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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蔡斯洵） 9
日晚，第十四届泉州国际南音
大会唱闭幕式在晋江举行。晋
江市领导张文贤、吴尊意参加
活动。

泉州市委常委、晋江市委

书记张文贤在致辞中指出，本
次活动充分展现了南音艺人孜
孜上进的精神面貌，谱写了海
丝文化交流交往的绚丽华章，
既为彰显泉州文化底蕴提供了
窗口，也为促进泉州文旅产业

发展搭建了平台。
张文贤说，我们将以此为

契机，乘势而上、守正创新，
持续深化文体旅融合发展，
讲好泉州故事、点亮城市 IP，
不断提升泉州文化的吸引力

和影响力，让文化艺术更好
地赋能城市发展和美好生
活。希望海内外南音弦友多
多关注泉州、走进泉州，体验
泉州风情、感受泉州发展，积
极参与传承弘扬闽南文化，

共同用艺术之声奏响时代发
展最强音。

据了解，此次南音大会唱
作为泉州本届海上丝绸之路国
际艺术节的主要活动之一，历
时两天，内容丰富、精彩纷呈，

海内外南音弦友们以精湛的技
艺、美妙的吟唱，带领广大听众
领略跨越千年时空的南音古
韵。

当晚，“唐诗宋词”咏歌专
场举行。

本报讯（记者 张茂霖 董严军） 8日，第
十四届泉州国际南音大会唱在泉州南音艺苑、
泉州府文庙李文节祠、晋江五店市传统街区、晋
江祖昌音乐厅同步举行，海内外南音社团相聚
一堂，共唱千年古乐。

8日下午 3时许，记者来到晋江祖昌音乐
厅。现场，11个南音社团逐一登台表演，为台
下观众献上了一场视听盛宴。

“从 1981年举办第一届南音大会唱至今，
每一届都举办得很成功，反响也很好。”晋江市
南音协会会长吴鸿艺告诉记者，“活动将海内外
的弦友、老师、学者聚集在一起，促进了南音人
的交流，也有助于南音事业的发展。”

据了解，这是南音大会唱首次在晋江举
办。“往届的南音大会唱都集中在泉州市区举
办，今年新增的两个点都在晋江，可以让晋江市
民近距离欣赏来自世界各地的南音表演。”吴鸿
艺说。

来自菲律宾的4个南音社参加了本次南音大
会唱，长和郎君总社就是其中之一，其社长邱德
焕表示，这是他时隔四年再次来到晋江，与众多
南音界的弦友相聚在一起，感觉很亲切、很高兴。

邱德焕介绍，早期，老华侨把南音带到菲律
宾，后来慢慢发展成社团，“在菲律宾的闽南人
只要一听到南音，就知道是家乡人，就特别亲
切、特别有安全感。”

来自新加坡湘灵音乐社的许毅心是一名马
来西亚华侨，在新加坡留学的她两年前开始接
触南音。“学习南音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能
把中国传统音乐传承下去，我觉得很棒。”许毅
心说，这是她第一次来晋江，切身感受到了南音
在晋江的发展和壮大，“通过参加这个活动，我
看到了南音社团各有千秋。作为一名洞箫演奏
者，我也见识到了用不同竹子做出的洞箫演奏
出来的不同音色，这让我大开眼界。”

据悉，南音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被誉为
“中国音乐历史的活化石”。南音发源于泉州，
传播于海内外，是全世界闽南人的乡音。来自
海内外不同国家和地区的38个南音社团超650
名专家学者、弦友参加此次南音大会唱，将进一
步推动南音文化传承与弘扬。

本报讯（记者 张茂霖） 7日晚，
第十四届泉州国际南音大会唱在泉州
梨园古典剧院举行开幕式，海内外数
百名弦友齐聚一堂，共襄盛会。当天，
本次活动的受邀嘉宾、中国艺术研究
院研究员陈燕婷接受了本报记者採
访。

陈燕婷来自晋江安海，目前在北
京工作。她表示，回到家乡参加此次
活动，自己特别兴奋开心。

“南音大会唱一直都是所有学习
南音、研究南音的人期待的盛会。在
这里，你能欣赏到来自世界各地南音
社团的表演，同时能全面了解南音界
发展现状。”陈燕婷说，本次活动为期
三天，每个南音社团都值得期待，“南

音大会唱的每场活动都有不同社团的
展演，其中有风采依旧的老团员，也有
众多后起之秀。”

陈燕婷介绍，除了大会唱外，本次
活动的开幕式和闭幕式都值得关注。

“开闭幕式将展现很多创新的南音作
品，让人对当代南音的创新发展有一
个全面的了解。”据悉，9日晚 7时 30
分，闭幕式将在晋江戏剧中心高甲剧
场举行。

泉州市于 1981年举办第一届国
际性的南音大会唱，至今已成功举办
十三届。“这个活动能持续办到现在，
是因为它把南音界的力量都聚集在了
一起，为大家提供了一个交流的平
台。”陈燕婷说。

本报讯（记者 李玲玲） 一
方茶桌，几杯热茶，轻罗小扇，焚
香品茗……在晋江市博物馆二号
楼二号厅，一场别样的“艺见宋韵
茶市集”，吸引了一众茶客、艺匠
共赴一场与茶有关的盛宴。

9日，记者来到茶市集现场，
只见偌大的展览厅，划分为若干
古香古色的茶席空间。每个空间
内，三五好友结伴，分享各自的喜
好。

“这些茶席空间，在古代被称
为茶寮，是古人喝茶的一个茶
棚。在每个茶寮入口，我们设置
了温馨的小灯牌，打造一个有诗
意、趣味性的空间。”宋代茶文化
探索践行者张腾蛟介绍，中国茶
文化有“兴于唐，盛于宋”的说法，
宋代是茶文化繁盛的时期，也是
茶走向大众生活、逐渐日常化的
开端。此次借用宋元明时期的茶
寮概念，把茶市集做成极简的聚
会形式，希望能够让喝茶的人沉

浸其中、享受当下。
茶市集内，记者看到，不时有

穿着素雅的茶艺师为茶客演绎经
典的“宋式点茶”，一拿一放、温杯
烫盏间，千年的茶文化在指间流

转起来，彰显独特的宋韵生活美
学。此外，借助博物馆场地，茶市
集还汇聚了茶器、茶叶、茶点、茶
饮、茶挂等与茶文化相关的产品，
为市民带来丰富的茶文化体验。

作为资深茶叶收藏家，来自
香港的许靖带来了部分珍藏多年
的乌龙茶、普洱茶，与现场爱茶人
一同分享品鉴。“我是地道闽南
人，平日里很爱喝茶。这次晋江
举办茶市集，给我们这些民间茶
客提供了一个交流平台。”许靖
说，喝茶不仅对身体健康有益，还
能以茶会友、品茗论道。

晋江市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
表示，近年来，晋江茶文化逐渐盛
行，爱茶、品茶、欣赏茶文化产品，
已经成为市民一种释放身心、健
康向上的时尚生活方式。为此，
今年文化创意和艺术节首次设置
茶市集，邀请茶界大咖、资深茶人
共话茶道，切磋茶艺、共品茶香。

据悉，此次茶市集持续 3天，
其间将邀请专家学者作茶文化讲
座，现场还有南音、木偶戏等闽南
传统文化展示，开展茶文化宣传
推介。有兴趣的市民朋友不妨到
场感受一下茶文化的魅力。

本报讯（记者 李玲玲） 7日，由中国
信息通信研究院主办的 2023县域工业经
济发展论坛在深圳举行，论坛上揭晓了
2023年“中国工业百强县（市）”“中国创新
百强县（市）”榜单。晋江市位列中国工业
百强县（市）第 3名、中国创新百强县（市）
第12名，两项排名均位居福建省首位。

在 2023年“中国工业百强县（市）”榜
单中，福建还有7地上榜，南安市、惠安县、
福清市、石狮市、闽侯县、安溪县、福安市分
别位列第 12、13、31、46、47、79、92 位；在
2023年“中国创新百强县（市）”榜单中，福
建还有5地上榜，福清市、闽侯县、南安市、
惠安县、石狮市分别位列第 18、24、34、50、
93位。

本报讯（记者 王昆火） 9日，晋江市
英林镇张甘来、洪英塔、洪英内家族在龙
湖镇中铭科技园为洪英内爱子洪华航、
爱媳陈丹琪举行结婚典礼，并向英林心
公益慈善基金会捐赠善款 500万元（人民
币，下同）。

乐善好施是晋江的优良传统，特别是
在英林镇，慈善氛围浓厚。截至目前，英林
心公益慈善基金会累计接收捐赠资金
3.7313亿元，充分体现了海内外英林人的
社会责任和慈善情怀。

本报讯（记者 许金植） 8日上午，陈
春雷名师成长基金捐赠仪式在晋江新塘街
道南塘小学举行。晋江爱心企业家陈春雷
向新塘街道教育中心捐赠 50万元（人民
币，下同），设立“陈春雷名师成长基金”，
支持新塘名师成长工作坊建设、资助名师
开展工作和名师梯队建设。

活动现场宣读了《新塘教育中心名师
成长工作坊管理目标》并举行捐赠仪式。
随后，陈春雷向获得2023年秋名师成长工
作坊“优秀领衔名师”称号的杨宝珠、王婉
清、陈世尧颁发荣誉证书及工作坊活动奖
励金。

据悉，陈春雷长期热心公益事业，曾向
晋江市爱在心淌公益慈善基金会捐赠 50
万元设立“春雷奖教奖学金”，弘扬尊师重
教的优良传统，激励莘莘学子奋发向上。
此次，得知新塘教育中心以开展主题教育
为契机，着力打造名师成长工作坊机制后，
陈春雷再次慷慨解囊，定以 10年为期，捐
赠 50万元，设立名师成长基金，支持新塘
教育事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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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音界的力量都聚集在了一起”

以茶为引 赴宋韵之约

晋江首届茶市集举行

中国工业百强县（市）
晋江位列第3名

张甘来、洪英塔、洪英内家族
向英林心捐赠500万元

爱心企业家捐赠50万元
助力新塘教育事业发展

第十四届泉州国际南音大会唱闭幕式上，“唐诗宋词”咏歌专场举行。 本报记者 董严军 摄

第十四届泉州国际南音大会唱闭幕演出上的精彩表演。

话茶道、品茶香，人们在茶市集上谈笑风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