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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关注

焦点关注：中国邮政首次面向公众限量发行长达 5 米的“清

明上河图国宝大邮票”，这是中国邮票史乃至世界邮票史上最大

的邮票，堪称国宝！ 面市当日，凡是亲眼看到的人，都震惊无比，

一位集邮 3 0 多年的老邮迷感慨地说：“天哪，这邮票足足有两层

楼那么高，比我家的楼层还要高啊！ ”

首次采用超长超宽特种丝绢，世界邮票史上最大的邮票藏品

《清明上河图》作为上海世博会中国馆的镇馆之宝，三大展

馆同时展出，引起世界范围内的强烈轰动，其承载着中华文明的

博大精深与无穷奥妙。“清明上河图国宝大邮票”是中国百年邮

票史上的创举，更是世界邮坛的明珠。中国邮政首次采用高科技

微喷技术， 严格按照故宫博物院馆藏真迹等比例制作发行九枚

邮票连横印， 在超长超宽特种丝绢上创造性地以 5 米长的邮票

形式完美呈现《清明上河图》的绝世风采。 这在我国邮票印制史

上是头一次，收藏机会百年难遇，未来价值难以估量！

今日的国宝大邮票，将来的“8 0 猴票”

中国邮政 1980年发行的第一版生肖猴票，2011 年香港邮票

专场拍卖会上以 149万元成交，3年上涨 120万倍，而“清明上河

图国宝大邮票” 是中国邮政一百多年来第一次破例发行的全长

5米超大规格国宝邮票，全部展开相当于 30多个整版猴票，如此

权威又特殊稀有的大邮票，超低的发行价格，千载难逢的收藏机

遇，抢到就是赚到！

以小钱换大钱，不让昨日的遗憾再次上演

2003 年，上海春季拍卖会，一幅丝绢版仿制品《清明上河图》

拍出 300万元的天价，轰动一时；2004年，一幅黄牛皮制作的《清明

上河图》皮影定价 113万元。“清明上河图国宝大邮票”收藏的不仅

是巨型邮票，更是千年国宝名画，不管是留给子女还是送给亲朋好

友，将来都是以小钱换大钱，不要让昨日的遗憾再次上演！

重要提示：“清明上河图国宝大邮票”由中国邮政权威授权，

北京市邮票公司出品，全国统一发行价 2980 元∕套。 发行方提

醒广大收藏爱好者，我市配额有限，随时可能断货，抓住机遇，先

定先得。

鹤壁市唯一指定授权发行处： 新区兴鹤大街 221 号市新华

书店一楼收藏中心（徐福祥饭店南侧）

订购专线：0392-3376676� 15516666178

▲“清明上河图国宝大邮票”部分展示

中国邮政权威批准发行 北京市邮票公司监制

中国邮政5米“清明上河图国宝大邮票”即将结束发行

牛派艺术在台湾掀豫剧热丑角热牛派热

宁可三天不吃饭 也要看看金不换

□晨报记者 秦颖 渠稳

应台湾传统艺术总处邀请， 4 月 5 日 ~ 4 月 7 日，我市豫剧名家金不换赴台参加了台湾 2 0 1 2 传统表演

艺术节，并 8 次登台献艺，受到了台湾各界的广泛称赞。 台湾媒体将金不换称之为“大陆豫剧第一丑”，《联

合报》等数十家媒体甚至在报纸显著位置上打出了“宁可三天不吃饭，也要看看金不换”的宣传口号，金不

换的精彩演出在台湾掀起了一股“豫剧热”、“丑角热”、“牛派热”。

“牛派艺术”走进宝岛台湾

“台湾传统表演艺术节以‘传艺·献丑’

为主题，邀请了海峡两岸戏曲界多位‘丑

角’名家在台北、宜兰、桃园、新竹、台中、高

雄等地轮番上演经典‘丑角’喜剧，让民众

在‘雅俗共欢、愚智同赏’中充分体验‘无丑

不成戏’的滑稽魅力。 ”4月 9日，金不换从

台湾演出归来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金不换告诉记者，豫剧在北方影响很

大， 生旦净丑各个行当也是名伶辈

出，代不乏人。 就以丑行为例，《七品

芝麻官》、《十八扯》、《卷席筒》等几部

豫剧丑角戏名扬大江南北，享誉海

内外，经典台词“当官不为民

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妇孺

皆知。 本次“丑角”走入台湾

将丑角风貌呈献在了广大台湾观众面前。

“本次赴台演出，对加强两岸文化交流，宣

传推介鹤壁文化，提高我市在台湾的知名

度和美誉度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鹤壁市

委、市政府对我寄予厚望，我又生长在鹤

壁，我有责任有义务为鹤壁作贡献，把在鹤

壁发展壮大的‘牛派艺术’传承和发展下

去，让台湾观众了解鹤壁。 ”金不换对记者

说。

记者了解到，在参与台湾传统表演艺

术节期间，金不换表演了《七品芝麻官》、

《十八扯》等牛派名剧折子戏，市豫剧团部

分演员还与台湾豫剧团联袂演出了《梆声

豫曲宝岛欢乐趴》等剧目，受到台湾观众的

欢迎和好评。

宁可三天不吃饭，也要看看金不换

“金不换被台湾豫剧迷们奉为‘大

陆豫剧第一丑’， 也是豫剧名家牛得草

的传人，他的《七品芝麻官》早已是大陆

家喻户晓的名剧，台湾豫剧团将要与该

剧团联合献演这出好戏。三场戏的两岸

连演盛况，绝对值得您走进戏场细细品

味。 ”在获悉金不换即将赴台演出时，台

湾铺天盖地的宣传海报进行了这样的

宣传。“宁可三天不吃饭，也要看看金不

换”成了台媒宣传的主打标语。

“参与此次艺术节的有两岸 10 个

剧种、15 个表演团队，在此期间总共举

办了 45 场演出和讲座。 我作为鹤壁市

豫剧团团长，也多次和台湾豫剧团演员

一同走进台湾多所高校举办讲座，和热

爱中华民族传统戏曲艺术的大学生们

进行戏曲方面的交流， 让学生们领略

‘丑角’的滑稽魅力。 ”金不换告诉记者。

“在台湾，很多人祖籍都在河南，他

们热爱豫剧，也在台湾本地成立了豫剧

团，通过此次交流，不仅加强了两岸的

交流，也对豫剧及‘牛派艺术’的发展起

到了推动作用。 ”金不换对记者说。

“古今中外的丑角，表面看似嬉闹，

其实是用糖衣包裹刺耳忠言。 ”金不换

说。台湾豫剧团是上一代人在台湾组建

的，豫剧团内很多年轻演员都是台湾当

地的，他们都是通过学习媒体上的版本

学习豫剧，也都非常刻苦，“欢迎他们能

走进中原，走进鹤壁，走进农村，走到平

民百姓身边，找到真正的丑角艺术。”金

不换说。

宣传了鹤壁是艺术节上最大收获

“在台湾巡回演出期间，据说买票

最多的是大学生，很多学生甚至打出了

‘欢迎牛派艺术’的宣传板。一些祖籍河

南的观众，在听到豫剧后，流出了激动

的泪水。 可以说，这一次‘牛派艺术’走

进台湾， 掀起了‘豫剧热’、‘丑角热’、

‘牛派热’。 我们从高雄一路演到台北，

让更多的台湾人认识了鹤壁市豫剧团，

熟悉了‘牛派艺术’，更加深了对鹤壁的

了解。 ”金不换对记者说。

金不换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此次

巡演收获最大的是台湾观众对鹤壁的

认知和认可。“我每到一处都要把鹤壁

宣传出去。 我就是想让他们知道，在大

陆有鹤壁这样一个城市，是丑角艺术的

基地。这里有牛得草，有金不换。我觉得

这一点是我非常值得自豪的，也是感觉

非常有价值的地方。我师傅生前一直希

望能有机会到海峡对岸去演出，宣传一

下豫剧文化。师傅的愿望也是我多年来

的愿望和期盼。这次我替师傅圆了他的

梦，也为豫剧文化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

量。我一定要把师傅传给我的两出戏做

好、做强，展现给台湾观众。”金不换说。

据了解，为了将鹤壁市豫剧团以及

豫剧“丑角”在台湾打响，豫剧团更是提

前对剧本进行了修改。 在近 20 分钟的

演出中，金不换的表演引发了四次掌声

5 月，金不换

将率团再赴台湾演出

“‘牛派艺术’感染了全国很多戏

迷，各行各业都有‘牛派艺术’的追随

者，‘牛派艺术’ 的潜力就像是一个宝

库， 需要我们戏曲工作者长期挖掘。

2011年， 央视全年播出了牛派戏曲一

百多场，这不仅是对‘牛派艺术’的宣

传，也是对鹤壁的大力推介。中央电视

台戏曲频道常年都有鹤壁市豫剧团的

戏曲节目，这也是鹤壁‘牛派艺术’在

台湾有响亮名气的一个重要原因。 ”金

不换对记者说， 丑戏在过去就是古代

的谏官，丑角就是幽默家，在嬉闹的背

后蕴含针砭时弊的智慧。

谈到“牛派艺术” 取得的辉煌成

绩，金不换告诉记者，这全仰仗于他的

老师———牛得草先生在世时为“牛派

艺术”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夯实了

戏曲发展的基础。“我们只有通过不懈

地努力才能不辜负师傅，‘牛派人’一

定要把艺术做大做强。 ”金不换告诉记

者，“牛派艺术”在鹤壁发展壮大，也离

不开市委、 市政府及广大戏迷爱好者

的大力支持。

“为什么豫剧有生命力，因为我们

现在还在走村唱戏。 有时在飞机上还

能听到有人在唱戏， 这说明在大陆戏

曲的受众广。 同时，我希望能有越来越

多的青年人热爱豫剧文化， 让豫剧得

到更好的传承， 培养更多的豫剧苗

子。 ”金不换告诉记者，市领导对文化

和豫剧的重视， 让他感觉鹤壁已出现

了一个文化发展繁荣的新高潮。今年 5

月 3 日至 15 日，他还将率鹤壁市豫剧

团再次赴台与台湾豫剧团联合演出

《七品芝麻官》、《唐知县审诰命》、《卷

席筒》等剧目，给台湾观众奉上一台台

经典的戏曲盛宴， 更好地宣传鹤壁文

化和“牛派艺术”。

潮。

金不换告诉记者， 随着时代的变

化，世界变“小”了，沟通更加方便了。

和台湾豫剧团联袂演出， 这在河南豫

剧界是前所未有的， 台湾传统表演艺

术节的举办对着力打造“牛派艺术”这

张文化名片的鹤壁来说， 提供了一个

很好的宣传平台，“我们用自己的丑角

艺术也促进了两岸文化的交流及鹤壁

在台湾的知名度。 ”金不换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对鹤壁“牛派艺术”这张文化

名片充满了期待。

金不换演出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