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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永刚：

与生俱来的

葫芦丝情缘

如果说， 有朝一日信阳市的葫芦丝艺术能够
在全省乃至全国声名鹊起的话， 那一定会与喻永
刚有关。

“我与葫芦丝的缘分应该是命中注定的。结缘
之妙，与生俱来；缘分之深，根深蒂固。”昨日上午，

当年过半百的喻永刚向记者说起与葫芦丝的半世
情缘时，言辞恳切，听者动容。

喻永刚与葫芦丝的缘分始于一段笛音和一支
破笛。文革初期，尚是孩童的喻永刚从广播里听到
一段如泣如诉的笛子独奏，“当时， 我一听就入迷
了。”正是这一曲“魔笛”从一个孩童的耳鼓绕进了
他的脑海、心田。 自此，喻永刚便与这门管弦艺术
结下了不解之缘。每遇部队文工团来信阳演出，喻
永刚就成了笛子演奏员的铁杆粉丝。

真正吹奏出属于自己的第一声笛音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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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那年，这年夏天，喻永刚在农专校园里捡到一支
破旧竹笛。这下可好了，有了自己的笛子就不用纸
上谈兵了，部队文工团再来演出的时候，他可以拿
着自己的笛子大方请教。 喻永刚就是与管弦艺术
有缘，刚过半年，他竟可以像模像样地吹奏出整支
笛曲。文革中期，一位到信阳插队的郑州知青应该
算是喻永刚的启蒙老师， 少年喻永刚从他那里系
统地学到了一些笛子知识和吹奏技巧， 水平得到
了很大的提升。

后来，无论是高中时期在学校宣传队，还是参
加工作之后在东风公社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多才
多艺的喻永刚都是宣传骨干， 笛子吹奏特长更是
让他如虎添翼。

1984

年，喻永刚调到信阳麻纺厂
工作，此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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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间，他从麻纺厂车间办事员干
起，一路勤勉，走上了信阳市煤建公司副书记的领
导岗位，可繁忙的行政工作，让他与心爱的笛音几
度失联。

而此时，葫芦丝就“埋伏”在喻永刚的人生中，

静默地等待着一场无法言说的“邂逅”。

2003

年，

一个偶然的机会，喻永刚接触到葫芦丝这门艺术，

十分着迷。因与吹奏技法笛子大同小异，且更为简
单，他很快入门，并迅速熟练。几个月后，喻永刚在
单位办理了停薪留职手续，到南方城市一呆半年，

一边精进技艺，一边考察市场，他决心将生活重心
转移到葫芦丝艺术的学习与传播中来。

一个人扛下周围异口同声的不赞成和不理
解，

2005

年年初， 喻永刚在信阳市民权路开办了
一家音乐工作室，教授葫芦丝和笛子吹奏技巧。可
半年的时间，只招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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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学生。 不做它想，喻永刚
就和这位学生一起学习，锤炼技艺。

2006

年， 喻永刚的音乐工作室才热闹了一
些，招收了十几位学生，有老人，也有少儿。就在这
一年， 喻永刚带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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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老年学生参加全国首届葫
芦丝大赛，年龄最大的一位

71

岁，因技艺精湛、精
神可嘉，在赛场便引起了轰动。 第二年，喻永刚再
度带队出征该项比赛，斩获了个人金奖、优秀教师
奖和优秀组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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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大奖，让“信阳”在全国葫芦
丝业界成了一个热词。

“刚开始的孤独不是常人能够理解的，只能说
是由衷的热爱让我撑过了那段难捱的时间， 才有
机会走进了现在的阳光。 ”回首那些艰难的岁月，

喻永刚早已淡然释怀，如今，他所专注的就是如何
让信阳市葫芦丝艺术走到更高远的天空下， 进入
更多人的视听中。

19 岁小伙身高 1.3 米

立志用知识改变命运

信阳消息（韩蕾买祥发）昨日，

在信阳市第六高级中学的校园里， 因为
学生们已经吃完午饭进入午休状态，所
以显得比较安静。 而在靠近电话亭的小
花园里， 有四个学生正在那小声地讨论
习题， 其中有一名学生身高大概只有

1

米
3

， 虽然个头比同龄人矮了三四十厘
米。

这位同学叫董鹏， 是信阳市第六高
级中学三年（

15

）班的学生，由于从小缺
乏生长激素，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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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他，只有
1

米
3

的身高。 “刚上初中的时候，村里的医生
发现我长不高， 就建议我去医院检查一
下。 ”谈起自己的身高，董鹏显得很平静，

“

09

年的时候，家人凑钱，带我去郑州检
查了一下，医生说是缺乏生长激素，所以
才长不高的， 但是每个月打生长激素需
要五六千元，家里实在是拿不出来，所以
一直没治。 ”

董鹏的家在平桥区查山乡相林村，

家里只有年迈的爷爷奶奶和精神异常的
父亲， 而他的母亲在他出生几个月后就
离家出走， 至今董鹏都没见过妈妈长什
么样， 平时就靠爷爷奶奶种地的收入维

持生活， 而今年董鹏的爷爷被查出是胃
癌晚期， 让这个原本就贫困的家庭更是
雪上加霜， 爷爷为了能省点钱让董鹏上
学， 在医院治疗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回家
了。 “我知道爷爷的苦心，他无非是为了
想留点钱，让我上学看病用！ ”说起爷爷
的苦心，董鹏显得有些激动。

正是因为明白家人的苦心， 董鹏并
没有放弃学业，反而更加努力。 他的班主
任林守胜老师告诉记者， 有一次去食堂
吃饭，看见董鹏正在吃馒头，两个馒头一
碗粥就是午饭，但是即使家庭再贫穷，身
高有缺陷， 董鹏依然保持着自己在班上
前十名的学习成绩，这让林老师很欣慰。

“我想用知识改变命运！ ”说起学习成绩，

董鹏告诉记者，他想好好学习，将来考一
个好大学，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家人过上
好日子。

“我知道，好多跟我一样遭遇的人都
没有继续上学。 ”说起自己这么多年之所
以还乐观的看待周围的事物，坚持上学，

主要是因为自己周围都是好人，“我从小
学到现在，同学都对我很好，很少有人嘲
笑我的身高；知道我家里条件不好，我现

在的班主任林老师就找到了校长， 让校
长给我减免学费，我碰见的都是好人。 ”

离高考还有不到
100

天的时间，这
段时间里，董鹏每天除了学习，就是想着
自己的身高问题。 “有时候学习的时候就
会跑神，老想着怎么样才能长高，我也知
道这样不对， 我也知道只有努力学习才
对得起家人。 ”董鹏懊恼的对记者说，“今
年我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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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了，医生说打生长激素还
可以长高，可万一再等等骨骼线闭合了，

我可能就再也没长高的可能了。 ”

记者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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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年龄，

1

米
3

的身
高， 从小缺少生长激素的董鹏成了长不
高的人。 爷爷胃癌晚期，爸爸患有精神疾
病，妈妈在他几个月大时就离家出走，家
里只能靠几亩薄田维持生活， 没有多余
的钱让他去支付每个月打生长激素所需
要的几千元钱， 但是他却没有因为自身
的缺陷，放弃希望、放弃学习。 如今的他
已经是一名高三的学生， 在距离高考还
有不到百天的时间理， 希望能有好心人
伸出援手， 让这名学生拥有再次长高的
机会，让他也能体会到正常人的生活。

既是蔬菜又是水果 菠萝蜜满街飘香

信阳消息（见习记者韩蕾）最近，

在我市的水果摊上出现了菠萝蜜的身
影，见到有人上前询问，商贩们就开始向
顾客推荐菠萝蜜。

“好吃吗？ ”“您可以先尝尝，不好吃
不要钱。 ”在一个水果摊上，市民杨女士
发现了菠萝蜜， 并且想买点回家，“家里
人都爱吃，说它香气浓郁，味道甜蜜。 ”

菠萝蜜果实肥厚柔软，清甜可口，香
味浓郁，同时又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
素、矿物质等营养成分，故有“热带水果
皇后”的美誉。

“我在家的时候不仅把它当水果吃，

而且也会把它当做蔬菜食用。 ” 说起烹
饪，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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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饭的杨女士，有不少心
得体会，“我有时会做罐头， 有时候会腌
一下； 或者拿来凉拌， 再不然就做成蜜
饯，果肉中的种子还可以拿来炒菜，或者
炖肉， 总之即可以当蔬菜， 又可以当水
果。 ”

挑选菠萝蜜时首先要观察颜色，成
熟的菠萝蜜一般是金黄色， 没有完全熟
透的可能会带一点青绿色； 再者要观察
外皮， 优质菠萝蜜外皮一般都是完好无

损的， 带点小黑点， 其中还带有较多的
“小刺”； 然后闻气味， 成熟的菠萝蜜有
着很浓的香气； 最后打开菠萝蜜时，

要是发现有腐烂或者变质的，就要停
止购买。 “按着这个方法，包你挑到新
鲜好吃的菠萝蜜。 ”该水果摊的老板对记
者说道。

菠萝蜜不仅可以食用， 还有较高的
药用价值。 《本草纲目》中有记载：止渴解
烦，醒酒，益气。 但是皮肤不好的人不宜
多吃， 而且吃前最好将果肉放在淡盐水
中浸泡几分钟，避免发生过敏反应。

本报记者曾宪科

董鹏（左二）正在认真听同学讲解问题时的场景。

环君姚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