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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陈贻贵

本报讯 12月3日是国际残疾人日，
邵阳小伙范佳明受到中央电视台总台
CCTV-3综艺频道朱迅主持的深度访谈
节目《我的艺术清单》栏目的邀请，参加中
国科学院大学杨佳教授的专场录制。

杨佳是湖南长沙人，29 岁之前，她
的人生真可谓顺风顺水。15 岁上大学，
22 岁读中科院研究生，留在中科院任

教，杨佳成为当时最年轻的教授。然而，
一场突如其来的罕见疾病使她双目失
明。在经历了极端的痛苦后，杨佳重新振
奋起来，在父母的帮助下，她以惊人的意
志力重回讲台，并在失明9年后考入哈
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成为该学院有史以
来第一位获得公共管理硕士学位的外国
盲人学生。如今，她不仅在讲台上教书育
人，还担任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副
主席、中国盲协副主席，为残疾人的各项
事业作出积极的努力和贡献。

湖南花鼓戏唱腔是杨佳难忘的乡
音，范佳明受邀作为表演嘉宾登上了央
视的舞台，为杨佳教授和全国残障人士
及全国人民带来湖南著名花鼓戏《补锅》
片段。范佳明是隆回人，今年20岁，现就
读于中国戏曲学院，曾多次荣获全省及
全国表演类和歌唱类各大奖项，多次接
受湖南日报、邵阳日报等媒体采访。

“作为表演嘉宾，带去了家乡湖南著
名花鼓戏《补锅》片段，特别激动和开
心。”范佳明表示，他会继续努力，把更多
更好的家乡优秀文艺作品带上更大的舞
台，让大家了解湖南深厚的文化底蕴。同
时，也呼吁大家能多关爱残疾人，给予这
个群体更多理解、尊重，用充满善意的
心，去传递更多美好，帮助残障朋友一起
共享美好的人生。

邵阳小伙上央视宣传家乡文化

记者 陈贻贵 通讯员 张曦

本报讯 12 月 10 日，经过 5 天的激烈角
逐，2021年湖南省青少年乒乓球锦标赛在市体
育中心体育馆落下帷幕。

本次比赛由湖南省体育局、省教育厅主办，
邵阳市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邵阳市全民健身服
务中心承办，邵阳市乒乓球协会承办，来自全省
14个市州的344名运动员上演了一场场精彩对
决。比赛旨在推动湖南省青少年乒乓球运动发
展，提高我省青少年乒乓球水平，培养选拔优秀
乒乓球后备人才。本次比赛根据选手年龄，分为
U11、U13、U15和U18男子单打、女子单打以及
U15、U18男子双打、女子双打12个组别，采用国
家体育总局审定的最新乒乓球竞赛规则，每盘比
赛采用五局三胜制，每局比赛采用11分制。

赛场上，选手们顽强拼搏、奋勇争先，每一
个扣杀，每一声得分后的怒吼，以及不到最后一
刻决不放弃的精神深深地打动了在场的每位观
众，比赛中不时传出热烈的喝彩声。直拍、横拍、
扣球、旋转球、弧线球等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
现。运动员在比赛中切磋球技，挥拍争雄，最终
决出4个年龄段组别的12项冠军。

湖南省青少年乒乓球锦标赛在
市体育中心落幕

300多名乒乓小将
同台竞技

记者 陈贻贵
通讯员 黄红华 李军

本报讯 12 月 9 日晚，国家艺术基金
2020 年度大型舞台剧和作品创作资助项目
——大型现代祁剧《种子方舟》在市楚雄大
剧院首演。

祁剧《种子方舟》取材于“全国优秀共产党
员”“感动中国2018年度人物”“时代楷模”钟
扬的先进事迹，讲述钟扬克服青藏高原高寒险
恶的自然环境，历时16年跋涉50万公里收集
种子的故事，展现了钟扬人民至上、国家至上
的坚定信仰，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的赤子情怀，
敢于担当、勤勉履职的高贵品质。该剧由湖南
省祁剧保护传承中心创作出品，国家一级编剧
冯之、国家一级导演贺希娟分别担任编剧和导
演，国家一级演员、戏剧梅花奖得主肖笑波领
衔主演。

钟扬系我市新宁县人，生前是援藏干部，
曾任复旦大学研究生院院长，2017 年在赴内
蒙古为民族干部授课途中遭遇车祸，不幸逝
世。为了创排好祁剧《种子方舟》，剧组人员先
后赴西藏、上海、武汉、新宁等地采风，组织召

开钟扬先进事迹座谈会、亲属见面会，并多次
组织专家进行研讨修改。该剧被国家艺术基
金列入2020年度资助项目，并入围第七届省
艺术节决赛剧目。

演出过程中，台上演员表演声情并茂，台
下观众沉浸其中，如痴如醉，掌声、喝彩声接连
不断。近两个小时的演出中，精彩的故事、鲜
活的人物、感人的瞬间，紧紧吸引着观众、感动
着观众。首演结束后召开评审座谈会，中国文
化艺术基金会评委专家从剧本、唱腔、音乐、服
装、舞美等方面，对剧目进一步提升提出了意
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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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一苗 李一博

新华社记者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了解到，考
古工作者在咸阳市发掘了一处东汉家族墓地，其
中出土的2尊金铜佛像具有重要研究价值。

2021年5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陕西省
咸阳市渭城区北杜街道成任村东南发掘了一处
东汉家族墓地，墓地南距汉长安城遗址约15.7
千米。这处家族墓地中的6座墓葬形制规模相
近，坐西向东，南北并列分布，间距 15 米至 20
米，均为斜坡墓道洞室墓。

据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李明介绍，在
编号为M3015的墓葬主墓室西北角地面上发现
了2尊金铜佛像，为东汉晚期遗物。其中一件为
释迦牟尼立像，身穿通肩袈裟，通高10.5厘米；
另一件为铜五尊佛像，通高15.8厘米，正面浮雕
坐佛五尊。佛像的肉髻、面相、着衣方式、衣纹
等都具有典型的犍陀罗造像风格。经分析，2尊
佛像均为铜锡铅合金，制作工艺为范铸。

在这处东汉家族墓地中还出土了陶罐、陶
仓、陶动物、铜钱、铜镜、弩机等随葬器物。在编
号为M3019墓葬中出土的朱书陶罐上，有铭文
纪年为“延熹元年十一月廿四日”。

李明说，铭文可以作为这处家族墓地下葬
时间的标尺，墓地的主人应是东汉时期安陵县
或长安县的中级官员或地主，具有一定的家族
势力或经济实力。此前普遍认为独立的、体现
宗教信仰意义的佛像到十六国时期才出现，这
次出土的2尊佛像，将目前国内考古出土的金
铜佛像时代提前至东汉晚期，这对研究佛教文
化的传入及中国化具有重要价值。

陕西发现东汉时期金铜佛像

范佳明（右）在表演湖南花鼓
戏《补锅》片段。

精彩激烈的比赛现场。陈贻贵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