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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戏剧融入当代生活
2023年12月25日晚，13位中

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在晋江市委
党校大会堂轮番登台献演，为观
众送上一场戏曲盛宴，也为第四
届中国全国民营剧团优秀剧目展
演活动画上圆满句号。

中国全国民营剧团优秀剧目
展演活动是民营剧团展示优秀创
作成果的重要平台。从2018年至
今，该展演活动为中国戏迷带来
28部戏曲佳作，涵盖各个戏剧剧
种，充分展现了民营剧团守正创
新的精神风貌。此次在晋江举办
的第四届中国全国民营剧团优秀
剧目展演，从2023年12月15日开
始，到25日结束，历时11天，共有
14台优秀剧目入选。不仅如此，
活动还延伸出戏剧市集、青年戏
剧人才培训班、中国戏剧梅花奖
艺术家进校园等相关活动。

此次展演中，闽剧、赣剧、豫
剧、秦腔、木偶剧等地方特色戏
曲的逐一登台，无一不是“戏在
民间”的最好体现。传承文化精
髓的传统戏曲、贴近生活的现代
剧，为观众带来截然不同的视听
感受。

“特别让我有触动的，是在五
店市和梧林举行的戏剧市集活
动。我觉得它一方面给热爱戏剧
的年轻人提供了表演机会，并让
观众、游客沉浸式地欣赏到了高
水平的戏剧演出，这种氛围特别
好；另一方面，这样的文旅市集也
可以带动文化旅游产业增收，真
正实现文旅融合。”中国艺术研究
院戏曲研究所研究员李小菊说。

游玩中偶遇戏剧市集的上海
游客邱伟民也是感触颇深，“我本
身是一个对戏曲不感兴趣的人，
但在南音表演前停留了很久。我
觉得这样的演出形式特别亲切。
晋江这座城市的文化意识和创新
概念真的特别好！”

此次展演节，戏剧不仅走出
剧场，走到户外，还走进了校园。

“这叫丁字步，左手我们是攥
拳。如果是中年人，就看到后面
摄像架子的位置。如果是一个年
轻人，就要看到主持人的位置。
人物越年轻，看得越远，大家明白
了吗？这也是舞台上表演的一点
小技巧。”2023年12月25日上午，
在晋江市养正中学，中央戏剧学
院教授、第 26届中国戏剧梅花奖
获得者马力指导学生们学习云
手、台步等戏剧动作。养正中学
学生吴雨宸说：“感觉打开了一扇
新世界的大门。”

“这个活动意义非凡，提高了
群众的艺术欣赏水平，同时也很
好地传承了戏剧文化。通过举办
这一系列活动，可以提升晋江市

民的文化品位，同时也在戏剧人
才培养方面，起到潜移默化的作
用。”福建省剧协副主席、一级导
演金爱珠说。

文化要继承要发展，需要人
才，也需要交流。晋江通过这次
戏剧展演，尤其是让戏剧走进文
化街区、走进校园，让戏剧融入当
代生活，让各个年龄层，特别是年
轻人群体了解戏剧，进而喜欢戏
剧，让晋江的文化广度在交流中
不断拓展。

前卫艺术跨界深度融合
2023 年 12 月 10 日，五星出

东方“一带一路”国际美术大展
在晋江五店市泰华宸美术馆开
幕。本次大展是纪念共建“一带
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的重要活
动，以跨时空的叙事方式呈现了
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数百件
艺术精品，涵盖国画、油画、版
画、雕塑、综合材料创作等多种
艺术形式，每一件作品都是一扇
窗户，充分展示了共建“一带一
路”国家和地区的独特艺术魅力
和文化遗产。

本次大展开展以后，美术馆
吸引了大量参观者，有艺术界人
士、企业代表、专家学者、高校学
生、游客、当地居民等，大家纷纷
打卡、拍照，分享自己的观展体
验。目前，展览已持续近一个月，
平均每天参观人数超过700人，周
末高峰时段参观人数超千人，元
旦放假期间，参观人数进一步攀
升，日均约1600人次。

“以前总觉得，看展是一件特
别高级的事情，只有在北上广深
这些大城市才能看到。但是来晋
江工作的这一年多，我发现在晋
江看展是一件特别平常的事情，
国画长卷作品展、漫画展、工艺美
术精品展、数字艺术展……在晋
江都能看到。希望以后晋江可以
引进风格更加多样的展览。”新晋
江人杨阳告诉记者，自己看过的
众多展览中，印象深刻的还有一
场数字艺术展。

2023年 9月 9日，以“符码演
映：数字织造的路径”为主题的数
字艺术展在利郎艺术中心开幕。
本次数字艺术展由利郎集团携手
法国、加拿大、瑞士等地的六大国
际艺术家打造，是晋江品牌与国
际前沿艺术的创新对话，不仅为
晋江纺织鞋服产业插上艺术的翅
膀，也为晋江品质城市建设注入
更多国际时尚元素。

2300平方米的观展空间里，
虚拟现实、声音雕塑、数字动画等
技术相互交融，颠覆了大众的视
觉感知。作为一种新型艺术类
型，数字艺术使观众沉浸其中，为

观众创造了极为丰富的感知和审
美体验。而高 7 米、宽 9.5 米的
LED屏幕里，一座行走的极简主
义建筑不断变换着形状、图案和
几何形态。作品表现出可持续进
化的力量，预示着可持续发展的
无限可能。

“它就像咱们晋江人，一直在
奔跑，一直在突破自我；也像这座
城市，一直在创新，一直在焕发生
机。”观展的刘先生对孩子讲述着
自己的理解。

“这么高端的数字艺术展，不
要说在晋江，就是在全省都很少
见。”艺术厦门博览会艺术总监、
厦门超旷美术馆艺术顾问滕丽
说，“作为企业家，能把艺术品与
自己的产业密切链接，这是很好
的思维和策划。”

而在数字艺术展举行一个多
月后的2023年10月26日，利郎首
场户外秀在有着 880多年历史、
2255米跨度的安平桥上绽放时，
这种产业与文化的碰撞更是达到
巅峰。

“让晋江更艺术一些。”这是
利郎总裁王良星的初衷愿景。
他认为，做服装就是做艺术，希
望高端、出圈的艺术展，能在潜
移默化中对晋江城市品位提升
有所助益。

“能够吸引这样高规格的展
览落地，是对晋江近年来建设国
际化创新型品质城市的肯定。”五
星出东方“一带一路”国际美术大
展承办单位泰华宸美术馆馆长罗
咏梅说，大展的频繁落地，不仅有
利于进一步促进晋江与世界的文
化交流，也吸引了更多优秀艺术
家及人才注意到晋江这座城市，
让大家看到，不仅晋江的企业做
全球的生意，晋江这片宝地也有
着面向世界、拥抱世界的独特魅
力，从而吸引更多国际性的文化、
商业活动落地晋江。

文旅IP效应持续放大
真正的高品质文化生活，是

接地气的，让人能够感受到烟火
气，就像前些天“又又又又”登上
央视的梧林传统村落。这一次，
它登上的是文旅美食节目《三餐
四季》。节目中，由央视主持人撒
贝宁、王嘉宁带领的寻味团在安
平桥和梧林传统村落寻美食、聊
文化。

从节日打造到文旅品牌的塑
造，梧林在文旅 IP塑造上走出一
条新路。2023年 3月以来，随着
第二届新加坡梧林娘惹文化季活
动的打造，梧林“意南洋”之风吸
引八方游客。数据显示，截至
2023年11月30日，梧林传统村落
举办活动超160场，媒体平台曝光

量超1.65亿次，游客量超120万人
次，同比增长79%，新增国家级荣
誉2项。2023年7月，梧林获评国
家4A级旅游景区，该事件在2023
年十大市民关注事件网络投票中
也跻身前十。值得一提的是，高
居网络投票榜首的是中国全国

“村 BA”东南赛区比赛在晋江举
办，这也说明，越是接地气、冒热
气的乡土文化赛事，越是受到人
民群众的欢迎。

乡土文化作为一种新的时尚
元素和文化情结，正焕发出旺盛
的生命力。晋江也以举办“村
BA”为窗口，办了一场有特色的
美食节和农产品展销，点燃更有
乡土味、更有幸福味的烟火气。
这背后折射的，是晋江浓浓乡土
文化和乡村产业的相互赋能，是
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热爱和向往。

“我也想学习你的榜样，每
天都有新的追求，迅速地朝更
高处生长，向更广大的世界眺
望……”2023年 12月 12日，在晋
江紫帽镇紫湖郊野公园湖畔，蔡
其矫诗歌音乐会如期举行，该活
动也是首届蔡其矫诗歌节的系列
活动之一。

充分挖掘历史文化资源，在
晋江，这样的做法并非个例。比
如前几天登上 2024年新年戏曲
晚会的高甲戏《围头新娘》，作为
中国全国 15个参演作品之一、福
建省唯一节目精彩亮相国家大
剧院。该剧讲述了晋江金井镇
围头村从“炮战第一村”发展成

“两岸通婚第一村”，两家三代人
几十年间经历种种悲欢离合，串
起两岸人民“以通促融、以惠促
融、以情促融”，携手共建美好家
园的传奇故事。

近年来，晋江持续深入挖掘
人文资源，赋能文体旅融合发展
和品质城市建设。在 2023年 10
月召开的文旅经济发展大会上，
晋江还启动了城市文化 IP培育计
划，深入挖掘张瑞图、李焕之等晋
江文化名人的优势，深化文化赋
能效应。

一方水土孕育一方文化，文
化积淀是一座城市得以永续发展
的灵魂与动力。已经到来的2024
年，我们已经先后领略了新年音
乐会、李焕之音乐节·最美国乐
（民族器乐音乐会）的精彩呈现。
崭新的 2024年，晋江文化事业还
会有哪些新动作，“上新”哪些让
人眼前一亮的文化活动？让我们
拭目以待！

本报讯 （记者 刘泽宇 秦越） 6
日，2024年晋江市青少年传统弓射箭比
赛在晋江市安踏全民健身大广场举行，
70名参赛选手以箭相约，欢聚一堂，展
现竞技之美。经过激烈较量，罗山龙泉
小学代表队和安海西边小学代表队表现
出色，分别揽下男子和女子团体淘汰赛
冠军。

本届赛事的竞赛项目为传统弓，分
个人排名赛、个人淘汰赛、团体淘汰赛等
三个赛项，吸引了来自晋江的 7支小学
代表队参赛。与其他射箭比赛不同，传
统弓将中国传统文化和射艺相结合，选
手们射箭前后和拔箭时都会行礼。

比赛中，参赛选手身着传统汉服亮
相，大家在箭靶前一字排开，手握传统弓
箭，屏息凝神，从站位、搭箭、开弓、瞄准、
撒放到放松一气呵成，展现出精湛的射
箭技艺。

经过一天的比赛，晋江市第二实验
小学代表队的林益晖收获男子个人淘汰
赛冠军，龙泉小学代表队的李子晴获得
女子个人淘汰赛冠军；龙泉小学代表队
的王永帅和李子晴包揽男子和女子排名
赛冠军；龙泉小学代表队获得男子团体
淘汰赛冠军，西边小学代表队获得女子
团体淘汰赛冠军。

本报讯（记者 李诗怡）近日，中国
国家体育总局公布全国首批群众“三大
球”精品赛事案例名单，晋江市基层村级
男子篮球联赛入选。

国家体育总局群体司会同中国足球
协会、中国篮球协会、体育总局排球运动
管理中心，邀请行业专家、专项记者开展
评审推荐工作，最终确定全国首批群众

“三大球”精品赛事案例入选名单，其中，
足球项目 18个、篮球项目 26个、排球项
目10个。

晋江素有“篮球之乡”美誉，是中国
最早引进篮球项目的城市之一，也是中
国首个拥有男女职业顶级联赛球队的县
级市。早在“村BA”成为网络热词之前，
晋江民间的“野球江湖”就已经形成。如
今，“家家打篮球、村村有球场、天天看比
赛”已成为晋江民间篮球氛围的真实写
照。据统计，晋江共有篮球场地 1745
个，每年举办民间篮球赛事超 1000场
次，全市篮球人口超100万，国家级裁判
到晋吹哨超百次。

而晋江市基层村级男子篮球联赛是
晋江最受欢迎的篮球赛事之一，至今已
连续举办16届，随着其赛制不断完善创
新、规模不断壮大，现已成为业内基层篮
球联赛的标杆，也成为推广晋江特色体
育产业和文旅项目的有效途径。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被誉为“福建
省村级篮球联赛CBA”的晋江市基层村
级男子篮球联赛，创新推出“互联网+篮
球”模式，聘请专业运营单位对比赛进行
包装推广，引进知名篮球直播平台对赛
事全程报道，大大提升了比赛的美誉度
和影响力。

“百花齐放”满园春
——2023年晋江文化活动好戏连台

中国全国民营剧团优秀剧目亮相晋江。 本报记者 董严军 摄

晋江市青少年传统弓
射箭比赛举行
70名小将弯弓论“箭”

晋江市基层村级篮球联赛
入选中国首批
群众“三大球”精品赛事

本报记者 常励煊 杨静雯 林小杰 沈茜

800 多年历史的安
平桥边，观看国际名模
走秀；浓郁闽南风情的
古大厝里，欣赏现代主
义大师美术展；博物馆
内置的茶寮里，点宋茶
听南音；剧院里，品味
梅花奖得主们的拿手
好戏……刚刚过去的
2023 年，晋江文化活动
可谓百花齐放、丰富多
彩。前卫的、传统的、
高雅的、乡土的……不
断“上新”的文化新活
动、新场景、新业态，丰
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
也为城市的发展持续
赋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