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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日晚，在“亲亲闽台
缘”两岸非遗文化嘉年华、晋
江市 2022年文化体育旅游
节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活动
启动仪式上，首届“世遗磁灶
窑杯”陶瓷艺术大赛正式启
动。

据了解，举办“世遗磁灶
窑杯”陶瓷艺术大赛旨在传
承和用好“千年陶瓷发源地”
优势，着力打造“磁灶窑”文
化品牌，推动磁灶窑陶瓷艺
术创新发展，激励陶瓷艺术
家勇于探索、敢于突破，创作
和展示一批既有深厚传统意
蕴又有当代文化精神的陶瓷
艺术精品，助力磁灶乡村振
兴和文旅产业建设，推动磁
灶窑在新时期再创辉煌。

活动现场公佈了晋江市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所名
单、第二批晋江市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
传承人名单及晋江市第七批
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项目名录，并举行授牌仪
式。磁灶窑陶瓷烧制技艺传
习所、泉州刣狮（晋江狮阵）
传习所、磁灶陶器烧制技艺
（苏垵“黑茶古”）传习所、闽
南红砖雕刻工艺、宅内鲜花
花灯制作技艺、磁灶窑陶瓷
装饰技艺，以及磁灶窑陶瓷
烧制技艺传承人吴康为、磁
灶陶瓷雕塑技艺传承人李长
春等8个磁灶项目（传承人）
名列其中。

“举办‘世遗磁灶窑杯’
陶瓷艺术大赛，是磁灶借力
世界遗产的品牌优势，助推
文旅产业全面发展的又一次
实践；8 个磁灶项目（传承
人）入列‘非遗’，则是对磁灶
近年来在传统文化保护、传
承及阵地建设方面工作的肯
定。”磁灶镇镇长蔡文卿表
示，以此为契机，磁灶将进一
步做好“世遗”主题宣传，持
续擦亮“世遗”名片；进一步
用好“非遗”名片，做好文化
传承、保护，借力文旅赋能，
推动文化兴镇。

文旅赋能 文化兴镇

磁灶新增8张“非遗名片”
本报记者 赖自煌 通讯员 李玲玲

泉州刣狮（晋江狮阵）
传习所位于三吴村西边辽
文体活动中心，是狮阵文
化的主要传承、传播阵地，
更是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
晋江市展示点。传习所配
套有操练基地和青狮阵展
示馆，图文并茂地展示了
技艺流程、传承传播情况
和活动风采，同时陈列有
武术器械、狮头、龙旗、虎
旗、关刀、剑、盾牌、耙等常
见兵器，还有锄头、扁担等
农具。

本报讯 （记者 董瑞婷
陈巧玲 通讯员 孙淑华）南
音、福船、高甲、木偶……近
日，位于晋江市文化中心一
楼的晋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展示馆，面向公众免费开放
了。

据了解，该展示馆展陈面
积约 1200平方米，是晋江唯

一一个综合性、集中展示晋江
市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性项目的常设性主题馆，集展
览、研习、互动体验于一体，全
面展示晋江丰厚的文化底蕴、
非遗资源，以及非遗保护成
果。展馆以“人文记忆 璀璨
晋江”为主题，将展区分为序
厅、主展区及结语三部分，其

中主展区包括城韵、家味、匠
心等三个部分。

走进展厅，迎面而来的是
演出小舞台，这里将不定期举
办演出活动，展示非遗的活态
传承。展示馆还充分利用科
技手段，深度挖掘互动体验项
目。在这里，市民和游客不仅
可以通过投影观看非遗项目

的影像介绍，每个展区还设有
游戏活动体验项目，如高甲戏
的脸谱和换装、端午节安海捉
鸭VR体验、庙宇古厝福船拼
图体验等，有趣又好玩。

据了解，目前，晋江共有
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项目 80项，其中世界级 4项、
国家级7项、省级6项。

新“网红”打卡地来了

晋江市非遗展示馆开放

磁灶窑陶瓷烧制技艺传习所位于世界文
化遗产“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
心”的遗产点磁灶窑址（金交椅山窑址）的主
题展示馆——泉州古代外销陶瓷博物馆内
部，配套有“磁灶窑：宋元泉州外销陶瓷生产
基地”主题展陈馆、培训大堂、接待室、座谈室
及大型广场等，面积约 3300 平方米，具备开
展传习、交流等活动的条件。

磁灶陶器烧制技艺（苏垵“黑茶古”）传习所位于磁
灶苏垵村，是苏垵“黑茶古”的集中展示、传承传播基
地，不仅图文并茂地展示了苏垵“黑茶古”的工序流程、
传承人谱系及传承传播情况等，更常态化开展传承传
播活动，是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晋江市展示点。

磁灶镇素有“中国陶瓷重镇”美
誉，有 1500 多年的陶瓷烧制历史。
宋元时期，“磁灶窑”成为泉州外销
陶瓷的重要生产基地。

磁灶窑陶瓷装饰技艺繁复多
样，施釉工艺採用“化妆土”技术，施
釉“不到底”，釉色丰富，有青、绿、

黄、黑、酱五大类，以绿釉独步
天下。装饰手法多种多样，

常见的有刻划、模印、堆贴、
雕刻、剔花、彩绘和釉彩，
因器而异，工艺娴熟。
装饰纹样纷繁迭出，其
主体图案为各种植物
花卉和龙、凤、麒麟、
孔雀等祥瑞动物。

磁灶窑陶瓷装
饰技艺博採众长、别
具一格，其中剔花、
黄绿釉的装饰技法
吸取北方磁州窑风
格；刻划、贴塑则传承
自龙泉窑、景德镇窑；

釉下褐彩的装饰师承
唐代长沙铜官窑。

宋元时期，伴随着泉
州港海外贸易的兴盛，磁

灶窑陶瓷装饰技艺达到鼎
盛，在器形、纹饰上反映出适应

海外市场需求的风格，体现了宋
元泉州富有特色的海外贸易体系与
多元社会结构，多维度地支撑了“泉
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
这一价值主题，显现出中国陶瓷发
源地之一和中国重要的外销陶瓷主
产地弥足珍贵的历史价值。

闽南砖雕是闽南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
指在红砖上雕刻或模印出各种花纹图案的
装饰作品。闽南红砖雕刻工艺在晋江主要
分佈在磁灶镇。

闽南砖雕可分为单砖雕、拼砖雕及拼
花等多种形式，雕刻技法也颇为丰富，或
浮雕，或平雕，或线雕，深浅不一，错落
有致，为闽南砖雕形式的代表。砖雕
创作题材丰富多彩，一般採用具有一
定吉祥寓意的动物、植物或人物及几
何纹样，也有不少採用“谐音”的方
法，将各种普通的形象赋予生动的人
文色彩及旺盛的生命力。

闽南红砖雕刻工艺是闽南建筑
“红砖、赤瓦、白石基”这一独特闽南特
征建筑风格的体现，是泉州古城悠久历
史的见证，是闽南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及重要载体之一，同时也是反映海峡两岸
同根同源重要的代表性例证，具有极高的保
护和研究价值。

磁灶宅内鲜花花灯制作技艺作为磁灶民
间技艺，始于清朝中期，有着300多年历史。

据《晋江县志》记载，早期闽南人有种花
簪花的习惯，尤其喜爱花形雅致、气味清香的
白玉兰。宅内花商发现了这处商机，就在自
家屋前屋后种上了白玉兰和各种各样的时令
鲜花，宅内因此而出名。经过数百年，当年的
一棵棵玉兰树苗如今都已是百岁大树。

鲜花花灯这项手工艺在宅内发展传承数
百年，成品畅销闽南地区。在清中晚期，宅内
村还设有一个鲜花集市，和泉州云麓花村相
媲美，有“千花云百花宅”的说法。彼时，花市
以售卖鲜花和手工制作的花灯、花篮等为主，
闽南各地的花贩都会前来选购，很是热闹。

作为闽南地区信仰文化的鲜花制作工
艺，见证了曾经的“世界宗教博物馆”泉州的
发展，助推了泉州“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
圣人”“半城烟火半城仙”之誉的形成，具有重
要的历史价值。

宅内鲜花花灯制作技艺

磁灶窑陶瓷装饰技艺

磁灶窑陶瓷烧制技艺传习所

磁灶陶器烧制技艺（苏垵“黑茶古”）传习所

泉州刣狮（晋江狮阵）传习所

闽南红砖雕刻工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