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花船来了，快快往后。”伴随着开场的一

阵锣鼓，在小镲有节奏的伴奏中，两队排列整

齐的花船队伍开始交叉着出现在游客的眼

前。

浚县古庙会的花船多是木制的， 船身模

仿水船，用绘有水纹的棉布缀成船身，并以红

花、宫灯、明镜、船棂等装饰。每个表演花船的

队伍都会尽力将自家的花船装饰得艳丽多

彩，因此花船表演深受爱美女士喜欢。每次花

船一出场，就有不少小女孩和年轻姑娘聚集。

“过去车很少， 很多人都是走路来赶庙

会，远的人就坐船来，因为顺河街挨着卫河，

不少人都在这里下船， 于是这里渐渐出现了

花船表演。 ”正在顺河街准备花船表演的韩光

亮告诉记者，“顺河街的花船表演算是时间最

长、历史最悠久的，一直延续着老祖宗的传统

没变过。 ”

“正月十六那天， 凌晨两点就叫人去化

装，因为当天人多，去晚了就要靠后，所以要

提前占个好位置。 ”今年 81 岁高龄的陆会文

大爷从十七岁就开始制作花船， 他摸着花船

前面的一个银牌告诉记者， 这个银牌是以前

一个县令赏赐的，现在还在花船上保留着。

“表演花船的时候要快速迈着碎步，保持

船身平稳的状态才好看，犹如在水面上划动。

表演花船时能形象地塑造出水面行船的情景

才是好手， 急时如顺流而下， 逆时像逆水行

舟。 ”陆会文大爷笑着告诉记者，现在村里的

年轻人还喜爱着花船表演， 相信花船表演会

很好地传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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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不良生活饮食、工作习惯会导致前列腺炎，

如烟酒过度、熬夜、应酬、压力过大、常吃辛辣食物以及

婚前不洁性行为等。 ”据调查数据显示，前列腺炎在我

国中青年男性中发病率在 41%左右，前列腺增生症 50

岁以上男性发病率高达 50%， 前列腺结石和前列腺癌

等前列腺疾病发病率都呈现递增趋势。

前列腺是男性特有的性腺器官，也是男性健康的

“多事之地”，如细菌性和非细菌性前列腺炎、前列腺增

生以及前列腺癌等，都是男性常见疾病。 就前列腺炎

来说，前列腺借助射精管与人体的尿道相通，因性活动

频繁，射精管经常处于开启状态，尿道内的致病菌可以

逆行而上，侵入前列腺并生长繁殖，引起前列腺炎。 当

前列腺受到炎症破坏后，就会导致精液质量下降、生育

能力降低，甚至引起部分人不育。 同时，慢性炎症还常

引起人体性功能的异常，如阳痿、早泄等。

王先生，今年 35 岁，来到医院检查时，谷海芳主任

发现他的前列腺炎已经很严重。而实际上，他早在两年

前就出现尿频、尿急等症状，晚上要跑几次卫生间，可

他并没有太在意，后来出现腰痛、腹痛症状时，才有些

紧张。 但由于没时间，又怕花钱，他就一直没去医院就

诊，自认为年轻扛一扛就好了。 结果，现在病情不但没

好转，还影响到了性功能。 针对王先生的病情，医生决

定采用靶向导入治疗系统。

超声电导靶向导入治疗系统利用电极导管定位于

前列腺部，通过超声导药、电脉冲离子透药等现代科技

手段，使药物透过皮肤直达前列腺组织发挥治疗作用，

迅速改变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等症状，增强免疫功

能，激活药物活性，使药物离子成分突破脂质包膜，透

达病灶深层，从而快速杀灭致病微生物，并不断冲洗排

出体外，达到杀菌消炎的目的。 同时改善神经功能，解

痉止痛，解除性神经压迫，改善性功能。 在医生的治疗

下，王先生已经恢复了往日的自信与活力。

专家提醒：保护前列腺要从现在开始，不纵欲也不

要禁欲，避免前列腺反复充血，给予前列腺充分恢复和

休整的时间。饮食要清淡、戒烟、忌酒，尤其不要长期饮

酒和酗酒，不吃辛辣等刺激性较强的食物。（市二院新

院外科副主任医师谷海方咨询电话：3219333）

“我的这些手艺都传给了儿子，他从小就喜欢。 14 岁就

创作出了自己的第一件陶艺作品。 ”说起儿子，付建国一脸

自豪，他告诉记者，他儿子叫付海军，他很高兴儿子能继承

自己的手艺。

“你看到的这些作品，像人物、动物等都是我和儿子共

同创作的，我负责前期造型和后期烧制，具体的细节雕刻，

比如瓶身的花纹等都是我儿子做的， 我的眼力和精力早已

做不了这些了，像花瓶、鼎、樽之类的摆件都是我儿子自己

做的。 ”付建国说，儿子年轻，有想法，制作工艺在儿子的改

进下更加细致，早已摒弃了以前挖坑烧制的做法，而是买来

专门的炉子，每一道工序都经过专业流程。

“等孙子长大了，我希望他也能学这门手艺。 ”付建国

说，现在很少有人去留意陶艺的制作过程，尤其是年轻人，

他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学习陶艺。

古庙会印记 庙会上的那些老摊贩儿

之

付建国43年陶艺情

□

晨报记者 赵玮

前列腺炎不可盲目“扛”

在浚县古庙会上，记者被一组十二生肖陶艺深深吸引，古拙朴实

的造型，憨态可掬的表情让人一见便难以忘怀。 这组十二生肖的创作

者就是浚县南街新村 58 岁的付建国，做陶艺已经 43 年了。

十几岁时的陶艺作品至今保留

以现实生活和戏剧人物为原型

父子二人共同创作

“由于父亲喜欢陶艺， 我从小耳濡目染， 爱上了这一

行。 ”付建国告诉记者，十五岁开始他就学习陶艺。

受当时条件限制，付建国每次将陶土塑成形状后，就在

屋后挖个坑，用砖头将四面围住，然后用柴火烧制。“刚开始

烧制的作品根本不成型， 失败了很多次后才渐渐掌握了方

法。 那时候烧制的作品有几件我至今仍保留着，就算是个纪

念吧。 ”付建国说，学了一段时间后，有陶艺师傅给了他一些

最原始的印模，模具是用泥烧制成的，巴掌大小，都是一些

戏曲人物。 他如获至宝， 开始用这些模具小批量制作并烧

制，然后卖钱补贴家用。

“小时候家里穷，根本供不起我上学。 ”付建国告诉记

者，由于没有任何美术专业底子，所以他的作品原型大多来

源于现实生活和戏曲中的人物， 例如十二生肖和其他的小

动物就是根据现实生活中所看到的原型。

除了使用原先的戏曲人物印模外， 他还自己动手创作

人物造型。“年轻的时候每次看完戏，满脑子都是戏曲人物

的样子， 我就根据自己的理解或者老百姓的喜好捏成想要

的形状。 ”付建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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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花船演员坐在花船里的扮相。

花船演员的扮相均为“女相”。

花船走场都是“8”字形来回穿插，演员们双手扶船以掌握方向，迈着碎步前进，就像在河面上行船。

花船上系着的银牌。

核心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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