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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音登上春晚，8名晋江籍演
员参与其中”“演员赵丽颖在梧林
体验掌中木偶”“晋江元宵民俗活
动上央视”……癸卯兔年正月，晋
江传统文化频频登上热搜，亮相世
人面前。

人们不禁对这座以民营经济
而闻名的城市充满好奇：它是如何
在大力发展民营经济的同时，让传
统文化也葆有蓬勃生机？今天，记
者就带着大家一同走进晋江传统
文化，探寻其历久弥新的密钥。

民间沃土 滋养文化之花

今年元宵，“天公不作美”，雨
水淅沥，却阻挡不住市民游客的热
情。在梧林，烧塔仔火焰熊熊，德
越宅里掌中木偶栩栩如生；五店市
传统街区，市民或撑伞或着雨衣，
提着花灯欣赏婉转悠长的南音曲
……

每逢春节、元宵等民俗节庆，
添丁、寿诞等仪礼，晋江人喜欢邀
请高甲戏班演出。每年正月是晋
江高甲剧团最忙碌的时候。在晋
江，注册登记的南音社团有 12个，
这些社团大多是由民间自发组成，
众多爱好南音的“弦友”时常齐聚
一堂，以乐会友。

生于民间，兴于民间。晋江民
众对传统文化的喜爱与追寻，如同
肥沃的土壤，滋养着传统文化之
花，使之繁茂生长。这种喜爱和追
寻，还随着华人华侨的脚步走向世
界。

2000年，晋江南音艺术团团长
陈铭伟随团到菲律宾演出。演出
过程中，除了热烈的掌声，有一幕
情景至今让他难以忘怀。“当时台
下有一位老华侨，听得泪流满面。
后来在为我们接风的时候，他一直
说感谢我们，让他在异乡听到了儿
时母亲的摇篮曲。”而早期晋江民
间南音社团的大楼，大多是由华侨
捐资建设的，在深沪御宾南音社、
金井无荒阁南音社等地，至今仍可

以看到当年参与捐资的华侨姓名
及照片。

无论是南音、高甲还是掌中木
偶，都是以古代泉州府城腔进行演
唱，这也意味着它们不仅仅是传统
音乐和戏剧，更是乡音，是乡愁，是
海内外500万晋江人的情感寄托。

新旧交融 注入不竭动力

传承是根本，创新是出路。让
传统与创新并行，是晋江传统文化
得以发展壮大的密码。

“老祖宗的东西不能丢。”在记
者采访过程中，“原汁原味”被晋江
几位非遗传承人反复提及。

作为非遗传承人，陈铭伟时常
在思考，“如果只顾着迎合市场一
味地创新，那经过若干年，后人认
知的传统其实是现在的创新，而不
是最初的传统，这是不是就失去了
传统文化艺术传承的意义。”

如何坚守传统，保持原汁原
味？首要的便是守住传统曲牌。
2003年，晋江决定由相关部门、文
化馆聘请国家级非遗传承人苏统
谋重新整理、编校《弦管古曲选集》
等书籍，有效保存南音曲目的家
底，为普及传播南音提供了大量的
资料。

原汁原味并不等同于故步自
封和一成不变，而是在坚守传统文
化内核的同时，对其进行拓展、创
新，激活其生命力。

2020年，晋江市南音艺术团在
创立10年之际，便创新推出了南音
舞台剧《印象闽南·玉兰花开的地
方》，将南音与高甲戏、童谣和舞蹈
等多种表现形式创新性地融合，让
非遗南音不仅“好听”，也能够“好
看”。

“面对受众面更广的舞台，我
们就会选择适当的创新，以求达到
推广的目的，先让群众走近南音，
然后我们再去呈现原汁原味的传
统南音，带领他们走进南音。”陈铭
伟说道。

传统和创新并不矛盾。要想
更好地传承弘扬传统文化，人才是
最重要的因素。

“来，这边再侧身一点，脸要面
向观众。”近日，在晋江戏剧中心高
甲剧团排练厅里，国家级非遗传承
人姚道成正在指导刚入团的年轻

“老生”演员排练。今年 78岁的姚
道成早在 2005年便从晋江高甲剧
团退休，后又被返聘回来。

“我们按行当对演员进行分组
培训，返聘老前辈回来任教，每一
个行当都有一位代表性传承人带
着他们。”晋江市高甲柯派表演艺
术中心负责人庄伟国介绍。

《李东假巡按》《女中魁》《仲夏
夜之梦》……2022年，晋江掌中木
偶艺术保护传承中心接连排练新
戏，起用年轻演员，为其搭建展示
平台，历史悠久的掌中木偶戏变得
越来越年轻。

2022年10月8日，在西园街道
赖厝社区戏台前，台下一片人声鼎
沸，这是《李东假巡按》的首场演
出。与以往剧目不同，这一出新戏
起用了大批90后新人演员，占据演
员总数的一半。

演出开始前半个小时，剧团
中年纪最小的演员王永铭还在幕
布后对着剧本反复练习台词。作
为新人演员，二号角色的扮演让
他感到不小的压力。晋江掌中木
偶艺术保护传承中心负责人尤天
相认为，“要多给新人演员‘挑大
梁’的机会，让他们在实战中增长
经验，才能不断提升他们的能
力。”

“老人带新人、新人挑大梁”，
这样“新旧交融”的模式，让晋江传
统文化的人才队伍越发壮大。

培育土壤 焕发新风采

“传承并不仅仅是技艺的传
授，更重要的是文化的传播，让本
地人热爱，让外地人了解。”晋江市
高甲柯派表演艺术中心负责人庄

伟国说。
如何做好传统文化的传播，晋

江也在不断地探索。
在晋江第二实验小学（象山校

区），高甲戏走进了校本课程，剧团
每周都会派员前往学校授课。选
修高甲戏的学生按行当分成了多
个小组，五年级的学生庄泽钦是

“丑”组中的唯一一名男生。谈起
选择高甲课程的原因，庄泽钦略显
含蓄地说道，“我其实一开始不感
兴趣，只是经常在电视上看到，就
想尝试一下。”屈膝耸肩、低眉顺
眼，庄泽钦在学习丑角的过程中，
渐渐沉迷其中，“丑角特别有意思，
就是要越丑越好！”

除了融入小学课程，高甲戏也
走进高校，以讲课的形式向大学生
普及，将本土文化根植在学生心
中。“无论以后他们走得多远，只要
一听到高甲戏就会想起这是故乡
的声音，这也是传统文化保持活跃
的一种方式。”庄伟国说。

在晋江，“大美晋江”惠民工
程、年度百场文化公益演出、慈善
晚会等舞台，都能够看到传统文
化瑰宝的身影。晋江市财政每年
都会投入专项资金 500万元人民
币，用于全市基层公益性演出和
惠民剧场演出。“大美晋江”惠民
工程自 2014年开展以来，累计演
出近 800 场，其中戏剧精品进剧
场、进镇村、进企业、进校园约 500
场。

从前，民间沃土滋养培育了传
统文化之花，而今这些新平台、新
渠道，也为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养
分。

“传统文化只有融入百姓日常
生活中，走到百姓身边，才能灵动
鲜活并传承久远。”庄伟国说。

本报讯（记者 王诗伟）近日，中共陈
埭镇第十三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召开。

记者从会上获悉，过去一年，陈埭镇做
到“疫情”“经济”两手抓、两手硬，因时因势
调整优化防控措施，全面打赢多轮疫情阻击
战；经济发展彰显韧劲，全年工业总产值完
成 804.16亿元人民币，比增 6.86%，经济实
力稳居全省乡镇首位，综合实力位居中国千
强镇排行榜第 28名。完善城乡功能方面，
陈埭镇进一步优化国土空间规划，统筹推动
晋东新区和老镇区融合更新，道路拓改工作
加快推进，人居环境整治系统开展，洋埭、庵

上获评省级乡村治理示范村。民生保障事
业方面，成立陈埭和敏奖教基金，优质教育
资源布局更加均衡，上海六院晋东院区（福
建和敏医院）开工建设，常态化开展群众性
文化体育活动，群众获得感更加具体实在。

会议指出，2023年是全面贯彻落实中
共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推进陈埭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一年。陈埭镇将全力攻
坚“现代化中国鞋都、花园式晋东新区、高品
质宜居陈埭”三大战略目标，全力打造“泉州
环湾城市制高点”，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
晋江实践陈埭篇章。

本报讯（记者 蔡培仁）近日，晋江西滨
镇召开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经
过大会选举，张雯当选西滨镇第八届人民代表
大会主席。

过去一年，西滨镇吹响项目建设冲锋号，打
出“线上+线下”招商引资组合拳，12个市级重点
项目完成投资13.4亿元（人民币，下同），超额完
成年度投资计划。豫鸿鞋材、志合体育用品等7
个强链项目签约落户，吸引投资31.5亿元。

过去一年，西滨镇以工匠精神建设城镇、以
绣花之功管理城镇、以现代思维经营城镇，城镇
能级实现新提升。高质量办成10件为民实事，

实现小学综合楼投用、养老照料中心规范化运
营、卫生院发热门诊开放、农贸市场改造提升，
建成镇级公园和健身活动中心等，“15分钟邻里
服务圈”“15分钟体育健身圈”基本建成。

会议指出，2023年是全面贯彻落实中共
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
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西滨镇将坚决落实各
级党委决策部署，扎实开展“深学争优、敢为争
先、实干争效”行动，积极实施“1+6”专项攻坚
行动，全面推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共同
富裕和治理现代化，为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晋江实践贡献西滨力量。

本报讯（记者 苏明明）日前，中
共泉州市委扶贫开发成果巩固与乡村
振兴工作领导小组公布 2022年度泉
州市乡村振兴整镇推进“五好”乡镇名
单，晋江市英林镇获“工贸带动型乡
镇”称号。

据悉，近年来，英林镇围绕“工贸
带动型乡镇”定位，聚焦纺织服装产
业，深耕“1+1+2”（一根丝、一块布、两
件衣服）全产业链布局，全力发展强
镇、兴村、富民的优势产业，产业链配
套辐射镇域20个村，直接创造就业岗
位 4万多个，帮助本地闲散劳动力实
现家门口就业增收近 2万人；英林村
夹克、高湖村泳装成为乡村产业特色
名片，英林镇连续上榜全国“淘宝镇”，
英林村、三欧村等2个村入选全国“淘
宝村”。

本报讯（记者 黄伟强）近日，晋
江市青阳街道庄紫祥慈善基金会组织
开展暖心敬老行动，先后走访慰问青
阳街道青华社区和陈村社区的 20名
困难群众，递上了爱心物资、暖心红
包，以实际行动践行社会组织的责任
与担当。

当日，陈村社区居委会为感谢庄
紫祥慈善基金会对社区困难老年群体
的关怀，现场回赠了“扶贫助老 弘扬
慈善”感谢牌。

晋江市青阳庄紫祥慈善基金会理
事长庄铭通说，晋江市青阳庄紫祥慈
善基金会自2019年成立以来，先后举
办“晋江市紫祥杯青年篮球赛”，出资
500万元人民币赞助晋江市第一中学
建设“晋江一中紫祥篮球馆”，举办“庄
紫祥·同心圆梦助学金”，与青阳街道
党工委、青阳街道办事处、青阳街道新
时代文明实践所联合举办“庄紫祥·环
卫情”等一系列活动，多年来为家乡建
设、为家乡的教育事业做出很大的贡
献。

本报讯（记者 杨静雯 蔡斯洵）
近日，晋江山姆会员商店项目开工仪
式举行。

晋江山姆会员商店项目正式开
工，标志着项目进入实质性建设阶
段。据悉，山姆会员商店是世界 500
强企业沃尔玛旗下的高端会员制商
店。晋江山姆会员商店位于池店南片
区内，地块北至雁山东路，东至绿城
路，西至水岸路，南临绿洲路。该项目
是晋江市推进三产发展、招引高端商
业业态的又一重大项目，总投资20亿
元人民币，占地面积 50.93亩，总建筑
面积 14.2万平方米。项目分两期建
设，一期将建设山姆会员商店，为泉州
地区首店；二期将打造周边配套商业
项目。该项目落地将完善池店南片区
商业配套，填补晋江高端零售市场空
白。

古韵枝头绽春花
本报记者 杨静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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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元宵节，晋江新塘梧林举办舞龙、烧塔仔等民俗活动。本报记者 尤泽男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