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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书法，从握笔姿势学起；学武术，从习
礼仪开始；戏曲的一招一式、唱念做打，都是
那么有趣……

10月 26 日，第十二届“汉语桥”世界中
学生中文比赛进入到户外晋级赛，30名选手
经过“鏖战”，其中15人成为本届“汉语桥”中
文比赛的“15强”。

比赛在登封嵩阳书院和禅心居进行。嵩
阳书院是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之一，世界文化
遗产“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组成部分。禅心
居是一处隐在嵩山下、藏在绿树中的古民居
群。

选手在这里通过一天的户外课堂，学习
中国传统文化知识，体验当代中国青少年的
生活学习方式等展开趣味性游戏比赛。

户外晋级赛进行的是五大洲战队内部
赛，通过“拼字”游戏的形式，展开三轮比拼，
最终有15名选手晋级。

第一轮进行的比赛是“拜师学艺”，五大

洲的选手分组各上一节课。
在书法课上，来自欧洲的 7位选手了解

中国汉字文化，学写楷书、隶书。只见他们提
腕握笔，笔尖点、转、扭，看到出现在纸上的毛
笔字，各具形态，选手们都乐了。

戏曲表演课是由《梨园春》的第一位明星
小擂主秦梦瑶进行主授课。穿上漂亮的戏
服，来自美洲的6位选手顿时感觉更精神了，
一个个站得笔直，端起了舞台上的范儿。唱
念做打样样学，还能唱两句《花木兰》。

在美食文化课上，4位大洋洲选手看着
面前的各种食材，听授课老师讲解孔子所说
的“七不食”。当看到老师现场给大家切出胡
萝卜丝，细得可以穿过针眼，选手们都赞叹不
已。

功夫修炼课，学的可是少林功夫。6位
非洲选手向延岑师父学习少林功夫的基本动
作，走上几招，兴致勃勃。

科技体验课上，7位亚洲选手听老师从

“衣食住行”四个方面讲解当代科技对人类生
活的改变。在互动环节，选手们还跟着机器
人跳起了“小苹果”。

精彩的中国传统文化课让选手们大呼过
瘾，而接下来的第二轮“学以致用”和第三轮

“识文断字”，又让比赛充满了紧张氛围。选
手们要通过答题获得更多的印有汉字部首的
卡片，尽可能多地拼出一个个汉字。拼出的
汉字越多，得分就越高。

最终，每个大洲各有 3位选手脱颖而出，
成为第十二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
的“15强”。

他们分别是：澳大利亚的罗黛儿、新西兰
的迪悦帆、澳大利亚的赵嘉儒，古巴的伊丽莎
白、美国的季凯碧、美国的秋玫瑰，尼日利亚
的顾思源、马达加斯加的亚诺娃、赞比亚的娜
琪，意大利的郑彦柯、匈牙利的马宏博、乌克
兰的安名，朝鲜的李裕真、印度尼西亚的刘陈
凰、缅甸的朱先竹。

学唱念做打 练腾挪踢推

“汉语桥”15强出炉
郑报全媒体记者 张勤张华 秦华 文 马健 图

一招一式有板有眼 一举一动初具意境
郑报全媒体记者 张勤张华 秦华 文 马健 图

昨日，秋日的郑州市第十一中学迎来了
第十二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的青
年俊秀。

在笔与墨中，他们徜徉于中国绘画的浩
瀚海洋；在水与面之间，他们触摸着传统面塑
的古老魅力；在武术与游戏里，他们体验着团
结协作的独特内涵。

在这里，他们“豫”见中国传统文化。

挥毫泼墨，探寻文房里的幽香

“一笔长，二笔交，三笔破”，提与按转换
自如，叶子纤细如剑，橙色的花瓣摇曳生姿，
一支笔一张纸，在老师的手中如同魔术，寥寥
数笔，一个清雅素淡的兰花图跃然纸上。

起初，第一次体验中国画的智利选手星
美菱自觉没有难度，而当她拿起毛笔，她才发
现并没有想象中的轻而易举，毛笔的提按之
间暗藏玄机。

在老师的传授下，星美菱完成了自己中
国画创作的首秀，虽然并不完美，但星美菱也
获得了秘籍，每一片叶子长短不一，弯直不
一，深浅不一，粗细不一，只有浓淡两相宜，才
能勾勒出栩栩如生的兰花。

另一个课堂上，传授的则是荷花的绘画
技巧，“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荷花
自古是中国文人墨客竞相着墨的题材，吟诵
着隽永的诗词，看着亭亭玉立的荷花，来自哥

伦比亚的苏菲亚和同学感到了意境之美。虽
然并未接受过专业训练，一下笔她就展现出
了绘画方面过人的天资，笔下的荷花竟有几
分神韵，旁边的带队老师开玩笑说，“是因为
我画得不好，才衬托出你的好”。

十一中国际部老师张玉玺的梅花教学，
则从中国的文字开始，从象形文字到篆书、隶
书、楷书、行书、草书，向选手们展示了中国书
画的渐变史。他现场分享了一幅书法作品
——王冕的《白梅》——“冰雪林中著此身，不
同桃李混芳尘；忽然一夜清香发，散作乾坤万
里春”。诗与书，将中国的文化如细雨般播撒
在选手们的心底。

灵心巧手：捏出个“中华神兽”

“陈氏面塑分为挑担随手、骨肉成型和素
彩合一，‘大如花里、小如蚂蚁’都能捏出来，
《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这些孩子们喜欢的
童话人物，我们也能捏出来。”陈道勇是陈氏

面人的第五代传承人，同时也是中国非物质
文化继承人，他边讲解边信手捏出一朵玫瑰

花来，片片花瓣奇妙地组合在一起，前排选手

瞬间变成“小迷妹”。

面塑师精妙的手工和现场展示的五彩绚

丽的工艺品，让选手们无不睁大眼睛紧盯讲

台，赞叹声音不时响起“有伞、有琵琶，是《西

游记》里的神仙，南天门四大天王”，“这个是

关羽，我听过他的故事，青龙偃月刀太帅了”。

“原来多伦多的动物园也引进过大熊猫，

我们太喜欢它了，大家都去看过。”来自加拿

大的三名女孩学习汉语都已多年，她们对手

中的“橡皮泥”一点不觉得陌生，对大熊猫的

呆萌可爱则是一脸向往的表情。

“我们捏的是身边的小动物，要把神话里

的人捏出来可太难了。”来自斯洛伐克的女孩

维多利亚对面塑师所说的“千刀塑金身，一刀

定乾坤”的神奇技艺表示佩服，连续说自己捏

出的黑眼睛大熊猫“太恐怖了”，又不断对照

面塑师的讲解给熊猫整容。
面塑课程结束时，一件件体态各异的大

熊猫呈现在了大家面前，选手们相聚合影一
起喊出“我爱大熊猫”，为精彩的面塑体验课
画上了句号。

趣味盎然：少年豪杰竞风流

而最让选手们感兴趣的是，现场学习少
林拳。朴实无华的少林拳看似简单，在江湖
上独树一帜。老师教授了四招：二郎担山、马
步左冲拳、右侧穿掌、左侧穿掌。选手们纷纷
上场，一招一式、一拳一掌，颇有侠客风范。

来自玻利维亚的汉斯，曾经学过一年时
间的少林功夫，他现场表演了一段少林拳，赢
得了阵阵掌声。

当选手们移步操场，贪吃蛇、一圈到底、
旱地龙舟等趣味游戏已经“等待多时”。看似
简单的项目，考验的是团队协作的能力。六
组选手各显神通，在绿茵场上展开了一场欢
快愉悦的“竞技赛”。“我从没有玩过这么有意
思的游戏，可以认识好多朋友，可以和朋友一
起玩游戏。”来自澳大利亚的王若水说。

排球、呼啦圈等都成了选手们争相玩乐
的游戏，一个男生自告奋勇表演起了呼啦圈，
腰肢扭动，呼啦圈飞转起来，在尖叫声中，他
又尝试了脖子扭呼啦圈……

欢声笑语，飘荡在操场上空。

汉语桥选手“豫”见中国风

选手齐喊：“我爱大熊猫”
郑报融媒记者 王战龙汪永森

本报讯（记者 陈凯）经过 8天激烈角逐，“碧源杯”
2019年全国羽毛球单项冠军赛，昨日在郑州奥林匹克
体育中心体育馆收拍落幕。最终，来自浙江的林贵埔
获得男单冠军；来自湖北的戴望获得女单冠军；男、女
双打的冠军分别被北京组合姚智迪/冯彦哲，福建组合
陈颖颖/谭宁获得；来自浙江的王斯杰/倪博文则获得
了混双的冠军。

2019年全国羽毛球单项冠军赛，由中国羽毛球协
会主办，郑州市体育局、郑州报业集团承办，设有男、女
单打，男、女双打和混合双打 5个竞赛项目，共有来自
北京、上海、天津、河南、河北等 26支代表队的 514名
运动员参赛。这些参赛选手中不乏国内知名的年轻实
力派国手，其中就包括了今年羽毛球世青赛混双冠军
冯彦哲，女双冠军林芳灵/周芯如等人。

参加本次全国羽毛球单项冠军赛的514名运动员
中，有8位来自 2018年全国东西南北中羽毛球大赛总
决赛的冠军选手，这些业余选手登上专业赛场与专业
运动员同场竞技，成为本次比赛的一大亮点。

来自广西正在中国政法大学读书的黄莉娜，是 8
位业余选手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位。去年她在 2018年
全国东西南北中羽毛球大赛总决赛女单甲组比赛中技
压群芳，拿到了参加本次全国羽毛球单项冠军赛的“门
票”。今年只有 21岁的黄莉娜实力强劲，尽管只是一
位业余选手，但她在本次比赛中表现可圈可点，连胜 3
位专业运动员，创造了业余选手在专业大赛上的赢球
纪录。“参加这次比赛我就是抱着学习的态度来的，能
打赢了就打，输了也没关系。专业选手在处理球的手
法上要比我们精细很多，这是值得我们业余选手去学
习的地方。”黄莉娜笑着对记者说。

正如中国羽毛球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伟所说，
“中国羽协就是希望全国羽毛球单项冠军赛中引入的
专业与业余同场竞技的赛制，为全国广大业余羽毛球
爱好者搭建一个与专业选手过招的平台，让更多人群
能够参与羽毛球运动，为选拔优秀的羽毛球专业后备
人才夯实群众基础。同时让专业运动员产生紧迫感，
进一步提升我国羽毛球运动的整体竞技水平。”

羽球盛宴绿城谢幕

本报讯（记者 秦华）作为第二届中国·河南招才
引智创新发展大会的重要组成部分，26日，“人文日新
——全国中国画名家邀请展”在中国中原人力资源服
务产业园区艺术文化中心开幕。

此次展览由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和河南
省美术家协会主办，河南和谐人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和汉方美术馆承办，中国中原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区、
河南艺术职业学院、郑州轻工业大学伊斯顿美术学院
协办，旨在展示文化艺术人才优秀成果，搭建团结、凝
聚、引领文化艺术界优秀人才并为河南招才引智做贡
献的平台。展览既是一次高层次的美术交流，更是一
席丰盛的艺术盛宴。

展览展出十多个省份 110 位画家的 230 余幅作
品，其中，包括我省近 20位画家的作品。这些饱蘸智
慧、激情与汗水的参展作品，主题鲜明，构思手法各异，
个性突出，既有艺术名家的铭心佳制，又有后起之秀的
才情之作，以传神之笔书写华夏壮丽山川，以赤子之心
传达时代变迁万象，以豪迈之气弘扬民族复兴情怀，以
真挚之爱熔铸神州繁荣梦华。

据悉，本次展览为期一个月。

“人文日新”画展开幕

习武，先修德；学艺，先学礼。在少林释
延岑师父的要求下，6位非洲来的中学生双
手合十，先尊一声“师父好”，再鞠躬行礼。他
们再次深切感受到中华礼仪之邦的含义。

挥洒长长的水袖，柔美婀娜；舞起大刀唰
唰响，尽显戏曲武打动作的魅力。来自美洲
的6位选手目不转睛，惊艳不已。

10月 26 日，在第十二届“汉语桥”世界
中学生中文比赛 30进 15的晋级赛中，30强
选手进行的第一轮就是“上课”。一堂堂精彩
的汉语文化课，让他们加深了对中国文化的
了解。

这些课：尽显中国文化的精彩

根据赛事安排，30进 15 的第一轮是上
汉语文化课，第二轮是学以致用，第三轮是识
文断字。其中第一轮的汉语文化课，最受选
手们的期待。

组委会准备了5堂课，具体如下：

中国书法课，了解中国汉字文化、各类书

法文化，讲述“文房四宝”的知识,体验楷书、

隶书、草书等不同字体的书写。欧洲组的 7

位选手上书法课。

戏曲表演课，了解京剧、豫剧等中国传统

剧种的发展历史、戏曲的四种表演形式，体

验不同剧种的着装、脸谱、唱腔等。美洲组的

6位选手上这堂课。

美食文化课，学习中国传统美食文化，体

验具有河南特色的美食制作过程，比如中西

结合的鲤鱼焙面、八宝葫芦鸡等，感受美食背

后的中国传统文化。大洋洲的4位选手上这

节课。

功夫修炼课，感受中国功夫的魅力，学习

少林功夫的各种基本动作，以及强身健体、习

武先习德的文化内涵。非洲组的6位选手上

功夫课。

科技体验课上，7位亚洲选手听老师从

“衣食住行”四个方面讲解当代科技对人类生

活的改变。

这一课：唱念做打，中国戏曲“美”

平日里幽静的登封禅心居，美洲组的 6

位选手正在户外上课。一节生动有趣的“梨

园风韵”课，身着中国戏曲服装，学习中国戏

曲“唱念做打”，选手们体会到了中国戏曲的

独特艺术魅力。

“中国的戏曲代代相传，这个行当特别讲

究尊师重道，所以拜师可不是一个简单的仪

式，而是蕴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担任戏曲

课老师的是《梨园春》的第一位明星小擂主秦

梦瑶。一上课，6位学子便毕恭毕敬地向老

师们拱手作揖，先行“拜师学艺”礼。

“中国的戏曲剧种一共有130多种呢，你

们知道河南的地方戏是什么吗？你们对戏曲

有什么样的感受呢？”秦梦瑶的问题刚一抛出，

来自古巴的伊丽莎白立刻抢答：“豫剧。”来自
美国的贝欧柳也分享了自己对于戏曲的直观
感受：“戏曲听起来很美、很好玩、很有特色。”

看到中国戏曲学院京剧专业的闫鑫蕾舞
动长长的水袖，更添婀娜多姿的韵味，看到河
南省京剧院专业演员金鑫老师卷腕舞刀，动
作刚猛，选手们深刻体会到“台上一分钟、台
下十年功”的含义。

戏曲动作学得有模有样，最重要的唱腔
自然也得好好学。闫鑫蕾和秦梦瑶先后示范
了《太真外传》和《花木兰》里的念白和经典唱
腔，其中，最难的当属“拖音”了。选手们一个
个唱出了属于他们自己的戏曲韵调。

这一课：挥毫泼墨，中国书法“奇”

书法室内，琴声悠扬、檀香袅袅，书法课
的陈老师在等待欧洲选手们的到来，确认信
物后，师生互认。

欧洲组选手的“信物”是一个墨条。墨条
怎么用？当看到墨条加水研磨便有了墨，这
种古老的方式，让选手们十分惊奇。

毛笔种类很多，怎么选？有的选手喜爱
笔杆上带有八卦阴阳图的毛笔，有的偏爱精
致小巧的。都拿到了毛笔，陈老师讲起毛笔
硬毫、兼毫和软毫的区别，其中硬毫是用狼毛
制作，可这个狼不是野外的狼而是黄鼠狼，惹
得选手们开怀大笑。

书法讲究握笔姿势，老师开讲前，有选手
已经提前做了功课。“手心要能塞进一个乒乓
球或者一个鸡蛋”，在老师手把手地指导下，
每个选手都很快掌握了正确的握笔姿势。姿
势对了，陈老师又赠送每人一支初学者最适
合的兼毫毛笔，下一步就是学习楷书、隶书、
草书等不同字体。

这一课：内外兼修，中国武术“刚”

以少林功夫为代表的“中国功夫”在非洲

组 6位选手心中早已扎根，能上一堂真正的

“功夫课”，大家都特别激动。

练功服有讲究，束腰、绑腿，都要一丝

不苟地绑好，让身体更为灵活。释延岑

师 父 先 给 选 手 们 上“ 第 一 课 ”：拜 师 学

艺。“中国是礼仪之邦，尤其讲究尊师重

道。习武先习德，学艺先学礼。”在师父

的 要 求 下 ，6 位 非 洲 来 的 中 学 生 双 手 合

十，先尊一声“师父好”，再鞠躬行礼。这

时，他们再次深切感受到中华礼仪之邦

的含义。

学习功夫，容易，学好功夫，很难。释延

岑师父教给选手们的第一个功夫动作是“扎

马步”，脚尖朝前、膝盖向外，上身挺直，就像

坐在凳子上一样。短短30秒的扎马步时间，

让选手们觉得有些难熬，不过大家还是咬牙

坚持着。

第二个功夫动作是“出拳”。师父说，出

拳必须要快，要有劲，要打出精气神。“出拳太

软。出拳太慢……”师父的严格要求，让选手

们的出拳动作越来越快，伴着他们“哈，嘿”的

声音，也有了虎虎生风的拳风。

以汉语为桥，体会中国文化

在美食课堂上，主讲的老师为大洋洲的

4位选手现场表演刀工“切胡萝卜丝”。看到

切刀的飞快挪动，切出来的胡萝卜丝都能穿

针，选手们惊呆了。

科技体验课上，老师从“衣食住行”四个

方面，详细讲解了当代科技对人类生活的改

变。在互动环节，在机器人带领下，选手们跳

起了风靡一时的魔舞“小苹果”。

携手汉语，筑梦未来。选手们说，“汉语”

是座桥，因为学了汉语，他们喜欢上了中国文

化，喜欢中国，更想近距离接触、了解中国文

化。这一堂中国传统文化课，让中国文化在

选手们心里更立体、更丰厚了。

本报讯（记者 郭韬略）一场在很多人看来注定会
平淡无奇的比赛，却打得火星四溅、精彩纷呈。27日
晚上，河南建业做客广州天河体育场，在上半场 2∶0
领先的情况下，被对方连追两球，遗憾地收获了一场
平局。在保级无忧的情况下客场对撼领头羊，建业
为自己也为中超留下的这场经典对局，意义远超比
赛本身。而王宝山因对裁判不满而被红牌罚出，没
能拿下比赛的卡纳瓦罗在赛后第一时间被宣布“进
入恒大企业文化学习班”学习，更是为这场经典增添
了精彩的注脚。

开场不到两分钟，伊沃就在一次快速反击中左脚
劲射攻破了恒大的大门，这是建业队本赛季的最快
进球。

或许是恒大对如此闪电战准备不足，也或许是这
么快的进球加速了建业队员进入状态，此后的建业打
出了令人惊叹的场面：后防线防守严密，中场队员拦截
高效，前锋反击犀利，可谓刀刀见血。整个上半场，恒
大队都处于“懵圈”状态，防守则更多的是依赖本方的
球门立柱。如果问谁是建业制造冷门的最大障碍，答
案不是恒大的一众国脚级后卫，也不是门神曾诚，而是
门柱：比赛打到 7分多钟，建业队在 5秒钟之内连续三
次射门都被门框挡出，随后冯卓毅的吊射又一次击中
门框弹出。即便如此，建业队在上半场还是由巴索戈
利用快速反击将比分改写成2∶0。

下半场风云突变，刚刚开场外力在禁区内防守韦
世豪时有身体接触，后者倒地，恒大得到点球，保利尼
奥一蹴而就。这个相当勉强的点球，成为比赛的一个
转折点，也给后来王宝山的红牌埋下伏笔。

原本就整体实力占优的恒大在扳回一分之后，攻
势更盛，很快就由韦世豪头球再度破门，将比分改写成
2∶2。

第 59分钟，保利尼奥从背后踢倒伊沃，而主裁判
王竞对这次犯规视而不见。原本就对点球判罚不满的
王宝山此刻被彻底激怒。随后激烈的言辞为他招来了
一张红牌。盛怒之下，王宝山将帽子重重摔到地上愤
而离场。

主教练被罚出场，却也进一步激起了建业队员的
斗志，随后的30多分时间，全队众志成城，顶住了对手
的狂攻，外力、柯钊、张文涛都拼到抽筋，最终保住了难
能可贵的1分。

比赛结束后，在现场观众尚未散尽的时候，恒大的
官宣就已经出台：卡纳瓦罗从28日开始进入恒大企业
文化学习班学习，将由郑智出任执行主帅。

进入学习班，这是创意丰富的恒大给中国足坛贡
献的又一个新说法。虽然没有明确表示卡纳瓦罗下
课，但谁都知道，本轮过后，中超又将是一个长达 4周
的间歇期，这么长时间，对于换帅，足够了。

建业客场战平恒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