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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刚蒙蒙亮，在汝州市双拥公园内，一个双目有

神、满头银发、步履坚实、手拿器械的老者，来到公园东

南角的一个场地上。只见他踢腿、轮臂、甩腰、闪展腾挪

……做着锻炼前的辅助练习，他那标准漂亮、功底深厚

的动作，让人难以置信这是个 88岁的老人。他不但精
通拳术及各种器械套路，而且在绘画造诣方面也有独

到之处，在汝州也堪称一绝。他，就是汝州市武术名家

李栓柱。

习武不辍八十载 德艺双馨满桃李

李栓柱，生于 1936年 8月，祖籍汝州市杨楼镇，汝州市教体局（体育）退休
教师。国家段位制六段，汝州市查拳派掌门人，汝州市武术界有名的拳师。幼年

时因家境贫寒生活所迫，随父辈逃荒至西安生活，因父辈们平常有练习武术的

习惯，5岁的他也潜移默化产生了兴趣，曾跟随其五叔李根发先后学习了十趟
腿、查拳 1- 10路、查刀、查剑、查枪、查棍、罗汉拳、五虎断门刀等武术套路。为
集众武术流派之长，曾先后拜陕西武协副主席、陕西省红拳文化研究会名誉会

长马振邦，西安梅花拳名家焦明德，太祖门掌门人杨春旺，大金店名师李金栋，

汝州拳师田九义、于章才、陈玉朝为师，掌握了各流派的武术精髓。1973年，李
栓柱通过县级选拔曾代表临汝县（汝州市）参加传统武术比赛，获得一等奖，受

到体育部门有关领导的好评。因其在武术方面的突出表现，加之当时武术人才

短缺，1976年，经当时临汝县（汝州市）体委研究决定，李栓柱被破例由县服务
公司跨行业调任县体委工作，负责武术人才选拔及培训工作。1978年 5月，在
洛阳地区参加全省武术教练员培训班，同年 8月，参加洛阳地区第四届运动会
武术比赛取得第一名，2013年曾代表汝州市参加全国武术之乡比赛获得传统
武术优胜奖。2011年 5月曾做客《央视体育频道》演示讲解传统武术的攻防技
艺，获得较高的收视率，深受观众好评。在他几十年的武术教学生涯里，带队参

加大型武术比赛上百次，屡屡摘金夺银，为汝州武术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几十年来，李栓柱老师所辅导学生有上千人之多，遍布全市各行各业，有

的身居要职，有的经商办厂，有的入伍提干……他们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都

展现出自己精彩的一面。西北武术学院院长韩鹏、鹅坡武校总教练杜景涛就是

他当年辅导过的学生。他的徒弟韩卫国，2014、2015、2016连续三年代表汝州
市参加全国武术之乡比赛，成绩斐然，为汝州争得了荣誉。

“李老师在汝州可谓是武术界的‘泰斗’，他为人和善、和蔼可亲，武术动作

标准、舒展大方，教起课（武术）一丝不苟，不厌其烦，特认真，时间观念较强，他

总是说早上时间很宝贵，别耽搁，在练武时对服装也有特别讲究，不能随意。有

时因为纠正一个动作，李老师要示范多遍，但我不能及时理解，气得老师放出

狠话，说让我回去好好体会下，学不会明早就别再来了，可是到第二天上课时，

他还是满脸的慈祥，当我熟练地把那套动作完成时，他高兴地说看起来不逼你

一把你是学不会的。自此，我的训练热情更高了。据我所知，几十年来被李老师

辅导过的学生没花过一分钱，当今社会作为常人是很难做到的。”说此话的是

他 30多年前姓张的学生。

耄耋之年不服老 艺海无涯勤作舟

退休后的李栓柱在辅导学生练武的同时，还迷恋上了绘画，这对于一个小

学尚没毕业的他来说，那可真是“天方夜谭”。但李栓柱凭着他那较高的悟性以

及事不干成不罢休的韧劲，如今也小有成就。他所画的戏剧各种脸谱、春夏秋

冬四条屏、钟馗工笔画，线条细腻、轮廓比例适中，惟妙惟肖，令人看后拍腿叫

绝。更为可贵的是，一个 88岁高龄的老者，经过他半年的不懈努力，一幅长达
22米的《水浒传》一百单八将工笔人物画，近日已收笔完工，篇幅之大，人物之
多，在汝州绘画史上实属罕见。当提及他的绘画之路时，李老不觉哈哈大笑起

来，他说：“就是开心，多少有点儿事干，增加点生活乐趣，平常在习武术之余绘

个画，算是文武兼修，也算是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吧！”

家风淳朴受人敬 初心如磐忙传承

“最近我们姊妹四个将排练个集体项目，把我父亲早年所教的查剑合练

下，把这一传统武术搬上舞台，让更多的人领略到传统武术的魅力，让更多的

人喜欢上武术。”这是李老的三女儿，在一次武术比赛之后说的一席话。

李老共有五个子女，都已成家立业，其中四个女儿在他的影响下对武术也

情有独钟，在赛场上她们巾帼不让须眉，曾多次代表汝州参加全国、全省各级

比赛均取得较好成绩。当提到今后打算时，李老侃侃而谈：“作为汝州武术见证

者，我将把所学武术套路整理成册，拍成教学视频，让查拳这一传统武术在汝

州大地上开花结果。”

融媒体中心通讯员 马俊杰
《十二生肖》IC卡

翻看藏品

甄俊英展示收藏品

李栓柱在指导二女儿练剑

从喜欢到挚爱，从手中仅有一张电信卡（片），经

过她 25年的艰辛与努力，居然成为一名拥有集电信
IC卡、纪念章汝瓷、奇石、根雕、挂历、彩票、烟标、酒
瓶、小人书、名人名画、文房四宝等共计 20余项，约
10余万物件藏品的资深收藏爱好者。她就是汝州市
人民医院退休职工———甄俊英。

甄俊英，女，生于 1955年 10月，汝州市煤山街
道望嵩人。1974年 4月临汝县高中毕业。为响应国
家政策，同年 4月 22日，下乡至临汝镇公社东车坊
大队，1976年招工至城关镇卫生院（汝州市人民医
院），2005年退休。1999年从事收藏至今。

初次与甄俊英相识，是在我市举办“档案日”活

动参展现场，由我市收藏爱好者谭国强介绍相识。

“甄俊英老师，可是咱汝州市收藏界的‘穆桂英’。”谭

国强一句话，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甄俊英作为此次参展活动唯一的女同志，在参

展人员中最为耀眼。尤其她的红色藏品《伟人毛泽

东》电信 IC卡系列，引起了参会者的高度好评。
《伟人毛泽东》电信集卡，共分五个部分：《各个

时期的毛泽东》《长征时期的毛泽东》《文革时期的毛

泽东》《毛主席语录、诗词、题词》《毛主席像章》。《伟

人毛泽东》电信卡图案，运用数字绘画实现传统绘画

的视觉表现，生动还原了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伟岸

的形象和伟大的气魄，展现出毛泽东同志运筹帷幄

的雄才伟略和高瞻远瞩的伟人风格。

看到《伟人毛泽东》那套精美别致的电信集卡

时，令人赞叹不已，使人浮想联翩。它再现了那战火

纷飞、激情燃烧的岁月，让人感受到毛泽东那满门忠

烈六骨肉，换得两袖清风的博大胸怀。伟大领袖毛泽

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卓越领导人，新中国的缔造

者，他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政治家、军

事家、诗人和书法家，他非凡的才华与领导艺术永驻

史册，为后人留下了宝贵而永久的精神财富。

“这只是人家收藏的冰山一角。家里的‘宝贝’多

着类，可以说是堆积如山。”正看得入神时，谭国强这

句开玩笑的话，打断了笔者的沉思，激起了笔者的好

奇心。时隔数日，带着渴望，带着敬仰，在谭国强的引

荐下，笔者再次拜访了甄俊英。

走进家门，笔者就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那琳琅

满目的奇石、根雕，占据整个院子的“半壁江山”。“来

客人了”。随着老伴儿的一声吆喝，甄俊英闻讯笑容

可掬地上前与我们打着招呼，并依次介绍了各种藏

品的来历和出处。看着那打磨精致、重达上百斤的梅

花石以及精美的根雕艺术品时，谁能想象这竟出自

一位柔弱女同志之手，崇仰之情，不由得骤然剧增。

“这还不算啥，甄俊英老师那些《电信卡》系列藏

品，那才看着美类。”谭国强话音刚落，甄俊英就招呼

我们走进一间卧室。这哪里是卧室呀，这分明是博物

馆展厅，那精美别致的电信 IC 卡藏品，在展架上井
然有序地排列着，让人看得眼花缭乱，美不胜收。

与卡结缘

甄俊英，自 1999年涉足收藏界，已历经 25个春
秋。回首往事，不觉历历在目。

那是 1999年夏季的一个傍晚，甄俊英下班与好
友相约到市区一家古玩店里闲逛。那是她平生第一

次接触到收藏，看到古玩店里五花八门、五颜六色的

藏品时，不觉让她心花怒放。古玩店老板向她推荐多

个收藏物件，而她一眼就喜欢上了平顶山建行

首发《十二生肖》IC卡。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电
信磁卡电话可谓是风靡一时，遍布大街小巷。收

藏电信磁卡，在那年代较为时尚。此卡不仅记录

了中国电信行业的发展历程，还反映了不同时

期的技术进步和社会变迁，更主要的是该集卡

图案精美逼真，华丽别致，再加之甄俊英自小就

喜欢小动物，这也可能是她收藏这一集卡的主

要原因吧！她用兜里仅有的 50元钱从古玩老板
那里买下那张电信卡。这是她平生第一件收藏

品。自那时起，她就梦想着哪天要成为一个“收

藏家”。

苦乐相伴

最初，甄俊英的丈夫对她搞收藏意见非常

大，由讲讲吵吵，甚至发展到冷战的地步。丈夫

理由是收藏行业不是一般人玩的，开销大，耗精

力，还有那些破旧的瓶瓶罐罐占地方，影响家里

的美观。但甄俊英则为了自己所谓的“事业”竟

善意地瞒着丈夫，曾多次以“假借”去郑州看女

儿（郑州上学）之名，去古玩城淘“宝”。

初次“淘宝”，她就尝尽了苦头。那是 25年前冬
天的某一天，甄俊英搭乘了汝州至郑州的客车，在登

封大金店附近，一个貌似绅士的男子上车后，就坐在

了她的身边。可能是甄俊英早起的缘故，迷迷糊糊睡

了一路，到郑州下车，换乘公交车掏钱买票时，一摸

口袋，坏了，西装上衣口袋竟被划破了一个口子，可

恶的小偷把她身上所带 300元准备“淘”宝的钱，偷
得一干二净。在当时，300元可不是个小数目。

这下可难坏了甄俊英，没办法，她只好借钱打个

公用电话，让女儿到车站来接。那次郑州之行，无功

而返。并且在她返家途中，甄俊英所乘坐的客车又抛

锚了。在路上等了半天车，换乘了一辆过路车，到家

已是晚上 8点多了。甄俊英此时伤心地泪流满面。丈
夫知道事情原委后，爱恨交加。既心疼，又生气。埋怨

她不该一个人去冒这个险。

当提及收藏的事时，个性要强的甄俊英不觉话

语哽咽，满脸愧疚地说：“我走南闯北搞收藏这么多

年，多亏俺丈夫的支持。我为了搞收藏，没有让人家

吃一顿应时饭，家里家外的事都是人家干的，这些年

来可让人家受苦了。我平常省吃俭用，家里的钱基本

都投资到收藏上了，您看这房子还是上世纪九十年

代初盖的，老式木窗，墙壁斑驳，没一件像样的现代

家具。说实在，像我们这种条件在城里还真难找呢！

不怕您笑话，为了省钱，我从来没去过理发店，都是

在家自行处理的，也从来没有买过什么高档衣服、化

妆品之类的东西。但是在收藏方面，只要认准的东

西，我就会不惜一切代价，毫不吝惜，坚决拿下。虽然

生活清贫点，但精神还是蛮富有的。当看到自己的藏

品得到同行们的认可和赞誉时，感觉自己付出的这

一切也算是值了！”

成功的人都不是一蹴而就，都是经过艰辛的努力，

用心血换来的。作为收藏爱好者的甄俊英更是如此。

1999年，甄俊英为了收藏套《金陵十二钗》电信
集卡，经她四处淘宝，多方努力，凑到了 11张集卡，
唯独缺少一张集卡。为凑齐集卡，甄俊英不顾酷暑炎

热，曾五到洛阳、三去郑州，走遍了那里大小古玩市

场。功场夫不负有心人。所幸的是在洛阳涧西古玩市

场一朋友那里“淘”到了那张集卡，了却了自己的心

愿。当淘到那张集卡时，激动的甄俊英像小孩一样一

蹦多高，兴奋之情无以言表。

2000年，建行汝州支行将发行《十二生肖》电信
卡。此卡是每年发行一张，而且要提前预定交押金，

最大的困难是时间跨度长，要想凑到这套集卡，需要

等 12年，可想而知该集卡的收藏难度有多大。甄俊
英得到消息后，不假思索地抢先预定了两张。经过她

不懈地努力，2012年终于集卡成功。
2001年，建行平顶山支行发行《十二生肖》IC

卡。该集卡是由建行平顶山支行首次发行，辐射面

广，集卡难度较大。无独有偶，甄俊英在收藏此套集

卡时，又缺少一张，甄俊英为此跑遍平顶山各县（市）

区的古玩市场，最终通过朋友帮忙，在舞钢市的一个

古玩市场上以高价“淘”回那张集卡。

2006年的一个夏日，甄俊英遇到一件令她终生
难忘、啼笑皆非的尴尬事。那天，甄俊英只身一人到

蟒川河里捡石头，因当时天气太热，甄俊英那天穿衣

比较随便，头上戴着遮阳帽，着一个篮子，篮子里

放着一个蛇皮袋子和一个小铲子。她带的那些东西

都是她“工作”时所必带的装备。小件放篮子里，大件

装袋子里，石头深了，可用铲子。这装束像极了农村

妇女下地拔草的样子。晚上坐车时，车主见她背着袋

子，着篮子，挽着裤腿，误以为是拾荒要饭的，下车

时说啥也不收她的钱。甄俊英在八团路口下车，好心

的司机还给她指明去汝州市标的路怎么走，此时的

甄俊英既感动又好笑。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25年来，甄
俊英在从事收藏方面所受的苦是无法用语言来描述

的，但她在收藏事业上所取得成果可是有目共睹的。

她曾先后收藏了电信集卡《金陵十二钗》《十二生肖》

《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水浒传》《伟人毛泽

东》《五百罗汉》《十二星座》《三十六计》《山水风景》

《名人名画》等 20多项，近 2万余件（片）。
甄俊英收集的电信卡，种类之全、件数之多，在

汝州乃至平顶山市收藏界也是数一数二的。

她所收藏的那套《四大名著》集卡最为抢眼。该

系列集卡共有图片 588张。每套集卡都是按时代背
景、故事人物、事件发生的出场顺序并以图文并茂的

形式展现于观众。趣味性、可读性较强，这套集卡对

提高青少年阅读兴趣很有帮助。

《伟人毛泽东》那套集卡，是她收藏作品中最为

引以为自豪的一项，这可能有她当年“知青下乡”生

活的情结吧！

爱无止境

“红色收藏不仅是一种怀旧情结的表达，更是表

达爱国主义的一种方式。下一步，我要把红色收藏作

为收藏的主攻方向，在原有《伟人毛泽东》集卡、《红

色纪念章》等红色文化的基础上，逐步完善，打造红

色收藏的新亮点。积极参加省市级组织的参展活动，

与有关部门积极对接，让红色收藏进机关、进社区、

进校园、进景区，让更多的人能够汲取精神食粮，赓

续红色基因，感受到红色收藏的魅力。”年近七旬的

甄俊英说此话时，语气还是那么坚定有力。

融媒体中心通讯员 马俊杰

甄俊英：收藏绘就出彩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