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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东石镇南音社已成为东
石镇的南音培训基地。自2011年
起，已连续举办十届暑假南音培训
班，培养了近千名学子。“让孩子学
习技能，少玩游戏和手机，这个公
益培训得到了社会、家长的支持和
好评。”蔡长荣说，“暑期我们开设
了乐器班、唱腔班、初学班、提高班
等南音培训，课程内容丰富有趣。
凡属于南音爱好者，男女老少均可
报名，以学生群体为主。培训结束

时，再进行结业汇报演出，十分热
闹。”

几十年来，南音公益培训培
养出了大批的南音爱好者，参加
各种赛事，得奖不胜枚举。2005
年，学生蔡华容荣获第十一届文
艺青年全国十佳选手；2002年，蔡
凯琳参加晋江市第九届小学生南
音演唱比赛荣获一等奖，现就职
于厦门音乐团；2007年，五名南音
少女赴京参加第三届华夏艺术风

采国际交流选拔活动，荣获民乐
组合少年 A 组一等奖。可喜的
是，一代学生成长起来，已经又成
了他人的老师。曾屡次获奖的蔡
华容，如今是东石第二中心小学
的南音老师，它指导的学生张茹
茵斩获晋江市第二十届小学生南
音比赛一等奖、许一星获晋江市
小学生南音演唱比赛一等奖……
这或许就是蔡长荣坚持传承的意
义吧。

东石71岁蔡长荣：

倾注南音传播 传艺授徒近千人

资讯

银龄争辉齐行动
爱心义诊暖人心

本报讯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周
年，晋江青阳街道离退休干部党支部将举办“十
个一”系列活动。近日，为开启“十个一”系列活
动，青阳街道离退休干部党支部联合市卫健局
离退休干部党支部、市医院离退休干部党支部
在莲屿社区开展义诊活动作为首发活动。

本次义诊活动安排了外科、内科及测血糖、
心电图等多项检查。老医生们早早来到现场细
心地为社区群众检查身体，耐心解答社区群众
提出的问题，并在现场普及糖尿病、高血压等其
他慢性疾病的预防和诊治等基本常识，让大家
及时了解自身的健康情况。同时，义诊团为来
看诊的社区群众免费发放板蓝根、风油精及健
康宣传手册。虽然活动现场下着小雨，但活动
参与人数仍达上百人。

晋江老年大学获多项荣誉
本报讯 近日，全国老年大学信息化建设

暨智慧助老行动推进会在山东省东营市召开，
晋江市老年大学获评“全国老年大学信息化建
设优秀单位”。

另外，在中国老年大学协会教学工作委员
会、中国老年大学协会远程教育工作委员会举
办的“疫情防控常态化下老年大学‘线上’教学
探索与实践”专题论文评审中，晋江市老年大学
教师史伟萍的《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的老年科普
教育》荣获二等奖，郑玉火的《兴趣是最好的老
师——浅谈晋江市老年大学疫情防控常态化下

‘线上’灯谜教学形式创新的做法和经验》和王
婷婷《疫情防控下线上教育的新教学模式探索》
荣获三等奖。

老年大学诗词学会
举行“送春采风”活动

本报讯 5月 2日，为了庆祝“五一”劳动
节，晋江老年大学诗词学会和诗班举行“送春采
风”活动，共有 40多位爱好诗词的老人齐聚一
堂。

正值春末，当日上午9时，40多位老人汇集
在八仙山八仙阁前，以“送春”为主题，一起交流
诗词，感受大自然的气息。在采风活动中，老人
们有感而发，纷纷吟唱与春相关的诗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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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天准 1952 年出生，晋江安海人，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毕业。中国致公党党
员、中国楹联学会会员、中国工艺美术家
协会会员、福建省书法协会会员，中国厦
门翰墨海峡书画院副院长，晋江市书法
家协会原顾问，安海诗词学会副会长。

“晚晴”刊名邀你来写

本期刊名题字人物

刊名题写请注明个人简介（含个
人照片）、联系电话。

本版由本报记者 吴清华 黄海莲采写

他曾是一名商人，却手持南音乐

器与南音打了近60年的交道；成为晋

江东石镇南音社社长后，明明3年换届

一次，他却次次当选，这一当便是 31

年。几十年光阴走过，这家镇级南音

社在其引领下不断发展，对外交流时，

常被当作县市级南音社团来对待；他

提出创新性举措，开设暑期南音公益

培训十年，已免费培养近千名南音爱

好者。他，便是71岁的东石镇南音传

播者——蔡长荣。

无论刮风下雨，每周一、周三、周六，71岁
的蔡长荣都会准时与会员们相约在南音社
内。在那里，不少南音爱好者早已齐聚一堂，
等待着一起吟唱、赏析清雅悠长的南音佳乐。

蔡长荣的南音情缘由来已久。1951年 10
月，蔡长荣出生于晋江东石镇。在蔡长荣孩提
时代，由于他家所住的华侨楼居所较大，长辈
们便将大厅和一个房间拿出来，无偿为村民提
供了一处吟唱南音的场所。家里进进出出的
都是学南音、唱南音的人，蔡长荣耳濡目染，愈
发喜爱，有时听得入了神，竟也跟着大人们咿
咿呀呀地学了起来。

“我自 12岁时，就拜蔡尤琴为师。”手抱琵
琶的蔡长荣笑容温厚，一边抚摸着琴弦，一边
耐心地告诉记者，初时学唱腔，蔡尤琴老师的
唱腔在当时已闻名遐迩。“当时老师口传身
授，非常认真教导发音，我得到了蔡尤琴老师
的南音真传，后又得到了张贻坤、陈四川、蔡
崇希、苏统谋等老师的精心指点，受益良多。”
几十年来，在长辈的传带及与全社成员的认
真学习交流中，蔡长荣的传统南音基础也变
得愈发出色。

经诸多老师指点，加上好学苦练，如今，蔡
长荣已形成了精通南音上、下、四管、吹拉弹
唱，能精确演奏南音四大名谱的个人技艺特
点。诸多国内外大型活动他均有参加，尤以洞
箫为主席位。

“仁和明月管弦声，古寨丹
心南国韵。”在东石镇南音社内，
可见一副楹联赫然挂于社内，短
短两行字，却满是古香古色。据
蔡长荣介绍，该社属于晋江较早
成立的南音社。东石镇南音社
成立于 1983年，作为一家镇级南
音社，却由 21 个（其中 6 个百年
以上）社团馆阁组成。目前，社
内还保留着年代久远的南音先
祖照片、凉伞、木制凉伞头及旧
谱 4本。在南音社成立当年，蔡
长荣便参加社团任常委，在 1990
年下半年任社长，至今已有 31
年。

随着电子设备的普及与各项
娱乐项目的增多，南音作为一项
传统音乐，若想乐苑长流，古乐
流芳并非易事，需要传承人为其
投诸热爱、付出坚持与努力。为
鼓励更多人学习和传播南音，蔡
长荣想了很多办法，“比如办服
装厂和做其他生意时，我会鼓励

外来工白天上班晚上也和咱们
本地人一起学南音，但效果不是
很好。”

后来，蔡长荣向本镇澳门华
侨陈明白提议捐款创立基金会，
此举虽然得到了他的支持，但为
了筹集资金，他辗转难眠、四处跑
动，最终辛苦筹得100多万元。“前
后应该有找了四五十人吧。”蔡长
荣笑着说，语气里满是淡然，希望
把其中的辛苦一笑带过。“再后
来，基金会成立后，用利息来支撑
南音社日常开支就顺利多了。对
外演出为社员发放补贴、对内增
设打卡机，用到社 1小时补贴 10
元钱的方式鼓励社员勤来勤学、
为高龄社员发放贺岁金、自发研
究南音显示屏，南音曲词显示不
用电脑，只用遥控器，便于出场使
用……”谈起这些举措，蔡长荣如
数家珍。

2015年，蔡长荣获泉州市级
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南音

代表性传承人称号。
作为传承人代表，对内，蔡

长荣积极鼓励男女老少来学习
南音，并设立了相对应的奖金鼓
励机制；对外，他动员会员们乐
于分享，领头组织筹办多项南音
社活动，参与社会公益性活动，
如展演、宣传、讲座等。每月至
少保持七八次的频率下乡表演；
每年春节期间，他便组织社员，
在文化中心大楼举办南音公演，
这已成为传统活动；晋江市每年
举办的南音文化节，都由他带队
参加，进行东石社专场演出。早
几年，他还组织社员到檗谷老年
协会举行南音公演，受到好评。
每次海内外大型南音活动，都由
他领团参与，曾参加新加坡、马
来西亚、菲律宾、印尼等东南亚
国家，以及中国澳门、香港、台湾
等地的南音交流，加深海内外弦
友的情谊。就这样，东石镇南音
社日渐焕发出独有的活力。

连任社长31年 获“泉州市非遗传承人”称号

开设暑期南音公益培训 培养10届近千名学生

摄影作品：《戈壁驼铃》 作者：苏素华（1951年生，晋江老年大学摄影提高班学员）

书法、绘画、摄影、诗词、剪纸……如果你喜
欢这些，擅长这些，那么，这里便是你展示的舞
台。“才艺秀场”作为展示老年朋友才艺作品的
平台，长期面向全市老年朋友征集优秀作品。

才艺秀场

剪不断的南音情缘
12岁拜师学艺 一唱6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