，对根艺爱好者他都毫无

保留地传授创作技巧和经验。他多年来坚持
举办书画艺术学习班，受其培训的人数多达
3000人次。

如今他已是中国根艺美术学会会员、高级
根艺美术师、中国根艺美术家，从事专业根艺
美术创作 15年，获得大奖 20多项。2005年他
建立了嵩山根艺展览馆。

郑州县市 A13

□晚报记者 熊堰秋 通讯员 杨建敏

本报讯 记者从新密市有关部门了解
到，在牛店镇月台村，一个大型古瓷窑遗址近
日被发现，文物考古专家称，这个大型古瓷窑
遗址，有可能是五代后周的御窑柴窑所在地，
该大型瓷窑遗址的发掘，将有望破解消失千
年的柴窑之谜。

据文物考古专家介绍，五代后周时期，周
世宗柴荣创烧的柴窑，烧出的瓷器滋润细腻，
技艺精绝，位列宋代五大名窑“钧、汝、官、哥、

定”之前，为诸窑之冠。但柴窑产品有限，传世
极少，有“片柴值千金”之说。柴窑的具体烧造
地点更是成为千古之谜。

柴窑窑址至今尚末发现，一般认为在河南
郑州一带，如《陶雅》说：“柴窑出河南郑州。”
《陶雅》亦称：“后周都汴，唐属河南道……柴
窑，当即在其都内。”

此次出土的月台瓷窑遗址，位于新密市牛
店镇月台村，是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和新密
市文物保护管理所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
发现的，总面积 150 万平方米，遗存有古窑址

数十座。经试掘，文物专家发现了丰富的文化
遗存，出土的部分器形规整、器表光滑、器壁厚
薄均匀、胎质坚硬、釉色优美、玻璃质感较强的青
瓷器，为探寻五代柴窑提供了重要线索。此外，
专家还考证出，据月台村柴窑村民组柴氏家谱记
载，此地窑址即为后周柴窑所在的方位。

新密市月台瓷窑遗址为五代至宋瓷窑遗址，
这对研究河南瓷窑由北向南发展的过程，及钧
窑、汝窑的发展源头，探讨中国瓷官窑的起源等
热点问题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今年8月份，月
台瓷窑遗址已被公布为我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40万元借款纠纷再次开庭

还款条3份司法鉴定
均被挑出“瑕疵”

□晚报记者 熊堰秋

本报讯 10 月 16 日，本报报道了《这 140
万元，到底还没还？》借款纠纷，昨天，新密市法
院就这一案件再次开庭，围绕着还款条的真假
以及司法鉴定是否公正等核心问题，原被告双
方再次展开激辩。

昨天上午，在法庭上，来自河南检苑司法鉴
定中心的吕姓工作人员称，在鉴定过程中，可能
会对检材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坏，关于这一点，她
在鉴定之前就对被告作出了说明并取得其同
意。她对检材上的指纹四周切取了四小块，对
签名进行了水溶性测试。

辽宁北方司法鉴定所的刘教授辩称自己不
清楚在鉴定期间，所里是否受过当地司法部门
的处罚，他只是具体鉴定人员，受所里安排做鉴
定工作。

被告李某及其代理人提出，西南政法大学
司法鉴定中心在进行鉴定期间，不知何人假冒
法院名义，给鉴定中心邮寄了一张未经质证的
样本复印件，这份复印件被鉴定人员当成样本
使用。由于这个“重大瑕疵”，被告代理人认
为，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书不能
作为证据使用。

在昨天的法庭上，原告及其代理人指证称，
河南检苑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书是接受被告单
方委托，其采用的样本存在来源不清楚、不合法
问题。此外，在受理被告单方委托进行鉴定时，
存在着超范围鉴定的违法问题。而辽宁北方司
法鉴定所本身只具备文书鉴定资质，也超范围
受理鉴定，因此，两份鉴定书都不能作为证据
使用。为了还原事实真相，请求法庭重新委托
鉴定机构，对还款条的真实性进行再次鉴定。
被告代理人则反对对还款字条重新鉴定。

庭审结束后，法庭宣布将择日宣判。

郭顺昌正
在悉心创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