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静脉曲张
术后烂脚要“截肢”
“老烂脚”患者涌来求“保腿”

要“保腿”到易可。近日，3个
上海名医开的易可中医医院来了
不少“老烂脚”患者，来自苏锡常
及省内周边城市甚至上海。患静
脉曲张12年的邹老伯就是其中
之一。

老人3年前做了静脉曲张手
术，但近半年复发了，左小腿还出
现烂口，“烂口”越来越大。接诊
的该院“奚氏脉管中心”主任、“奚
氏清法”第三代传承人朱成河进
行了“脉管功能”检查，结合省内
唯一法国进口脉管筛查平台检
测，确定其存在“深静脉瓣膜功能
不全”，“静脉曲张手术前，必须要
搞清这个问题，功能不全则不能
盲目手术。”

盲目手术的恶果是“老烂
脚”，处置不当，最终更面临“截
肢”风险。作为“奚氏清法”传承
基地，易可中医院擅长为静脉曲
张、糖尿病、湿疹、血管炎、脂膜炎
等引发的“老烂脚”患者“保腿”。

“奚氏清法”坚持系统治疗，
囊括奚氏秘方内外治、清创换药、
用腿吃药等，修血管，恢复瓣膜功
能，从根上解决“老烂脚”。“奚
氏清创”采用中药骚刮术、中药缠
缚术等10多种奚氏特色清创，奚
氏秘方中药就有70多种。

（江南）

首届宜兴市陶塑
技能大赛场面生动

本报讯 首届宜兴市陶塑技
能大赛决赛8月16日在江苏省
陶都中等专业学校火热举办。

这是宜兴市陶协雕塑协会成
立以来组织策划的第一次技能大
赛，当天，有77位陶塑手艺人参
赛，其中1名正高级工艺美术师，
25名助理工艺美术师以上职称
的选手参赛。参赛者学历水平也
相对较高，其中硕士学历1位，本
科学历 11位，大专学历 17位。
也有一些陶艺专业的在校学生参
赛，年纪虽轻，但都很有斗志。

本次技能大赛采用现场直播
的方式，将比赛全程进行网上直
播，每一位选手的创作状态，每一
个作品的成型过程都将展现在观
众面前。无锡人社局将授予比赛
总分前三名的选手“无锡市技术
能手”称号。

（何小兵）

多参加专业比赛，增加上台经
验，提升扛压能力。在小姨的建议
下，子晴在2017年1月参加了中国·
江南少年艺术节，获得了大提琴学
前组一等奖，这也是她在大提琴领
域获得的第一份证书。同年，子晴
参加了2017年爱琴杯第七届暨第
二届国际大提琴比赛，获得非专业F
组优秀表演奖；在2019年爱琴杯第
八届暨第三届国际大提琴比赛中，
子晴获得了非专业E组三等奖。“国
际大提琴比赛是含金量较高的比
赛，参赛的都是扎根在大提琴专业
的孩子，会发现熟悉的名字。子晴
的成绩能够进步与她的刻苦训练密
不可分。”王莹说。

“小姨，我以后想当大提琴独奏
家。”还有些懵懂的子晴向往着国家
大剧院这样的大舞台。“既然目标明
确，那就试一试。”全家人都认为一
辈子能把一件事做好就是成功，子
晴有天赋肯努力，就让她试着在这
条路走下去。

决定报考中央音乐学院附属小
学后，子晴就前往北京备考。“我们
在她小姨家对面租了房子。”王莹
说。小姨为子晴在北京找了一名大
提琴老师，每周上一次课。老师课
上演奏一次的曲目无法及时消化，
外婆会在课堂开始时就按下手机录
音，下课后，子晴会听着录音继续练
习，直到效果令人满意。小姨、小姨

夫和远在无锡的王莹都是子晴的
“陪读”。每隔一天，小姨就会去看
看子晴练习的进度，检查布置下去
的任务有没有完成。王莹则每天都
会跟子晴视频，只要自己有空，就会
通过视频看着她练习。

“进入中央音乐学院附小学习
就是以大提琴专业训练为主了，待
学校的通知下来就准备出发去北
京。”王莹说，他们选择在学校附近
租房子，由外婆或奶奶轮流照顾
她。“子晴或许有百分之一的天赋，
但决定她如今成绩的依然是她自己
付出的努力以及一家人的支持。”王
莹说。

（杨涵 黄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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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憧憬大舞台
9岁“演奏之星”被中央音乐学院附小录取

近日，省锡中第一实验学校的学生高子晴以专业第一的成绩被中央音乐学院附
属小学四年级大提琴专业录取。4岁开始接触大提琴，6岁第一次获奖，9岁将前往北
京为实现自己的大提琴梦想继续努力，五年的时间里，高子晴从没想过放下怀中的大
提琴。

汗水浇灌出的第一名

中央音乐学院附属小学是中央
音乐学院专业音乐教学体系中的一
个重要组成部分，面向全国招生，择
优录取有较高音乐天赋的少年儿童
进行专业定向培养。

“子晴音乐之路走得很顺，是建
立在外公外婆的精心‘策划’，小姨、
小姨夫精心浇灌，音乐老师的辛勤
培养和她平时刻苦训练基础之上
的。”采访中，子晴妈妈王莹如是
说。子晴出生在一个大提琴音乐世
家，舅姥爷是中国音乐家协会大提
琴学会理事，小姨是旅德大提琴硕
士，小姨夫是旅美大提琴博士。这
样的环境为子晴学习大提琴创造了

得天独厚的条件。
子晴从小就喜欢音乐，会跟着

节奏唱跳。为了看子晴是否有学大
提琴的天赋，4岁时外婆为她买了个
小号大提琴。每到寒暑假，外婆就
带着子晴去北京跟着小姨学琴。未
曾想，这一练就是5年。

练琴虽然枯燥却一日都不能偷
懒，这也是子晴五年音乐路上最“难”
的事情。从每天半小时到每天两小
时，最近一年则是每天六七个小时。
随着训练时间逐渐延长，子晴的大提
琴也更新换代。“ 大提琴是和子晴一
起长高的，子晴从1米出头长到快1
米5，拉的琴也从1/8型号、1/4型号、

更换到了2/4型号，马上就要用4/4
型号的成人琴了。 ”王莹说。

长年累月的练习也在子晴的双
手上留下了痕迹，她手上多处已经
磨出了茧。问及子晴是否也有抱怨
练琴累的情况时，王莹的回答是肯
定的，长时间坐着练琴，且必须坐在
椅子的三分之一处，子晴也会抱怨
身体各处很累，感觉酸软。“不过第
二天到了训练时间，子晴还是会自
觉拿起弓，抱起大提琴。”

子晴人生的第一场演出是在小
姨的婚礼上进行了大提琴独奏，曲
目是《婚礼进行曲》。如今，她已经
可以演奏大提琴9级曲目。

不断拜师 每周赶往杭州学习

虽然刚开始学习大提琴的子晴
只有4岁，小姨仍然把她当成专业学
生来教，将专业的手型姿势、发音方
法、按弦实虚、弓法弓段等内容循序
渐进地传授给子晴。练习曲目也从
最基础的音阶慢慢升级为乐曲和由
几个乐章组成的协奏曲。日积月
累，子晴的大提琴的专业技能不断
提高。

“为了解决就近学琴的问题，我
们向在杭州工作的一名大提琴老师

拜师，他是子晴小姨的师弟。”王莹
说，当时子晴已上小学，每周六到杭
州上课，当天就得赶回家，第二天还
要上英语补习班。“老师的上课时间
是不确定的，我会提前约好时间再
安排车票。子晴会带上一些习题在
火车上完成。”王莹回忆道。

在学琴这件事上，子晴的信念
也让王莹深受触动。“没关系的妈
妈，我们还去上课。”有一次课前，子
晴的感冒症状明显，整个人显得很

虚弱，王莹提出要不要休息一天时，
子晴拒绝了。

说起去杭州学习的趣事，王莹
还分享了一个插曲。有一次到楼下
后王莹问子晴要不要先练练手，争
取到老师那里一遍过，子晴答应
了。母女俩便在老师家楼下支起大
提琴，把曲子练习了两遍后才上
楼。“你是不是在楼下拉琴了？”老
师的一句话让母女俩有些不好意
思。

为备考前往北京训练一年 梦想是站上大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