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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林小杰） 11日，
国际中体联武术技术委员会协调员
韩剑云、中国中体协武术项目竞赛主
任田径到晋江，指导武术竞赛委员会
竞赛筹备和组织工作，并考察晋江职
校东校区体育馆。

记者了解到，世中运武术测试赛
将于 7月 27日至 29日在晋江职校东
校区体育馆进行。此次两位专家到

晋江，就是对场馆的软硬件设施进行
考察，并确定所有功能用房的具体分
布、颁奖流程，以及运动员、裁判员、
观众、嘉宾、媒体等流线安排。

11日上午，专家为武术竞赛委员
会的全体成员进行武术项目测试赛
竞赛培训，内容包括武术竞赛通识培
训及竞赛流程编制、竞赛团队岗位职
责、竞赛组织及安排、测试赛人员岗

位设置、技术官员服务、场馆布局、功
能分区、工作流线、器材管理、场地管
理、竞赛志愿者岗位需求与管理等。

11日下午，世中运执委办竞赛与
信息部、场馆建设与运行管理部、网
络技术与无线电管理处、颁奖展示
处、宣传活动部、财务与市场开发部、
世中运武术竞委会及两名专家召开
了竞赛业务对接会。

在一天的考察结束后，韩剑云点
赞武术竞委会的准备工作，“这次来到
晋江收获很大，之前都是通过微信或
者电话对接，这次实地看了场馆，与竞
委会、执委办面对面交流，看到了武术
竞委会拿出细致的表格、流程，从他们
准备的这些专业性的材料，能看出他
们近期工作的辛苦。同时，我的内心
（对于比赛的举办）也更加踏实了。”

本报讯 （记者 曾舟萍 陈巧玲）
包粽子、沐兰汤、点雄黄、竖鸡蛋、制
香囊、编五彩绳、刺五毒……11 日下
午，池店镇党建办、池店镇纪委监察
组、池店镇团委、池店镇妇联、御辇村
两委联合举办了端午民俗活动，并邀
请晋江市第三实验小学、三省小学、

唐厝小学等多个学校的 100 多名小朋
友参加。

在御辇村曾氏家风家训馆门口，工作
人员用艾草为孩子们点沐头顶和肩膀，并
在他们的额头上点上雄黄。随后开展的
多种体验活动，更是让孩子们切身感受到
传统民俗的魅力。

2020年 10月 15日晚，中国曲艺
最高奖——第 11届牡丹奖颁奖仪式
在苏州市举行，南音表演艺术家、理
论家苏统谋获“中国文联终身成就曲
艺艺术家”荣誉称号，成为福建省首
位获此殊荣的艺术家，填补了福建省
文艺事业该奖项的空白。中国文联
主席、中国作协主席铁凝等为他及同
时获奖的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苏
州评弹表演艺术家邢晏春颁奖。颁
奖仪式上，给予他的致敬辞是：“向苏
统谋致敬！一方南音享誉世界，有你
的传承，有你的杜鹃啼血，世界非遗
名录记得你的执着。”

苏统谋，1939年生，系第二批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南音代表性传
承人；受聘为泉州南音申报人类口头
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专家组成
员、《中国泉州南音集成》民间艺术家
委员会委员、泉州师范学院音乐与舞
蹈学院硕士生导师；曾获晋江市政府
星光文艺奖传承奖和“十佳美丽晋江
人”称号；被中国文联、福建省文联颁
授“从事新中国文艺工作60年”和“从
事福建文艺工作60年”纪念章。

苏统谋的家乡深沪，是晋江的一
座古镇，这里的御宾南音社已拥有
300多年的历史。他自幼深受父辈影

响，耳濡目染而酷爱南音，10岁入馆
正式拜师；16岁加入晋江木偶剧团，
进一步深入研习南音与木偶音乐。
数十年来，他始终抱着严肃的艺术态
度，坚定不移地走正统南音之路，经
过长期的实践和磨炼，不但以“饱曲”
著名，而且各种乐器吹奏水平精湛，
成为一名德艺双馨的南音艺术大
师。作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的杰出
代表和南音入选联合国非遗的功臣，
他曾两度进入北京人民大会堂接受
表彰。

苏统谋曾先后担任晋江木偶剧
团团长和晋江市文化局（文化体育
局）文化科科长、副主任科员等职。
而早于1982年，他就率先倡议组建晋
江南音协会，担任该会会长 30余年。
其间，还担任中国南音学会常务理
事、福建省曲艺家协会常务理事、泉
州市南音艺术家协会常务副主席，被
众多海内外南音团体聘请为顾问和
艺术指导。

在南音的传承事业上，苏统谋积
极指导组建南音社、南音艺术团，倡
导组织举办南音大会唱、大奖赛、演
唱节，经常性开展对外南音艺术交
流。更为突出的是，他还遵循南音口
口相授、心手相授的师承之路，广收

门徒，义务教授南音。2018年 6月，
苏统谋南音传习所正式设立。同年
10月，晋江市委、市政府主办“春华秋
实”苏统谋师生南音专场音乐会，由
苏统谋及其不同阶段的学生近百人
共同演绎。这些学生年龄跨度很大，
从5岁稚童到80岁老者，有幼儿园小
朋友也有高校教师，有乡村南音爱好
者也有专业院团演员，有公职人员也
有海外华侨。

苏统谋的南音艺术成就及其贡
献，更集中地体现在他对南音的研
究工作。从退休后的 2003年开始，
他系统编校、整理、出版《弦管指谱
大全》《弦管古曲选集》《弦管过支古
曲选集》《泉南传统戏文四念白》等
南音、戏曲书籍 15大卷，自弹自唱自
录弦管过支曲光盘 15碟，对弦管过
支套曲联唱进行抢救性保护，其间
还曾组织赴台交流。这些成果被视
为“以现代方式保护和传播南音艺
术”的一大突破，被誉为“弦管史上
空前的大制作”，使泉州南音的指、
谱、曲实现了一次历史上最大限度的
收集、汇总、编校，在弦管史上写下光
辉的一页。

载誉归来，苏统谋将他荣获的
“中国文联终身成就曲艺艺术家”奖

杯、证书捐赠给御宾南音社。他说：
“我是在御宾南音社长大的孩子。南
音是我灵魂的伴侣，与我生命不可分
割。”“南音不只是泉州的骄傲，也是
世界的瑰宝。有生之年，我要不停地

把南音教下去、传下去，让更多人爱
上南音，领略南音的美妙。”

（刘志峰，福建省作家协会二级
调研员、一级作家；郑丽玲，晋江市文
化馆馆长、副研究馆员）

本报讯（记者 林伊婷） 11日上午，
晋江市（安海）第九届两岸端午民俗旅游文
化节系列活动暨第四届“安平古镇 海丝名
城”两岸摄影大赛优秀作品展在安平桥景
区游客服务中心开幕，并举行摄影大赛获
奖作品颁奖仪式。

今年，两岸端午民俗旅游文化节以“线
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办，共设置四大主
题活动，分别为两岸摄影大赛优秀作品展、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文艺晚会、线上
“水上捉鸭”民俗游戏、安海端午手绘条漫及
文化线上展。其中，摄影展于6月11日至20
日在安平桥景区游客服务中心举行；文艺晚
会采取录播方式，将于端午节（14日）当晚依
托“今日安海”等微信公众号播出。与此同
时，12日至16日，市民网友可体验参与线上

“水上捉鸭”民俗游戏，还可以通过“今日安
海”云体验安海端午特色民俗。

本报讯（记者 许春） 今
年端午节，晋江梧林传统村落
启动了端午新模式。10日，记
者从梧林传统村落保护发展
项目部了解到，6月12日开始，
侨村赶圩日将惊喜归来，不仅
有电音三太子强力助阵，还有
沉浸式戏剧体验轮番上演，可
谓“周周有惊喜”。

侨村赶圩是今年春节梧
林传统村落推出的“侨春有
禧”主题活动的特色项目之
一，集合了舞狮采青、舞龙戏
珠、五祖拳、高甲戏、布袋戏等
闽南特色传统文化。

从 6月 12日至 8月 29日，
侨村赶圩日将在每个周末来
袭，每周六下午和晚上将有电
音三太子巡演，每周日下午 4
时则有“群丑”戏梧林。届时，
新潮的电音舞曲与传统的阵
头表演相融合，沉浸式高甲戏
演出与游客零距离互动，让你
惊喜地体验闽南民俗。

此外，在闽南风情馆，每
周六上午 11时 30分，还有布
袋戏公益演出；下午 4 时 30
分，则有非遗香道公益表演。

本报讯 （记者 董瑞婷）
经过两年的筹备打造，11日，
青普文化行馆·晋江梧林在梧
林侨批馆广场举行开业仪式。

青普文化行馆·晋江梧林
是青普打造的一处体验式闽
南侨文化度假目的地。来到
12栋百年古厝洋楼改建的假
日客房，在院子里泡一壶茶，
晴天可以赏花望天任由清风
拂面，雨天能凭栏听雨坐看
四水归堂，感受活态的闽南
慢生活。

梧林传统村落依托青普核
心运营团队，以“体验”为核心，
构建乡村遗产地一价全包、一
站式的品质内容服务，建立乡
村振兴文旅赋能新模式。

专家点赞武术竞委会筹备工作
世中运武术测试赛7月27日开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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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端午民俗旅游文化节开幕

南音艺术家苏统谋的初心与使命——

“我要不停地把南音教下去、传下去!”

梧林：侨村赶圩日
周周有惊喜

青普文化行馆·晋江梧林
11日开业

11日，晋江市文联等部门联合举行了苏统谋及其南音学研究系列
活动，以一场研讨会、一次图片展、一本书、一场南音演唱会，来宣传和
弘扬一位艺术家不平凡的艺术人生，以及他为传承和推广南音这一高
雅艺术所做出的突出贡献。图为晋江市文化馆南音传习班表演《风打
梨》。 本报记者 陈巧玲 摄

刘志峰 郑丽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