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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太极耍长拳说快板，再来段绕口令
“来了老妹儿！”“我打包一份烩面中不中？”

外国学子展才艺秀绝技
郑报全媒体记者 张勤 王战龙 王红 张华张竞昳 文 马健 周甬宋晔 图

一把油纸伞，白皮肤、黑皮肤的外国女孩，宛如化身为中国江南水乡的婉约女子；
一把剪刀能剪出别样精彩，中国最古老的民间艺术之一的剪纸，在外国学生手里栩栩如生；
长舒水袖，看遍中国京剧的生旦净末丑；舞台变脸，又让观众领略川剧的特有魅力；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太极拳，已然成为东方传统文化的象征，外国学生的动作也是有模有样；
…………
在第十二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过桥赛”才艺展示的舞台上，来自五大洲的参赛选手诠释着

他们理解的中国文化符号。

士 说 仰 韶
向世界传播仰韶

渑池 世界美酒特色产区的粮食史

当嘹亮的豫酒
振兴号角吹响时，
滋润黄河两岸长达
7000 年 的 仰 韶 文
化迎来大时代的新
一缕曙光。

欣 逢 盛 世 ，文
以 纪 志 。《士 说 仰
韶》瞩目于社会贤
达、名流、学者、作
家 、艺 术 家 等 ，以

“说”的方式、以各
自的视角解读仰韶
文化之于时代的伟
大意义。

为中国酒业引
领世界消费而持续
精进，使仰韶文化
成为影响人类的伟
大智慧。

本期嘉宾：

10月 18日，以“世界美酒，共享荣耀”为主题
的 2019年上海第十四届中国国际酒业博览会开
幕，中国酒业协会在此发布了世界美酒特色产区
名单，其中，仰韶酒业所在地三门峡市渑池县赫然
上榜，系河南白酒特色产区。

中国酒业协会的工作人员向记者叙述了成为
特色产区的多个必要条件，有气候温湿度、水源、
生产原料等诸因素。

在已见诸报端的《士说仰韶》文章中，多以仰
韶彩陶为主进行传播。时值渑池县入选世界美酒
特色产区之际，记者前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专
程就仰韶时代的粮食特色问题采访魏兴涛。

对于豫、陕、晋的这片土地，魏兴涛非常熟稔，
其考古成就也多与仰韶文化有关。2018年 10月
31日，他还应渑池县政府部门邀请，专程前往，就
仰韶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项目及遗址考古发
掘工作调研、指导。

关于仰韶时代的粮食问题研究，从 20多年前
的发掘开始——

1997 年 9 月—1998 年 12 月，为了配合连霍
高速公路洛阳至三门峡段的建设，河南省文物考
古研究院魏兴涛先生主持了对三门峡市湖滨区南
交口村进行考古发掘。对于考古界而言，这次发
掘有着巨大的收获。其中发现的仰韶文化遗存有
半地穴式房址，有数量众多的泥质红陶和夹砂红

褐陶器物，并且出现了与西安半坡、临潼姜寨、华
县元君庙等处仰韶文化遗存近似的杯形口小口尖
底瓶、敛口罐。限于篇幅以及本文所期待探讨的
粮食问题，上述内容不作展开表述。而这次发掘
的额外成果就是，通过水浮选法第一次在黄河中
游一带发现了仰韶文化的水稻实物，年代属于仰
韶中期。

这次考古工作发掘出的完整米粒和稻米残
块，从形体上看，属于已被人为加工脱壳的粳米。
与这些标本共存的生产工具中，既有形体厚重的
石铲、石斧，也有形体较大而薄、磨制精致的扁平
石铲，这些工具既可用于垦耕旱地土壤，也适宜水
田耕作。

在对南交口仰韶文化遗存的不断研究中，魏
兴涛划分了仰韶文化一、二、三期。对仰韶文化一
期研究的同时，又在三门峡灵宝市坪村南的黄土
层中发现了夹有仰韶文化早期陶片的湖沼相沉
积，并长达数公里，表明该区域内已经有湖沼分
布，当时气候应比较温湿。

2007 年 10 月，魏兴涛率队再赴南交口仰韶
文化遗址调查，对出土稻、粟粒的碳 14测年距今
约 6000年。相比 1997、1998年的发现更进一步
的是，这是黄河流域首次在更早的仰韶早期发现
水稻遗存的重要实例。因为水稻具有明显喜温湿
的特性。可以进一步佐证，仰韶早期黄河中游三

门峡一带的环境已经较温暖湿润了。
同一时期，陕西临潼姜寨、甘肃秦安在地湾发

现的是粟或黍等旱地作物，而南交口一带也以粟、
黍居多。由此可见，三门峡一带的农作物品种很
可能仍以旱地作物为主。但是水稻作物也已经成
为人们口粮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魏兴涛说：“仰韶早期的人们因地制宜，在距
水源较远的黄土台塬、边坡或阶地上种植粟、黍，
而在适宜的滨水湿地上栽培水稻，宜粟则粟，宜稻
则稻，这里早在仰韶早期就已形成既种粟又种稻
的稻粟混作农业经济。

“多品种的种植模式被认为是种植制度先进
的体现，它不但可以提高农业生产的收获量，而且
能够降低单一作物种植的危险系数，是先民进一
步充分利用自然条件服务于生活的实证，是农业
经济大发展的标志。”

一粒稻米的行走，同样赋予浓郁的文化能量，
如果认为粟、黍类作物系三门峡本邦产品，那么稻
米的传播则基本沿郑州、洛阳、三门峡直到关中，
三门峡地处陕豫交界，是仰韶文化内部交流的重
要通道，仰韶时期稻、粟、黍的共性组合，距今近
6000年历史，既为当时人们提供稳定的植物类食
物资源，也为“三代”的兴起、繁荣和强盛提供了宝
贵的物质保障和精神财富。

王见宾

魏兴涛
魏兴涛，河南

鲁山人，1966 年出
生，汉族，中共党
员，北京大学博士
毕业生，河南省文
物考古研究院研究
员、副院长，河南省
宣传文化系统“四
个一批”人才，河南
省政府特殊津贴专
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
目首席专家。具有田野考古发
掘负责人资格。长期从事新石
器时代和夏商时期考古学研
究，对中原文明的起源和形成
研究做出重要贡献。任中国考
古学会理事，中国考古学会新
石器时代考古学专业指导委员
会副主任委员，河南省文物考

古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国家
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通讯评
审专家、项目成果鉴定专家，河
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评
审专家，河南省文物鉴定委员
会委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中央民族大学、郑州大学、河南
师范大学校外硕士研究生导
师。

中国功夫
永远对外国学生充满吸引
在一天的才艺展示中，外国选手们

展示最多的就是“中国功夫”。以柔克刚
的太极拳，刚猛有力的长拳，虎虎生风的
棍法，深受这群外国中学生的青睐。

悠扬的乐曲声中，澳大利亚选手文
碧玉一套中国功夫打得行云流水、柔中
带刚。她说：“我喜欢中国传统文化，也
喜欢中国功夫。能有机会在‘汉语桥’舞
台上展示自己，机会难得。为了能向大
家展现出自己最好的一面，这套中国功
夫我练习了很多遍，衷心希望大家能够
喜欢。”

来自喀麦隆的白米是个外表文静的
女生，但是她展示的却是中国功夫。先
是一套舒缓的太极拳基本动作，紧接着
音乐一变，她又耍起了刚猛的长拳，时不
时的“喝”声配合着拳法，引来阵阵掌声。

评委老师说：“太极拳作为中国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已经成为东方传统文化
的一个象征和符号。”

着汉服起舞
恰如嫦娥舒广袖

在很多外国女孩看来，飘逸的中
国传统服装特别好看。在才艺展示
时 ，她 们 不 约 而 同 选 择 了 中 国 古 典
舞。轻舒广袖，在中国风的背景音乐
里翩翩起舞，仿佛穿越了千年的古代
仕女。

《惊鸿舞》是女生们选的最多的古典
舞蹈。这曲出自唐朝的汉族舞蹈，翩若
惊鸿，婉若游龙，极富优美韵味。

乌拉圭选手佩内洛普一袭红色汉
服，精心打理过的发型，具有一种无法言
说的古典美。

来自纳米比亚的伊娃，高挑的身材
跳一曲《惊鸿舞》，竟然也是优美舒缓，别
有一番特点。难怪评委老师说：“选择
《惊鸿舞》的选手挺多的，不过每个人都
有自己的特点。”

来自马拉维的蝴蝶也是展示舞蹈。
她更喜欢江南水乡的秀美，撑起一把油
纸伞，缓缓走来，仿佛置身于细雨中水乡
古镇的江南少女。

练“嘴皮子”
快板、绕口令、脱口秀样样有

参加“汉语桥”中文比赛的外国中学
生选手里，有的选手的嘴皮子是相当的

“溜”。他们敢于挑战单口快板、绕口令
和脱口秀。

看看俄罗斯选手莉莉自创的一首
《豫说》：“杜甫《登高》又《望岳》，白居易
唱着《长恨歌》，牡丹花香满洛阳，梨园春
上演花木兰。咱去开封斗斗鸡，龙门石

窟拜拜，烩面烧鸡胡辣汤，再来一坛陈杜

康……”莉莉四年前开始正式跟随老师

学习中文，为了此次比赛，她的中文老师

连寅子特意带她了解中原历史，创作了

这首河南地域特色鲜明的《豫说》。

“竹板这么一打，别的咱不夸，夸一

夸这汉语桥在郑州举办了，各国选手聚

一起是朋友遍天下。”来自吉尔吉斯斯坦

的少年阿迪打着快板夸河南、赞郑州，引

得台下的观众们也情不自禁为他拍手打

起了节奏。

美名远扬的千年古刹少林寺、行驶

在吉尔吉斯斯坦街头的宇通大客车、让

人垂涎欲滴的烩面胡辣汤……聊起中

国、河南以及郑州的特色，阿迪如数家

珍。“来了老妹儿！”“我打包一份烩面中

不中？”快板表演结束后，阿迪还用标准

的河南话和东北话讲起了笑话，现场顿

时一片欢声笑语。

当马达加斯加的亚诺娃上台后，背

景音乐响起大家熟悉的春节联欢晚会的

开场音乐。亚诺娃“化身”主持人，字正

腔圆的主持风格更偏向于轻松活泼，引
来阵阵笑声。

他们喜欢
少数民族音乐的独特魅力
中国的傣族舞和古巴的桑巴舞糅合

在一起，会是什么效果？当用葫芦丝吹
奏起《小苹果》，会发生什么？在才艺展
示环节，中国少数民族的音乐和舞蹈也

是展示热门。

优雅的傣族乐曲响起，古巴女孩伊

丽莎白翩翩起舞，身姿轻盈、舞姿优美，

随着乐曲的变化，这首傣族舞曲又融合

了热情奔放的气质，伊丽莎白在赛后采

访时说：“我跳的这段舞加入了古巴的

舞蹈元素。”伊丽莎白很喜欢舞蹈，即使

在室外的水泥道上，光脚翩翩起舞，非常

投入。

还有一些选手选择了藏族舞蹈。她
们仿佛成了草原上最美的“卓玛”，在歌
声中驰骋。

从美国来的“汉语通”秋玫瑰拿着葫
芦丝上台。《月光下的凤尾竹》是悠扬婉
转的，紧接着曲风一转，竟然是《小苹
果》，欢快的音乐让台下的选手们不由地
纷纷配合打着拍子。

戏曲展示
看尽“生旦净末丑”

相比之下，戏曲在选手展示中有些
“小众”，不过依然样样精彩。

乌克兰小伙安名一现身便震惊全
场，他表演的是川剧中最为经典的《变
脸》，一挥扇，一扭头，脸谱随着剧情的深
入，千变万化。在小学一年级和中文有

了第一次亲密接触后，安名心底埋下了
学习中国文化的种子。有一次他的中文
老师给他看了一段关于变脸视频，他就
被这个神奇的中国“魔术”所吸引，两人
通过淘宝购买了变脸的服装道具，用了
一年多时间去学习体会，才有了今天在
舞台上的小成就。“我希望有一天可以在
乌克兰的舞台上展示变脸绝活，让更多
的人了解中国，爱上中国。”

埃塞俄比亚的王帅展示的反串《新
贵妃醉酒》。当穿上颜色鲜艳的戏服，带
上华贵的贵妃头冠，本来还很man的王
帅，立即变成了娇羞的贵妃。而他的反
串歌唱、男女声转换，更是让大家不住
叫好。

一身盔甲装扮，一口标准的普通话，
来自意大利的郑彦柯“为兵马俑代言”，
一亮相便博得了满堂彩，一场精彩的《如
果国宝会说话》真人秀，带大家瞬间穿越
至千年前的时光。“第一次从电影里看到
兵马俑的时候就很感兴趣。最让我惊讶
的是它们原来的样子并不是灰头土脸
的，而是多彩的，后来问了老师并查阅相
关资料，知道了一些它们的故事。”郑彦
柯说。

优秀传统文化
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起笔、落笔、勾勒、晕染……伴随着
毛笔起起落落，浓淡不一的水墨线条在
雪白的宣纸上欢快跳跃，短短两分钟，幽
幽翠竹之间，两只国宝熊猫憨态可掬，一
幅传统中国画快速完成。

迎着全场观众热烈的掌声，来自澳
大利亚的罗黛儿喜悦无限：“我很喜欢中
国国画，虽然现在我的国画水平还很有
限，但越学习，就越觉得博大精深、充满
乐趣，我会努力坚持下去。”

在博茨瓦纳的冯世哲手中，却是一
把小小的剪刀。当他开始进行剪纸创作
时，那把剪刀就灵活地转来转去，一幅剪
纸作品很快完成。评委老师告诉冯世
哲：“一把剪刀剪出了别样精彩。感谢你
向大家展示了中国最古老的民间艺术之
一的剪纸。”

而在印度小伙儿阿克夏特夏尔玛手
中，选择的却是皮影戏。他为大家讲述

“十二生肖”的故事。“玉皇大帝想选出
12种动物作为代表，众动物纷纷赶向天
宫，那时候，猫还在睡觉 ，鼠坐在牛的背
上，到达天庭后，‘蹭’的一跳，排第一
……”惟妙惟肖的动物皮影配合着讲述，
大家了解了中国十二生肖的来历，频频
点头附和。虽然阿克夏特夏尔玛接触汉
语的时间并不长，但是这并不影响他对
中国和中国话的热爱。“我喜欢中国，按
中国的属相，我是属鸡的。”

一个个的绝技，厉害了！
吉尔吉斯斯坦选手阿迪的快板表演

俄罗斯选手莉莉自创一首《豫说》

喀麦隆选手白米展示中国功夫

博茨瓦纳选手冯世哲表演剪纸

意大利选手郑彦柯“为兵马俑代言”

选手和老师与表演《变脸》的乌克兰选手安名合影

埃塞俄比亚选手王帅展示的反串《新贵妃醉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