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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许金植） 19
日晚，晋江梧林传统村落热闹
了起来，“最美烂尾楼”——朝
东楼的外墙被全息投影设备发
出的光波所覆盖，墙面与舞台
地面形成一个巨大的 3D 展示
屏，演员们或歌或舞，现场璀璨
夺目。正在进行的是福建省海
洋文化嘉年华系列活动启动仪

式彩排。
据悉，今晚，“跨越山海·潮

向未来”福建省海洋文化嘉年
华系列活动将在晋江梧林传统
村落启动，五个系列、多场海洋
文化主题活动将在晋江全域内
举行。记者了解到，启动仪式
上，现场将借助全息投影技术
呈现全新的舞台视觉和感官体

验。此外，当晚有 6个极具海洋
文化特色的文艺汇演节目精彩
上演。

节目导演戴沉沉介绍，启
动仪式上将为大家呈现高甲与
木偶表演《丝海古韵》、海峡两
岸合作原创歌曲《梧林》、峇峇
娘惹婚庆舞蹈《忆向南洋》，以
及歌曲合唱、联唱等 6个节目，

结合了福建省海洋文化，并融
入晋江地方特色。其中，高甲
与木偶表演《丝海古韵》将充
分利用梧林朝东楼的建筑架
构，让乐队在主舞台上演奏，
高甲与木偶演员分别在二楼的
窗口与三楼的天台同台表演，
呈现出一场极具观赏性的融合
秀表演。

本报讯（记者 林伊婷） 19
日上午，“垂奎情·话桑梓”海外侨
胞吴淑惠女士珍藏邮票展开幕仪
式暨“话桑文化馆”揭牌仪式在晋
江灵源街道灵水传统村落吴垂奎
大厝及话桑别墅举行。

据悉，吴垂奎大厝及话桑别
墅是灵水旅外乡贤吴垂奎于
1936年兴建的，该建筑为中式古
民居与西式别墅并立。吴垂奎及
其子吴源森事业有成后不忘回馈
家乡，其家族后人传承良好家风，
热心家乡公益事业。在吴垂奎大
厝及话桑别墅保护修缮完工后，
其家族后人商议将古厝盘活，用
于家乡灵水传统村落文化推广。

灵源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
事处主任苏孙慰表示，“话桑文化
馆”的启用，是灵源文化建设的一
件大事，不仅为居民提供了一个
了解历史、体验文化、交流思想的
重要平台，还赋予灵水传统村落
新的生机活力。接下来，灵源将
以“话桑文化馆”为载体，举办一
系列常态化的展览、文化活动，盘
活灵水传统村落，促进文旅融合
提质，让更多人感受到灵水传统
村落的传统魅力和活力。

揭牌仪式后，“垂奎情·话桑
梓”海外侨胞吴淑惠女士珍藏邮
票展在话桑文化馆正式开幕。

“我常年旅居加拿大温哥华，
虽人在异国他乡，但心中怀揣着

对故乡的无尽眷恋，以及对父亲
吴源森、母亲柯丽雪养育之恩的
无限感激。近30年来，我悉心收
集邮票，数目众多。如今，我带着
这些视若珍宝的邮票回到了魂牵
梦绕的家乡，与大家共享。从老
屋‘垂奎古厝’‘话桑别墅’的修缮
到展品的整理历经数年，倾注了

我对家乡的满腔情谊，希望为家
乡灵水的文化事业贡献一份绵薄
之力。”吴淑惠表示，此次邮展主
要展出自己珍藏多年的联合国

“濒危物种”系列邮票，希望借助
邮票展传递保护生态环境的理
念，同时，也是对祖辈、父辈心係
家乡、贡献家乡的另一种传承。

据悉，为展现“吴垂奎大厝及
话桑别墅”的独特魅力，纪念本次
活动的成功举办，中国邮政晋江分
公司联合吴淑惠共同制作了“垂奎
情·话桑梓”主题明信片。当天现
场还举行了“垂奎情·话桑梓”主题
明信片发行仪式及晋江市集邮协
会交流活动基地揭牌仪式。

晚年生活怎么过？不同的老友
有不同的答案，咱厝池店溜石村的朱
美燕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幸福晚年就
要学会自己找乐子！

朱美燕的“乐子”是南音和瑜伽，
每周四天时间玩南音，三天时间练瑜
伽，她把晚年生活安排得有滋有味。

学习南音16年
从“门外汉”到“发烧友”

朱美燕今年 66岁，16年前一次
偶然的机会，她开始和南音结缘。“我
50岁开始去泉州老年大学上学，一开
始学的是电脑操作和交谊舞，有一天
路过南音班，听见里面在上课的声
音，我被吸引了，忍不住站在门口听
了很久。”朱美燕说，从那时起，她便
报名学南音，到现在已经学了16年。

“最初学习的是演唱，后来又开
始学习琵琶的弹奏。”朱美燕说，南音
的唱词优美、唱腔婉转，要学会唱词
的发音、唱腔的变化并不容易。“我是
完全零基础开始学习的，学了一年
多，才能完整地唱一曲。”朱美燕记
得，自己在众人面前表演也是在那时
候。“当时村里刚好请了一队南音来
表演，我很好奇，就去和他们说能不
能让自己唱一下。那时学了一年多，
刚会完整地唱，兴致很高，就想去唱
一唱。”大胆展示自己的朱美燕获得
了村民们的掌声，大家的认可也让朱
美燕对南音更加热爱了。

学会演唱后，朱美燕又开始学习
琵琶演奏，四五年的时间里，她从零
基础的门外汉变成了会弹会唱的南
音“发烧友”，“每天都要唱一唱、弹一
弹，不然心里就觉得少了什么一样。”
朱美燕说，自从开始学习南音后，她
的生活里便离不开南音了。

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性传承人苏诗咏是朱美燕的老师，在
教朱美燕表演时，苏老师常常会夸她
有天赋。有好老师教，朱美燕更是埋
头苦学，积极参加学校的各种表演活
动，“后来我经常跟学校南音社去中国
台湾、新加坡交流，增长了很多见识。”
朱美燕说，南音不仅给她的生活带来
了乐趣，更为她打开了一扇了解世界
的窗口。

带领南音社“起飞”
与南音结缘16年，朱美燕还有一

个身份，那就是溜石南音社的社长。

溜石南音社成立至今15年，发展的每
一步都有朱美燕的身影。“从第一次在
村里演唱开始，我就想说要不然村里
也组织一个南音社。溜石南音社就是
那时开始萌发的。”朱美燕记得，刚开
始成立南音社的时候，村里的南音爱
好者并不多，便和溪头村一起组织活
动。活动地点设在村里的南岳古庙，
每周活动两次，还专门请了老师来教。

后来，溜石南音社独立出来，在村
里的支持下，有了专门的活动地点。

“你看我们这个馆，环境还不错吧？”朱
美燕说，现在的南音社会址 100多平
方米，平时每周三、周六的晚上和每个
月的初九进行活动。“初九是对外开放
的馆日，其他地方的弦友都可以来玩，
本池店的、泉州市区的，很多人来，很
热闹。周三、周六是我们自己活动。”

朱美燕介绍道。
6月14日，正是初九。当天下午两点

半，位于三楼的溜石南音社热闹非凡。十
几个弦友已经开始了弹唱，他们来自泉州
市区，以及池店高坑村、溪头村。“每个月
初九的下午两点半到晚上十点，这里都向
弦友开放，我们特别欢迎弦友们来玩。”朱
美燕说起南音社的日常便有说不完的话，
她指着墙上密密麻麻的奖牌，向我们介
绍南音社成立15年来的成果。“最佳组
织奖”“先进单位”“最佳伴奏奖”等南音
活动的奖牌，有晋江市级的，也有池店
镇的，“每年镇里的活动一般是元宵
节、中秋节举行，正月十五有乐器、唱
腔比赛，我们每次都去参加，每次都有
奖。”虽然只是爱好南音的村民组成的
南音社，但是朱美燕和她的伙伴们都
用心对待每一场活动、每一次表演。

这么多年来，朱美燕出钱出力，
将大部分的精力都放在了溜石南音
社里。在和各地方弦友玩南音的同
时，也带领社员们参加各种活动，传
播南音文化，乐此不疲。

越老越要懂找乐子
“年纪大了，要自己找乐子，要找一

些老有所乐的事情做。”说起自己每天都
很快乐的原因，朱美燕如是说道。在她的
心里，年纪越大，越要懂得自己找乐子，多
挖掘兴趣爱好，多和人交流。

“我基本就是玩南音、锻炼。”如
今，除了每周三、周六在溜石南音社活
动，朱美燕每周五、周日还会去泉州承
天寺的梅花馆玩南音，其余时间便去
锻炼，“我喜欢瑜伽，每周都要去练。”
朱美燕说，因为南音，自己结交了许多
弦友，大家在一起玩很开心，而瑜伽让
她的身心更加舒展。晚年生活不无
聊，全靠自己找乐子，朱美燕很喜欢
自己现在的生活，她希望老年朋友们
的晚年都能找到自己的乐趣，“这是
多么开心的事呀！”

本报讯（记者 林伊婷）日前，晋江安
海镇前埔村许氏家庙热闹非凡，来自台湾新
北市西盛里许厝的许氏宗亲在晋江市台联
工作人员的陪同下寻根谒祖，与晋江宗亲共
叙血脉情缘。

作为两岸同名（同宗）村，晋江前埔村许
厝和台湾新北市西盛里许厝在每年海峡论
坛期间都会举行“同名（同宗）村·心连心”联
谊活动。此次，新北市许氏宗亲一行来到前
埔，实地走访了前埔乡愁文化广场、隐相寺、
钱峰书院、许式生故居地、前埔小学等地，深
入了解家乡历史文化和发展变迁，感受乡土
文化和民俗风情的独特底蕴，增进知乡、爱
乡的浓厚情怀。

“今年，是我第四次来晋江了。每次来，
许厝的亲人都非常热情。”台湾新北市西盛
里许厝许氏宗亲许宸杰说，“这次，我特地把
女儿也带来了，就像当初我爸爸带我回来一
样。我希望用这种方式让我们的下一代记
住，这是我们的家乡，是我们的根。以后，我
们家将一如既往地积极支持和参与晋台同
名村交流联谊活动。”

同日，台湾布袋港宗亲也回到家乡晋江
市东石镇，在嘉应庙开展“祠同宗”祭拜仪
式。

据了解，晋台关係源远流长。多年来，
晋江市台联秉承“两岸一家亲”的理念，积极
引导两岸“同名村”对接、互访、联谊交流，每
年引导台湾乡亲回到晋江开展联谊交流。
2022年，通过前期查阅大量文献资料、开展
广泛走访，晋江市台联编辑出版《晋江·台湾
同名村》一书，用晋台同名村的交流交往与
历史沿革，彰显两岸同胞血浓于水的骨肉情
谊。

福建省海洋文化嘉年华今日启动
全息投影技术解锁梧林舞美新体验

灵源灵水“话桑文化馆”揭牌

旅外乡贤助力家乡文化振兴

池店66岁朱美燕：

“自找乐子”的幸福晚年
本报记者 黄海莲

两岸乡亲共话血脉亲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