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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 60 年代，电影《刘三姐》火遍海内外，片中
出演“刘三姐”的黄婉秋成为家喻户晓的演员。60 多
年来，为了传承“刘三姐”文化，黄婉秋创办刘三姐艺术
团，重新编排打造大型民族歌舞剧《歌仙刘三姐》，竭力
培养“刘三姐”接班人……今年 79 岁的黄婉秋依然活
跃在舞台上。她以弘扬民族文化为己任，60多年来始
终传承发展“刘三姐”文化，并创作出众多有筋骨、有道
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从她身上，我们看到了文艺工
作者的价值坐标——铸魂弘德，笃艺修为，不辜负时代
和人民的重托。

回望来路，每个时代都曾涌现出一大批德艺双馨
的文艺名家，他们始终坚持以高尚的艺术操守扬正气，
以良好的社会形象留清名，堪称文艺工作者的表率。
视艺术为生命的豫剧表演艺术家常香玉将“戏比天大”
作为执着一生的信念，始终坚持唱戏先做人、无德艺不
立；歌唱家关牧村，30年来坚持深入基层慰问演出，草
原上、油井旁、南沙群岛都留下了她的足迹和歌声；为
美执着探索的著名艺术家吴冠中一生不尚奢华、生活
俭朴，却把精心挑选的几百幅画作及多次作品拍卖所
得，全部无偿捐赠……这些崇德尚艺的老一辈艺术家，
诠释了德艺双馨的丰富内涵。他们的艺术历程和社会
影响充分说明，德艺双馨是文艺家努力用人格品德、艺
术实践铺就的人生轨迹，是立身处世之根、人格魅力
之本。

艺有术，道有德。从黄婉秋等一批德艺双馨的老
文艺家的价值坐标，我们能看到，一名优秀演员的定位
成长，无论在艺术造诣上，还是艺德修养上都需要到人
民中去长期磨练和沉淀。而近年来，在“流量至上”的
思维影响下，一批有颜值无演技、有人气无作品的“偶
像”往往“一夜爆红”。影视圈内频频爆出有些演员的
不敬业行为，其中让人印象深刻的莫过于“数字小姐”

“数字先生”、打戏靠替身、近景用抠图等。这些既无作
品傍身，也无演技加持的演员靠“流量”吸金，挤压了优
秀演员的生存发展空间。更有演员不下苦功夫练艺修
德，反倒恣意放纵，在价值观上出现偏差，言行举止挑
战公序良俗，甚至超越法律底线锒铛入狱，造成了恶劣
的社会影响。

须知，演员是公众人物，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只
有保持对行业的敬畏、对观众的真诚，沉下心来打磨技
艺，不断提升自身“软实力”，努力创作优秀的“硬作
品”，才能获得持久的艺术生命力。回望我国影视发展
史，老一辈文艺工作者以精湛的表演征服观众，以优秀
的作品讴歌祖国，身体力行地带动更多文艺工作者为
人民创作、为时代放歌。年轻的文艺工作者更应接过
老一辈文艺工作者的大旗，潜心埋首、笃艺修为，用作
品标记时代发展的新高度，起到引导社会价值、引领时
代精神的重要作用。

“当、当、当……”随着铜錾的轻重
起落，细密的声音如音符跳跃，石板着
痕或清浅疏落，或密集浓深，轻柔的水
波、随风飘动的杨柳被錾刻在黑色花岗
岩上，生机勃勃的大运河风光呈现在人
们面前……

面貌清秀、身量纤纤，一袭盘扣复
古衣裙，作为运河边上的手艺人，河北
省工艺美术大师、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项目石影雕代表性传承人方士英，当下
正加紧创作石影雕作品《千里运河图》，
为今年在家乡沧州举办的河北省第六
届园博会献礼。“这件作品共分 8 部分，
除了錾刻沧州铁狮子、吴桥杂技外，大
运河沿线部分城市文化古迹都会涉及，
充分表现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和创
造力。”方士英说。

《千里运河图》只是方士英众多石
影雕作品中的一幅。石上一幅画，锥上
千般功。三十年来，方士英以石板为
布，以铜錾为针，把所有的精力和心血
用来传承、坚守技艺，完成了一件件人
物、花卉、风景等锥功与自然之美融合
的石影雕作品，冰冷的石头在她的手下
有了温度。

“石影雕，顾名思义就是雕刻在岩
石上的影像。”方士英介绍，一幅完整的
作品需要无数次雕锥的敲击，锥点的深
浅粗细需要用腕力来调节，锥点的位置
与疏密程度对眼力的要求十分严苛，一
个锥点的瑕疵，就会给整幅作品带来难

以弥补的缺憾，所以，落笔的刹那就是
永恒。

偏毫厘不敢安，千万锤成一器。精
益求精的背后，是手工艺人数十年如一
日的坚持与付出。至今，方士英仍记得
入门第一天学习后的沮丧，那时因为不
知道怎么用力，练了整整一天后手腕几
乎抬不起来，手指又疼又肿，但她还是
咬牙坚持下来了。她先尝试从小动物
和风景做起，在心底默默记住敲击时的
手感和力道，很快便有了不错的成品。

后来，方士英尝试做人物作品，她
把自己关在屋里，不停地敲击，不停地
琢磨，“做完人物额头就想知道鼻子是
什么样，做完鼻子又想知道嘴巴是什么
样，好奇推着我往前走，感觉雕刻的人
物也在期待着我能早点揭开其面纱。”
低头弯腰，日出日落，由于长年累月全
身心地投入创作，方士英患上了严重的
腰椎病和颈椎病，“这没什么，手中的铜
锥已经握了30多年，石影雕已成为我生
命的一部分，一刻都离不了。”

作品《相思》中那娴静的女子让人
感受到了一份儿宁静，作品《齐白石》上
那一把花白而飘逸的胡须成为齐白石
气质的象征，大理石板上《蒙娜丽莎》

“神秘的微笑”则展现了中国影雕艺术
与世界名画相得益彰的魅力……方士
英是个追求艺术完美的人，在进行难度
较大的人物作品创作时，对人物脸部肌
肉、神态等都精益求精，“在做人物眼睛
时，为了把细节刻画到位，我每次都屏
住呼吸，以免影响手上的力度。”方士
英说。

在这个机器轰鸣的年代，手工技艺
越来越少，但方士英坚信，古老的技艺
永不退场，真正的艺术创作不是靠“赶
工”赶出来的，也不能用时间来限制。
匠人匠心，守正创新，在融汇各家石影
雕艺术精华的基础上，她将摄影光学效
果与绘画笔触技法相结合，突出石影雕
作品的神似与立体感，同时将艺术灵魂
植入作品，力求传神而非摹形，遂自成
一家。

“纯手工创作出来的作品让冰冷的
石头有了灵魂，散发着神韵和灵气，是
机器生产无法达到的。我愿意用一生
的精力和心血来传承、坚守。”去年9月，
方士英石影雕技能大师工作室在石家
庄信息工程职业学院正式成立，方士英
高兴地说，希望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通过
接触、学习石影雕，养成注重细节、严谨
认真的好习惯，从而雕琢出完美人生。

快攻训练、3 对 3 分组对抗……5
月 10日下午 4时，在衡水河北英励篮
球俱乐部训练馆内，河北衡水湖女篮
正在紧张训练，一旁，教练团队边拍摄
视频边对队员表现进行记录。

为备战新赛季中国女子篮球联
赛（WCBA），河北衡水湖女篮从 2 月
开始进行封闭训练。已先后执教球队
两个赛季的韩国籍主教练朴明洙在3
月份结束了中国女篮助理教练工作
后，隔离结束就第一时间回归了球队。
这位国际大赛经验丰富、执教风格严
谨的主教练，曾带领韩国女篮获得亚
锦赛亚军，多次带队获得韩国女篮职
业联赛冠军。在2019-2020赛季，他曾
带领河北衡水湖女篮闯进 WCBA 季
后赛。

每周至少训练五天，每天至少训
练 6 个小时——虽然距离 WCBA 开
赛尚有时日，但河北衡水湖女篮没有
丝毫懈怠，封闭训练一直严格按计划
有条不紊地进行。“前期进行了体能恢
复和提升，目前主要以技战术训练为
主。”助理教练尹众说，“队员们的训练
积极性都比较高，部分队员个人技术
得到明显提升，队伍总体技战术水平
也上了一个台阶。”

据了解，河北衡水湖女篮目前有
一线队员 13 名，其中包括郭子瑄、黄
晶晶、杨晓婕、陈金婷、马文等多名主
力队员。作为球队核心，郭子瑄上赛季
常规赛场均得分 15.6 分；陈金婷和马
文等队员具有丰富的比赛经验，并在
多场比赛中发挥出色；老队员黄晶晶

在训练中起到榜样作用，帮助年轻队
员快速成长。

尹众介绍，受疫情影响，河北衡水
湖女篮无法与其他队伍进行教学练
习，教练团队便通过组织队员观看比
赛视频、队内模拟比赛等方式进行分
析和学习，每周还安排瑜伽课，让队员
们在高强度训练后进行放松。

针灸、按摩、仪器治疗……每天晚
上7时到9时，河北衡水湖女篮两名队
医会根据每个队员的伤病情况和训练
疲劳程度进行针对性治疗和放松。“24
小时提供服务的餐厅、器械齐全的国
内顶级力量房，高标准的室内训练馆
等……俱乐部为队员们打造了全国一
流水平的综合型职业篮球俱乐部训练
基地，全力为队员们提供优质的后勤
保障。”河北英励篮球俱乐部总经理刘
昊说。

夯实基础才能取得更大发展。
为进一步推动河北女篮发展，河北
英励篮球俱乐部持续加大球队建设
和投入力度，在不断引进高水平球
员的同时，狠抓梯队建设，并与友好
俱乐部进行球员交流，与有关体校、
大学加强合作。据了解，该俱乐部与
衡水中学签约，积极深化体教融合，
培养和发掘优秀苗子。“我们通过学
校发掘有潜力的队员，并通过俱乐
部平台为学生提供高水平的参赛机
会 。”刘 昊 介 绍 ，在 2021 年 全 国

（U19）青年篮球联赛中，河北英励女
篮青年队获得了第七名，其中 4 名队
员来自衡水中学。

积极备战新赛季

河北衡水湖女篮苦练内功
河北日报记者 杨明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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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士英：千锥万点“绣”石影画
河北日报记者 史晓多

创作中的方士英。 方士英供图

图为河北衡水湖女篮球员（右）在比赛中。（资料片） 河北衡水湖女篮供图

“我飞起来了，我真的飞起来了！”
舞台上，报告团成员、曾登上北京冬残
奥会残奥越野滑雪最高领奖台的我省
运动员王晨阳的激动呼喊，把观众们一
下子拉回了他经历的一场难忘的比赛。

零下三十多摄氏度的极寒天气里，
凛冽的山风像刀子一样刮到身着单薄
比赛服的运动员们身上，许多人弃赛
了。王晨阳同样被冻得不停地哆嗦，难
受地哭了。工作人员看他抖得几乎站
不住，就把他抱在怀里，用双手使劲搓

着他的身体帮他取暖。王晨阳也想放
弃，但当得知只剩下自己一个河北站姿
组选手时，他还是颤抖着站在了出发
区。

每一步滑行都无比困难，尤其是上
坡时，又冷又累的王晨阳几乎一步也滑
不动了。这时，他耳边突然响起了省残
联工作人员的声音：“王晨阳，你没有双
臂，但你有一双翅膀，你要飞起来。”

王晨阳心头一震，仿佛一下子“来
电”了。他咬紧牙关，用尽全力冲刺，最

终获得了那场比赛的冠军。颁奖仪式
上，激动的他忘情地呼喊。

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报告团
成员、我省残奥越野滑雪和冬季两项队
运动员王跃刚进队时，为了磨雪感，一
趟又一趟在雪上滑，脚上磨出了大大小
小的血泡。随着积液增加，侧面的血泡
竟长到了鸡蛋大小。为了早日跨过这
道坎儿，王跃就用针把血泡挑破，简单
处理一下又继续投入训练中。训练完
后，袜子和脓水、血水粘到一块儿，脱的

时候钻心的疼。
一次训练中过 U 形坡时，因为视

力障碍看不清雪面的她狠狠摔倒在地，
到医院检查后发现半月板受伤，还伴有
滑膜炎、积液等问题。医生让她静养休
息，但她不想脱离训练，就白天训练，晚
上治疗。当针头在膝盖里不停搅动抽
取积液的时候，那种疼痛王跃“一辈子
都忘不了”。

这么苦，这么难，练滑雪为什么？
为了站上冬残奥会舞台，为了绽放生命
的芳华！

“我看不清世界，但我想让世界看
到我。”站在北京冬残奥会的领奖台上，
王跃用一银一铜的佳绩向世界宣告。

相携相扶，拼搏筑梦
——我省冬残奥追梦人的故事

河北日报记者 杨明静

5月15日，恰逢第三十二次全国助残日，“建功新时代 一起向未来——河北冬残奥运动员先进事迹情景

报告会”在河北会堂举行。14位运动员、教练员和残疾人工作者讲述了河北冬残奥运动员筑梦追梦、拼搏奋斗

的先进事迹，让观众们备受激励。

我省残疾人冬季项目起步虽晚，
但有一支为跨越赶超倾心付出的教练
员队伍。

对报告团成员、省残奥单板滑雪
队教练员尹连魁来说，北京冬残奥会
残奥单板滑雪男子坡面回转（UL 级）
决赛前纪立家与他的拥抱，始终难忘。

出发前，纪立家紧紧拥抱尹连魁，
大声说：“谢谢你教练，感谢你的支持
与付出。”“那一刻，这些年的付出都值
了。”尹连魁动容地说。

尹连魁刚来队时，运动员对他不
够信任。他明白，只有拿成绩说话，才
能让队员们真正信服。他向队员们保
证：“给我一年时间，我一定把你们带
成冠军。如果我做不到，就走人。”

为此，每天早上他第一个起床准
备当天的训练计划，并根据每个队员
的身体情况为其细化“专属方案”：
为胳膊有残疾的运动员配上钩子进
行杠铃训练，为腿有残疾的运动员设
计 平 衡 性 训 练 内 容 ，并 拍 摄 视 频
记录。

训练结束后，他就和队员一起一
帧一帧地分析训练视频。前刃发力时
间调整，转弯速度控制……每一个问
题他都仔细讲解。等所有队员都休息
后，他还要研究国外高水平选手的训
练视频，及时更新自己的训练教学
内容。

功夫不负有心人。不到一年时
间，两名在队里垫底的队员在全国比

赛中拿到了冠军，让队员们开始对这
位年轻的教练“言听计从”。

“我的队员一个个成为了冬残奥
会冠军，我兑现了自己的诺言。”尹连
魁眼含泪花，感慨地说。

在一定程度上说，教练员就是运
动员的主心骨。为了深切体会肢残运
动员的困难和坐姿滑雪器的特点，省
残奥高山滑雪队教练员谢安惠曾经

“换位思考”，自己坐上坐姿滑雪器从
山顶滑下“找感觉”。

那是 2018 年 9 月，带队在新西兰
进行反季节外训的谢安惠看着坐姿运
动员对动作要领领悟不到位、在训练
中多次摔倒，心里很急。考虑到带残
疾人运动员和带健全人运动员的不

同，她决定自己坐上坐姿滑雪器滑滑。
刚坐上索道吊椅上雪道时她就发

觉了不同：因为无法直接和座椅接触，
隔着坐姿滑雪器的身体仿佛悬在空
中，随着吊椅越升越高，谢安惠的心仿
佛提到了嗓子眼。

来到山顶，面对本来“小菜一碟”
的雪道，身配 20 公斤的坐姿滑雪器在
高速转弯中可能出现什么样的问题，
她也不得不在心里打个问号。

果然，咬着牙出发后，因为不熟悉
器材，谢安惠多次在转弯时失控、摔
倒。然而，她又立即爬起来，继续往下
滑。每一次，她都用心体会，直到摸清
楚核心、肢体等每一个部位的发力
方式。

这让年轻的队员们颇受鼓舞，开
始大胆尝试。而谢安惠的训练也更具
实效性。很快，全队突破了一个又一
个高难度技术动作。

我省残疾人冰雪运动从弱到强再
到领跑全国，离不开省残联工作人员的
保障和付出。

冬季项目的训练特点是冬天往山
沟里钻，运动员转场途中遇到大雪封路
是常有的事。对省残疾人文体中心竞
训三科科员刘红艳和乔雪潇两个女同
志来说，考验经常是一关连着一关。

有一次，省残奥越野滑雪和冬季两
项队要从内蒙古牙克石滑雪场转场参

赛，突遇大雪封山，接站的客车无法上
山，她们两个就同队员们把器材装在压
雪车的车斗里，坐着压雪车一趟趟运
下山。

还有一次，刘红艳送新招的试训队
员进队，在火车站，一名下肢瘫痪的队
员要上厕所，刘红艳就背着队员爬上位
于二楼的洗手间，再一点点把队员从后
背挪到身前。双腿没有知觉的队员使
不上一点劲，刘红艳就让队员站在自己

脚上，双手环抱着队员。但再把队员背
回后背就难了。旁边没有任何扶手助
力，她跪在地上一点点把队员挪回后
背，十几分钟的时间，浑身湿透。队员
满心愧疚，刘红艳却贴心地宽慰队员。

“那时候根本不觉得累，感觉自己
比男人都能干，和队员在一起就乐呵呵
的。”报告团成员刘红艳笑着说。

无私的付出源于内心的感动。乔
雪潇刚进队时，感觉融不进去，一度打

起了退堂鼓。但一次训练中，看到一名
队员不小心摔倒，乔雪潇急忙想上去扶
起来，可运动员拒绝了她的帮助，用尽
浑身力气，鲤鱼打挺一样，先是跪在雪
地上，然后慢慢站了起来。乔雪潇正看
得发呆时，运动员边笑边对她喊：“乔
姐，你看我说我能自己起来吧。”乔雪潇
眼含热泪，对运动员竖起了大拇指，哽
咽地说：“你真棒！”

正是从那一刻起，她决定留下来。
多年来，她陪伴、呵护着这些运动员，陪
着他们一起成长，陪着他们实现梦想。
回忆走过的路，她说：“他们的快乐，就
是我们的快乐。”

教练员 为跨越赶超倾心付出

工作人员 以运动员的快乐为快乐

运动员 为冬残奥梦想拼尽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