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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批展、非遗展示、戏剧展演、美食集市、星空露营……昨日，福建省海
洋文化嘉年华在梧林传统村落拉开大幕，五个系列的海洋文化主题活动精
彩举行，打造全民性、场景化、互动性、传播性、产业化海洋文化盛宴。活动
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参观体验，感受福建海洋文化的独特魅力。

古色古香的百福轩内，丝路信使——福建省侨批与海上丝绸之路主题
文献展吸引了众多目光。在讲解员的带领下，市民、游客认真聆听侨批背后
的故事。

“侨批是历史的印记。这个展览记录了过往福建人出海打拼、回馈家乡
的故事，他们的家国情怀让人印象深刻，也让我对晋江这座城市有了更深的
了解。”来自武汉的游客余女士说。

有海水的地方就有福建人。本次文献展通过文字、图片、实物等形式，
展示侨批的历史背景、文化内涵和时代价值，以及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变
迁。据悉，此次展出时间将持续至6月30日。

走进藏海厝，环绕展厅三面墙壁的巨型壁画极具视觉冲击力。“这是我
们来梧林参观的第一站，一进来感觉很震撼，壁画的展现形式也很特别。”来
自上海的游客曹女士一边认真欣赏壁画，一边拿起手机拍照记录。

记者了解到，此次观·藏海——海上丝绸之路壁画展，精选展出闽南神
话长卷、海上丝绸之路繁荣景象等壁画作品，充满海洋元素和晋江元素。

非遗是福建海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活动中，福船、南音、高甲、布袋
木偶、砖雕、拓印、娘惹、深沪褒歌、木雕等在内的20多种非遗和梧林文化项
目被“搬”到现场，让市民、游客可以近距离观赏和体验。

磁灶窑非遗项目传承人吴康为带来了许多陶瓷作品进行展示，精美的
瓷器让游客爱不释手。在吴康为的指导下，不少游客还动手体验，为滴水兽
涂上喜欢的颜色。不一会儿，一只只颜色鲜艳、活灵活现的滴水兽就在游客
手中诞生了。“这个作品很有意义，我会带回家珍藏。”来自武汉的游客开心
地说。

对于这样的展示和互动活动，吴康为喜闻乐见。他告诉记者，随着时代
的进步，已经有千年历史的磁灶窑也在不断创新发展，充分发挥磁灶窑的世
遗效应，“文化交流需要走出去，我很开心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磁灶窑，了解
磁灶窑。”

除了互动体验，现场还有南音、高甲戏、布袋木偶戏、深沪褒歌等非遗节
目，为游客献上了一场视听盛宴。

本次海洋文化嘉年华，不仅有底蕴深厚的海洋文化主题活动，还有充满
烟火气的美食集市和露营派对，为市民、游客带来丰富的体验。

土笋冻、拳头母、四果汤、马鲛羹……在梧林石板路上，各色美食摊位和
网红餐车一字排开，美食香气扑鼻，让人食指大动。集市中，游客不仅能品
尝到海味十足的闽南特色小吃，还有各种文创产品和特色伴手礼供其挑选
购买，每个人都是满载而归。

随着夜幕降临，一场“海洋之约”夏日派对如约而至。
风水池附近的草地上，一个个白色的帐篷点缀其中，星空露营派对正在

这里举行。搭帐篷、玩飞盘、吹泡泡……十几组亲子家庭齐聚一堂，共同度
过了愉快的夏日夜晚时光。

水池的另一侧，一场别开生面的音乐会激情唱响。皎洁的月光下，悦耳
的歌声飘扬在梧林各个角落。观众打着节拍，轻声跟着哼唱，成为梧林之夜
的一道风景线。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嘉年华还结合福建海洋文化嘉年华各项配套活动
及体验项目，在景区内开展游园打卡活动。游客通过海洋知识问答、打卡、
拍照及互动体验的方式，深度了解海洋文化。

“今天来梧林赶上时候了，既欣赏了各种闽南特色建筑，体验了娘惹装，
还有这么多展览和活动可以参加，感觉太棒了。”来自杭州的刘莹穿梭在古
厝洋楼间，拍照打卡、欣赏展览、品尝美食，收获了美好的回忆，“这是我来泉
州的第一站，不虚此行。”

福建省海洋文化嘉年华以“跨越山海·潮向未来”为主题，结合“来福建·
探海丝记忆、寻华侨历史、赴海洋之约、追海潮筑梦、观海洋剧场”等五大主
题系列活动，融合主题展示、专场演绎、海洋派对三大互动体验，联动百余商
家与文旅企业，旨在进一步传承弘扬海丝文化，赋能海洋经济和文旅经济高
质量发展。

搭帐篷、装灯带、摆桌椅……仅十来
分钟，陈秋婷就和丈夫及两个孩子完成了
露营准备工作。

现场，还有十多组和陈秋婷一家一样
的亲子家庭，大家都是来参加星空露营派
对的。

褪去白日的炎热，夜晚的梧林多了一
份清凉。为了提升活动的体验感和趣味
性，每个家庭的帐篷和桌椅都需要自己安
装和布置。记者在现场看到，每个家庭都
分工明确，家长负责搭帐篷，小朋友则肩
负起摆放桌椅的任务。在大家的努力下，
一顶顶帐篷在草地上“绽放”，帐篷前的桌
椅整齐摆放。

很快，星空露营派对成为欢
乐的海洋。桌子前，家长们坐在椅
子上赏月聊天；草地上，小朋友们肆
意奔跑嬉戏……现场充斥着欢声笑语，
为夜晚的梧林增添了不少活力。

陈秋婷告诉记者，以往都是带着孩子
白天到公园露营，这次是全家第一次体验
星空露营，大家都很开心。“人要待在没有
天花板的地方，露营就是很好的一种方
式。在这里，可以听到流水声和蝉鸣声，
和大自然近距离接触时，总感觉身心格外
放松和舒适。”

无独有偶。陈雯雯一家也是第一次
体验星空露营。“相比白天，晚上露营更有

氛围感，吹吹晚风、听听歌，还能带孩子玩
耍，这是一次很特别的体验。”陈雯雯来自
青阳，时常带着家人到梧林游玩，“我比较
喜欢梧林的环境，不论是自然风景还是人
文景观都很有看点。如今，梧林的业态愈
加丰富。希望今后多举办这种类型的活
动，下次我们还会参加。”

自然野趣新玩法

左手拿着石花膏，右手拿着土笋冻，站在美食
摊位前的河南游客张玉笑容灿烂。

“做旅游攻略的时候，我就了解到土笋冻这个
小吃，很想尝试一下。”说罢，张玉尝了一口碗中的
土笋冻，“蒜味很浓，咬起来脆脆的，很美味。”一口
土笋冻刚下肚，张玉又喝了一口石花膏，“喝起来甜
甜的，口感清爽，和土笋冻很配。”

“你看，这个就是石花膏的原材料——海石花，
是海边的礁石上长的一种海藻。”摊子后，摊主陈凉
凉指着桌上的海石花，热情地为张玉介绍石花膏的
制作原材料。陈凉凉告诉记者，许多顾客都是来自
外地，所以每次摆摊时，她都会带来海石花，让客人
可以直观地了解石花膏的制作方式。

“土笋冻和石花膏的原材料都来自大海，都是
原汁原味的。”听完摊主的介绍，张玉点赞道。

记者注意到，除了各式各样的美食，现场还汇
集众多具有福建海洋特色的文创产品，包括海洋文
化衍生品、特色伴手礼等。

晋江市文体旅服务中心摊位上，精致的茶具、
可爱的书签等吸引了众多目光。“这次我们带来的
都是海洋元素的文创产品，有杯子、文具等，游客都
很感兴趣，觉得很有特色。”工作人员张明英告诉记
者，“希望借助这次福建省海洋文化嘉年华，宣传晋
江的海洋文化，为晋江的文旅宣传助力。”

大海风味撩人心

非遗是福建海洋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泉州有着众多世
界级、国家级、省级、市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项目。昨天，记者
在梧林传统村落中发现，包括
福船、南音、高甲、布袋木偶、砖
雕、拓印、娘惹、深沪褒歌、木雕
等 20 多种非遗及梧林文化项
目，给外地游客带来了不一样
的体验。

在梧林传统村落三栋厝的
非遗展内，来自南昌理工学院视
觉传达专业的学生王乾豪和刘
绍武被非遗传统技艺——闽南
砖雕所吸引。“我们刚好是学这
个专业的，都有一定的美术功
底，所以看到非遗传承人在雕刻
砖雕，就被吸引了。”刘绍武介
绍，他们学校开展暑期研学活
动，其中一组到福建，另一组到
广东，他们被安排在福建组。

“这次来到晋江，虽然待的
时间不长，但很快就喜欢上了
梧林传统村落的建筑风格和
非遗文化。”面对砖雕，王乾豪
跃跃欲试，马上跟着闽南砖雕
非遗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伍建
东学习。

“刻字一般要逆着笔画笔

顺来雕刻，而且需要有一定的
书法功底，知道从哪里使劲，哪
里收劲……”在伍建东的细心
教导下，王乾豪完成了自己首
个砖雕作品。他兴奋地向同伴
展示，并拍照留念。

作为闽南砖雕的非遗传承
人，伍建东很开心能够参加这次
海洋文化嘉年华活动。他表示，
希望通过这个活动，让泉州非遗
传统技艺走向全国，让更多人感
受非遗传统技艺的魅力。

在非遗技艺剪纸体验展台
前，不少游客被剪纸艺人的精湛
手艺所折服，大家都聚精会神地
看着剪纸艺人的手艺展示：不到
10分钟，一张平平无奇的红纸
就变成了精美的剪纸作品。

“因海洋元素对新手来说
有点困难，所以这次我带来了
比较简单的剪纸体验。”晋江剪
纸协会理事陈紫云告诉记者，
她带来了一些爱国主题的剪
纸，比如双手捧着中国心等。
她说，“希望游客能在体验剪纸
的过程中，感受非遗技艺，喜欢
非遗技艺。”

文化体验“过把瘾”

华灯初上，在晋江梧林传统村
落的十二生肖草坪上，一场以“漂洋
过海遇见你”为名的音乐盛宴正在
上演。作为福建省海洋文化嘉年华
系列活动之一，此次音乐盛会不仅
展示了福建丰富的海洋文化和音乐
魅力，也为观众带来了一场难忘的
视听体验。

活动现场微风习习，草坪上铺满
了各色彩灯和气球，营造出一种轻松
愉快的氛围。《浪花一朵朵》《漂洋过
海来看你》《海芋恋》《爱的飞行日记》
《好胆你就来》……乐队用现代和流
行元素，为观众带来了一场别开生面
的演出。观众或坐或站，全神贯注地
聆听着每一个音符，感受着音乐带来

的震撼和感动。
“这场音乐会真是太棒了！”来自

梧林的蔡先生兴奋地说，“通过这场
音乐会，我感受到了音乐与自然的和
谐融合。在这里，我度过了一个难忘
而又美好的夏夜。”

“乐队带来的歌曲都是大家耳熟
能详的，每一首歌都有着浓浓的‘海
味’。我是周杰伦歌迷，今晚听了好
几首他的歌，非常满足。”来自石狮的
庄先生抱着孩子探头欣赏着音乐
会。他告诉记者，因为是周五，他下
班后便驱车带着妻子孩子来梧林传
统村落游玩，没想到刚好遇到了福建
海洋文化嘉年华活动。

记者了解到，这场音乐会由来自

泉州的芥末芥末和芥末乐队倾情演
绎。“我们这次带来了12首歌，其中大
部分都与海洋元素有关，也有部分是
和当地的人文风情有关，还有大家熟
悉的闽南语歌曲。”乐队主唱许可告
诉记者，这是她第一次来到梧林传统
村落，也是第一次在这么多人面前演
唱，感受到了大家的热情。

福建省海洋文化嘉年华活动通
过音乐盛宴等多种形式，展示了福建
丰富的海洋文化和音乐魅力，为观众
带来了一场难忘的视听体验。同时，
活动也促进了文化交流与传承，让更
多人了解和关注福建的文化特色和
发展成果。

漂洋过海“遇见你”

番仔楼墙壁插满伞，闽南古厝天井挂
满伞，连村口的枯木也“长”出了伞……昨
日，从厦门来到晋江梧林传统村落游玩的
林木生一家，刚踏入景区不久便被各处极
具特色的伞具所吸引，随即带着孩子在村
落中开启了一场“寻伞之旅”。据悉，该展
览是以“伞·耀”为主题的中国伞都梧林侨
村国风秀，也是本次福建省海洋文化嘉年
华的配套活动之一。

活动主办方介绍，该展览通过将中国
伞都 IP融入梧林侨村景区，旨在打造“文
旅+产业”模式，通过廊道展示、展馆展览、
举行摄影赛事、开展品牌体验，通过探索

“文旅+产业”新赛道，推动文旅赋能产业
发展。

走进村落，可见梧林的草地、池塘、主
要街巷，以及朝东楼、五层厝、德鑨三间张、
德兜宅等番仔楼和闽南古厝的天井、露台、
外墙，均被各具特色的伞具所装点，整个村
落俨然一座巨大的伞具美术馆，吸引不少
游客在各个装置区驻足拍照。

“简单来说，就是用一把伞，带大家认

识东石。”策展人杨芳芳介绍，此次展览共
使用了328把产自“中国伞都”东石的伞具，
在融合了中西建筑美学的梧林建筑群内，
以“初识—浸入—再生”为主线，希望既能
彰显传统伞的经典、现代伞的革新，也能让
东石伞以浓郁、生动、多元、富有生命力的
方式进行活态呈现。

“没想到，现代制伞工艺与传统村落还
能这样跨界联动、‘同框’展示。”数日前，来
自福州的陈梓洋也对该展览赞赏有加。作
为一名美术专业在读的大学生，陈梓洋表
示，她以前只知道晋江制鞋业非常发达，此
次来到梧林游玩，通过现场一些展示才得
知，原来晋江的制伞业也有这么高水平。

“今后，我们将加强与东石镇合作，推出
‘研学伞’‘文创伞’等产品，通过雨伞的组
装、彩绘等研学体验和梧林礼物的推广，解
锁更多‘文旅+产业’的新玩法，与晋江优势
产业进行更多的互动和赋能，推动文旅经济
与产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晋江市梧林青普
文旅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田明表示。

据悉，该展览将持续至8月31日。

侨村与伞故事多
“伞·耀”国风

美食
集市

音乐
盛宴

非遗
展示

本报记者 李诗怡 林小杰 许金植 秦越 董严军 陈巧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