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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生保健养生保健精心制作乐器 一生热爱曲艺

□文/图 见习记者 刘彩霞

既然有爱好和梦想，就要坚持
下去。61岁的徐国欣退休后，每
天都为自己的爱好而忙碌，在乐器
和戏曲中充实地度过每一天。

9月7日上午，记者走进位于
市区颍河路一住宅小区的徐国欣
家，两个曲艺爱好者摆好桌椅正准
备排练，徐国欣在调试乐器。接
着，一曲河南坠子《恶媳妇打婆
婆》在徐国欣的坠胡伴奏下，悠扬
动听地开唱了。环顾屋内，除了墙
上挂的字画和全家福，窗台下还放
置一台扬琴和一把琵琶。“马上大
家又要下乡进行文化巡演，所以一
些曲子还要抓紧时间多排练一
下。”一曲结束后，徐国欣向记者
介绍说。

徐国欣从小喜爱戏曲。虽然他是家里的独
子，但父母都是地道的农民，以种地为生，并没
有多余的钱财来支持他的爱好。15岁时徐国欣
为了学习曲艺，偷拿了家里攒了一年的 16 块
钱，买了一把坠胡。尽管受到了父母的严厉责
骂，但也正是因为这把坠胡，开启了徐国欣的戏
曲人生。

“那时没有老师教如何拉坠胡，我就自己摸
索着学。每到村里演戏时，我就挤到戏台前认真
听戏曲的曲调，看别人怎么拉坠胡，回到家后就

自己琢磨。”徐国欣20岁时，偶然听说郾城县说
唱团招人，便毫不犹豫去报名，并顺利考入说唱
团。两年后，说唱团解散，徐国欣为了家庭，放
弃戏曲，改行做生意。尽管生意做得一帆风顺，
但是他内心对于戏曲的热爱却没有丝毫减少。后
来，他考入更专业的县曲剧团，又回到自己热爱
的戏曲行业里。

徐国欣对于戏曲的喜爱，在老伴潘风娥的眼
里，就像着了魔一样。看电视时，突然听到几句
戏曲曲调没有听过，徐国欣会马上拿起纸笔记下

来，不断在脑海里回忆哼唱，直到哼出一段完整
的曲调为止。“如果是骑车在路上听到没听过的
曲段，他会一直在嘴里背唱，回到家后再记下
来。”老伴潘风娥告诉记者，这一段段不起眼的
记录，成为徐国欣创作和谱曲的源泉。

“我们两个当初在一起，也因为在一个剧
团，有同样的爱好和兴趣，才能一直相互包
容、支持着走到现在。”不管别人如何评价，老
伴潘风娥一直非常支持和理解徐国欣对戏曲的热
爱。

从小痴迷戏曲

除了喜欢戏曲，徐国欣还研究如何制作乐
器。“买成品乐器的价格比较贵，而且一些店里
售买的乐器制作工艺并不是太好，所以我就想自
己制作乐器。”徐国欣白天在剧团工作，晚上回
到家里就抽时间研究、制作乐器。

由于制作乐器需要大量的工具和材料，徐国
欣专门腾出住房顶楼上的一间屋子，作为自己的
工作室。走进他的工作室，桌子上堆满刨子、钢
锉等各种工具，地上还放置有电锯和木材。由于
没有模具和图纸等数据，徐国欣只能自己看着图
片，照葫芦画瓢勾画图纸，一遍遍摸索。

尽管已经进入秋天，但工作室内依旧非常
闷热，只有一台小风扇能散热降温。为了不让
噪音影响邻居的生活，徐国欣每次制作乐器时
就把门窗紧闭，一个人在工作室里锯木头、刨
木材。潘风娥心疼丈夫辛苦，经常主动和丈夫
一起锯木头。为了制作民族乐器“八角鼓”，
徐国欣经常工作到凌晨两三点。从锯木头到缝
制乐器上的挂穗和防尘袋，都是徐国欣自己亲
手制作。

“我老伴的手工活比我都做得好，就拿缝衣
服来说，我就比不过他。”看着家里摆放着的老

伴亲手制作的一件件成品乐器，潘风娥不禁感慨
老伴细心手巧。

1988 年 ， 徐 国 欣 精 心 制 作 的 “ 改 良 曲
胡”，获得1987年~1988年度河南省文化厅科技
进步三等奖。当时有不少商家联系徐国欣，想
购买他的技术并批量生产，他总是一口回绝。

“商家批量生产乐器，我不放心乐器的质量。
这个技术，我不会把它卖钱。”徐国欣说，“我
亲手制作出来的这些乐器，在我眼里都是无价
的。就是赠送给懂乐器的朋友，也不会出售
的。”

制作的“改良曲胡”曾获省级奖项

正是因为“改良曲胡”获得河南省科技进步
三等奖，有关部门才把徐国欣和他的老伴从农村
户口转入城市户口，徐国欣调入郾城区文化馆，
成为正式工作人员。

2015 年，徐国欣在郾城区文化馆退休。为
了发展戏曲文化，他创办了一个民营艺术团，每
天都在为剧团的工作和演出而忙碌。演出的各项
事宜，他都要亲力亲为，甚至演出的服装、道具
等，都是他亲手筹备。“徐老师对我们都很好，
特别是在戏曲方面。只要有个新戏或者是比较好

的唱段，都会催着让我们这些年轻人学习。”该
艺术团成员姜华说，只要团里的成员想学戏曲或
乐器，徐国欣就会无偿地把乐器和乐谱提供给他
们，并且每个月都会邀请南阳、平顶山等地的老
曲艺演员来漯河，跟艺术团的团员们一起切磋交
流曲艺。

除了下乡带团演出，跟团里的演员们进行排
练，徐国欣空闲在家时，还经常和老伴一起唱
戏。在欣赏徐国欣夫妇合作的一段戏曲时，两人
之间举手投足的默契不禁让人羡慕。“老伴年轻

时就喜欢古筝，我也曾说过要亲手给她做一架古
筝。这一晃几十年过去了，年轻时的许诺现在都
还没兑现。”徐国欣感慨地说，“如今退休了，我
准备实现对老伴的承诺，做一架好点儿的古筝给
她，也感谢她一直以来为家庭的操劳和对我的支
持。”

传统曲艺需要一代一代传承，徐国欣希望自
己的艺术团能有更多的年轻人加入，把戏曲艺术
传到下一代的手中，让曲艺在年轻人身上发扬光
大。

怀揣戏曲梦想一路前行

徐国欣在他的工作室制作乐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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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意渐浓，由于早晚气温变
化甚大，气候干燥，往往容易引
起燥咳，甚至可使老年人旧病复
发或病情加重。现介绍几则食疗
方，对秋天燥咳有较好的疗效。

鸭梨粥 取鸭梨 3 个，大米
50 克，先将鸭梨洗净，加水适量
煎煮半小时，除去梨渣后，再加
入米粥趁热食用，有润肺、清
心、降火之功效，可治肺热咳嗽。

百合杏仁粥 鲜百合 50 克
（干品30克），杏仁10克去皮，打
碎，粳米50克，同煮为稀粥，调
白蜜适量温食，1日3次。

蔗浆粥 新鲜甘蔗500克，去
皮榨汁备用，以大米 50 克煮粥，
熟后倒入甘蔗汁60毫升，再煮沸
1次即可食用。

柿饼川贝粉 取柿饼2个，川
贝粉 （川贝母研成粉） 10 克。将
柿饼挖去核，加入川贝粉，放锅
中蒸熟，每天早晚各吃1次。

杏仁炖雪梨 取 甜 杏 仁 15
克，去皮打碎，雪梨 1 只去皮切
片，同放碗内。另加冰糖 20 克，
清水适量，然后置锅内加盖隔水
炖煮约1小时即可服用，每天早晚
1次，连服2天～5天。

川贝末炖雪梨 取雪梨1只洗
净，横断切开，掏去核后放入川
贝末6克，然后将两瓣并拢，用牙
签固定，放入碗中加清水适量，
置锅内隔水炖煮30分钟。吃梨喝
汤，每日1次，连服3天～5天。

据《新文化报》

秋咳缠身
试试食疗方

在我国古代的文人中，无论是
文学家、思想理论家，还是医学
家，活至六七十岁，甚至八九十岁
的高寿者，不乏其人。他们在自己
的生活实践中，摸索出许多养生方
法，这对我们不失为一种良好的借
鉴。

睡眠法：南宋诗人陆游，晚间
读书，一般以二更鼓尽（相当于晚
间 10 点） 为限度。他认为，睡眠
是消除疲劳的最好方法，经常熬
夜必然头昏脑涨，记忆力下降。

静坐法：北宋才华横溢的文学
家苏轼推崇静坐养生法，他说这是
大脑最好的休息方法。他曾建了一
个“息轩”，并题曰：“无事此静
坐，一日是两日，若活七十年，便
是百四十。”静坐法要求坐姿端
正，两目微闭，全身放松，自然吸
收，宁神静态，意守丹田，每次时
间可在15分钟~30分钟。

散步法：古人强调每次进餐后
不能马上坐下工作或上床就寝。如
南宋思想家、医学家陶弘景就说
过：“饱食，不用坐与卧，欲得行
步务作以散之。”饭后散步时应该
徐步缓行。

卧游法：在年高体弱无法外出
旅游的情况下，将许多山水画贴在
居室四壁；足不出户，卧而赏之。
元朝名画家倪瓒在《顾仲蛰见仿》
诗中称之为“一畦杞菊为供具，满
壁江山作卧游”。

据《中国体育报》

古人“卧游”
助延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