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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解疑惑，专家建议
美国游泳选手兴奋剂
检测样本可进一步检测

据新华社电 巴黎奥运会虽然已
经结束，但国际舆论对一些美国游泳
选手比赛后脸色异样的问题关注热
度不减。国内药物分析领域专家建
议，如果希望解开公众疑惑，国际奥
委会可要求法国巴黎奥运实验室针
对性开发检测方法，尽快对运动员样
本启动进一步检测，或将样品尽快送
至已经具备相关检测能力的德国科
隆兴奋剂检测实验室检测。

这位专家表示，没有证据无故怀
疑运动员用药是缺乏科学精神的，而
根据一种现象就推断运动员使用了
某种药物，同样不够严谨，必须通过
实验室检测才能得到服众的结果。

专家表示，有多种药物可以导
致人运动后脸色发红发紫，网上猜
测的三焦磷酸肌醇（ITPP）只是其中
一种。这种药物并没有在世界反兴
奋剂机构的《禁用清单》中列举，但
该药物符合《禁用清单》中 M1.2 类
禁用方法的描述。奥运会期间巴黎
奥运实验室大概率并未针对此药实
施检测。

通过查询国际期刊文献数据库
可以获悉，德国科隆兴奋剂检测实验
室在 2014年曾发表针对此药的检测
方法，如果希望解除公众对此疑惑，
国际奥委会可以将样品送到该实验
室实施针对性检测。

“剧情扣人心弦，演员唱功佳，旋
律优美耐人寻味……”驱车 200多公
里 3个多小时，专程从聊城来济宁大
剧院看戏的王先生说，以前曾在电视、
网络上看过曲剧《鲁镇》，但是现场观
看，这还是第一次，比电视上震撼得
多。8月17日、18日，河南省曲剧艺术
保护传承中心创排的曲剧《鲁镇》全国
巡演走进历史文化名城济宁。

几十年来，河南省曲剧艺术保护传
承中心（河南省曲剧团）从未来济宁演出
过。这次是国家艺术基金2024年度传
播交流推广资助项目曲剧《鲁镇》第一次
来到这个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的名
城演出，处处可感受到当地观众的热情。

17日开演前，一对年轻的夫妻分
别拿着鲁迅先生的《呐喊》《彷徨》两本
小说、《鲁镇》节目单以及鲁迅先生坐
在藤椅上的雕像在海报前合影，原来，
他俩是鲁迅先生的忠实粉丝。演出
中，台上的演员表演卖力，台下的观众
也热情鼓励，整场演出都可以感受到
这种互动的激情。

无论是饰演“祥林嫂”的李晶花、
饰演“狂人”的杨帅学、饰演“鲁四老
爷”的董渊博，还是饰演“贺老六”的李
亚军、饰演“鲁四太太”的刘艳丽、饰演

“鲁定平”的常向克，每个人都有上佳
的表演。身段唱腔道白，都赢得了台
下观众的连连称赞，这其中一大半的

观众还是第一次欣赏到河南曲剧，近
距离领略到了曲剧艺术的韵味之美。

演出结束后，刘艳丽、杨帅学两位
艺术家顾不上卸妆，不辞劳苦地又为
热情的济宁观众献上了《风雪配》和

《卷席筒》等传统名剧的经典唱段，这
也是对台下给予多次掌声鼓励的全场
观众的回报和感激。

此次巡演是河南省曲剧艺术保护
传承中心首次开展的国家艺术基金传
播交流推广剧目的全国巡演，也是该
中心完成的第七个国家艺术基金资助
项目。接着，《鲁镇》还将走进西安、郑
州等地演出。
记者 秦华 通讯员 郑红旗 程胜泽

近200名乒乓球爱好者
市十二运会挥拍较高下

本报讯（记者 陈凯）经过 3天角
逐比拼，郑州市第十二届运动会全民
健身组乒乓球比赛［市区部、县（市）
部］，近日在郑中国际学校举行。最
终，各项目组别名次各有归属。

本次市十二运会全民健身组乒
乓球比赛分为市区部、县（市）部，市
直部、驻郑单位部两大组别。其中，
市区部、县（市）部组别，吸引了来自
我市各县（市）区的近200名乒乓球爱
好者汇聚一堂，激情挥拍一较高下。
该组别分为甲、乙、丙三个组，各组均
设男、女团体，男、女单打四个项目。

乒乓球在我市有着深厚而广泛
的群众基础，乒乓球比赛也是郑州市
运动会的常设项目。“本次比赛旨在
为我市广大乒乓球爱好者搭建一个
切磋球技、共同提高、展示风采的平
台，促进我市业余乒乓球运动竞技水
平的提高，以及乒乓球项目在我市的
推广和普及。”郑州市第十二届运动
会全民健身组乒乓球比赛负责人史
蕾介绍说。

据了解，郑州市第十二届运动会
全民健身组乒乓球比赛市直部、驻郑
单位部组别，将于 9月初在郑州市体
育馆举行。

中国足协原副主席
李毓毅受贿案一审宣判

新华社电 8月19日上午，湖北省
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
中国足球协会原副主席李毓毅受贿
一案，对被告人李毓毅以受贿罪判处
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
百万元；对其受贿所得财物依法予以
追缴，上缴国库。

传承创新中国绳结
千年文化一结情深

中国绳结艺术是一种古老而独特的传统工艺，它起源于远古时期的结绳记事习俗。最基本的绳结形态是由两根细丝
相互扭结而成一条绳，再在这条绳中加入一个十字形的结，便构成了绳结的基础形态。这些对称而精美的绳结，不仅编织
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生活，更承载着中国人民的美好祝愿。

领略曲剧艺术韵味之美
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曲剧《鲁镇》全国巡演走进历史文化名城济宁

编织绳结如做文章，三分编七分调
8月17日下午，记者踏入方晓

东老师的工作室，这里不仅是一个
学习编织技艺的场所，更是一个展
示传统手工艺之美的空间。方老
师正在全神贯注地教导两位徒弟
编织小蛇，工作室的各个角落还摆
放着方老师创作的各种手工绳结
艺品，从精致的绳结挂饰、中国结
到各种装饰性的绳结艺术品，每一
件都展现了方老师的匠心独运。
方老师拿起半成品展示给记者看，
并告诉记者：“你看，绳结的编织如
同做文章，三分编七分调，调贯穿
于编的过程中，与润色一样，常润
色，才能写好文章，常调度，才能让
绳结工整精美。”当记者问到中国
结的形态与意义时，方老师说：

“中国结的制作方法丰富多样，有
平结、纽结、十字结、藻井结、盘长

结等。其中，盘长结是中国结中最
具代表性的图案之一，其造型寓意
着心物合一、无始无终、永恒不灭的
最高境界，具有强烈的民族风格。”

常创新才是中国结艺发展之道
创新是中国结艺等非物质文

化遗产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
正如方老师所提到的，这类艺

术形式往往因为较为小众而面临
传承难题。许多人对中国绳结艺
术的认识仅限于“中国结”，在创作
出新颖且具有个人特色的作品方
面显得力不从心。“为了克服这个难
题，我不断探索新表现手法和技术，
买绳结教材书十几套，自己钻研手
法，也结合现代审美趋势进行创新
设计，这样才能吸引更多年轻人的
关注和兴趣，让传统技艺焕发新
生。”方老师说道。

绳结传承进行时
自发形成网站为初学者提供方便

2009年，中国结艺网的创办，
让喜欢绳结艺术的人们聚集在这
个同好论坛中，该网站为同好者提
供了大量的原创中国结图文实拍
教程，视频教程供喜欢中国结的爱
好者免费学习。同时还展示了大
量结艺前辈和结艺爱好者的作品，
以及相关的中国结文章、中国结书
籍介绍，旨在更好地传承发展中国
绳结艺术。如今成为中国结艺网
评委组长的方老师自豪地告诉记
者：“通过我们仔细研判教材、教学
视频与老师仔细点评，学员可以更
好地吸收到绳结艺术知识，每一年
的网站成员都在增加，今年用户达
到 250万，我对绳结艺术的传承充
满信心。”
记者 黄栖悦/文 李新华/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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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晓东在向学员认真讲述绳结技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