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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速递

文化艺术 福建首部华侨文化

主题影片《诗巫风云》首映
据海峡导报报道近日，福建首部华侨文化主

题影片《诗巫风云》在福州举行首映仪式。《诗巫风

云》是一部华侨传记题材影片，讲述有“马来西亚

福州城”之称的诗巫开拓者黄乃裳峥嵘半生重归

故里，却因小人陷害被冠以破坏禁烟罪入狱，海内

外各界人士突破重重困难，多方营救，让他重获自

由的故事。影片取材于爱国华侨领袖黄乃裳真实

经历。黄乃裳生于侨乡闽清县坂东镇，是清末民初

的华侨领袖、民主革命家、实业家、教育家。他领导

福州十邑乡亲，远涉重洋，创建了蜚声海外的沙捞

越诗巫“新福州”垦场，为福建华侨的海外创业故

事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崔晓旭）

厦门闽南戏曲艺术中心揭牌投用
据福建日报报道近日，厦门闽南戏曲艺术中

心揭牌投用，为广大戏迷提供一个看戏新去处。

该中心位于集美新城嘉庚艺术中心，总建筑

面积 1.67 万平方米，多种使用空间齐全。作为厦门

为闽南戏曲艺术发展量身定制的创作展演平台，

新投用的闽南戏曲艺术中心今后将作为厦门歌仔

戏研习中心、厦门市金莲陞高甲剧团的团部，以及

开展歌仔戏与高甲戏创作演出、传承普及、对外交

流合作的平台。该中心的投用，为歌仔戏、高甲戏

创造了良好的创作生产条件，提供了崭新的机遇

和舞台，有助于进一步优化整合厦门市戏曲艺术

资源，繁荣闽南戏曲艺术创作，助力厦门打造文化

中心、艺术之城、音乐之岛。（林泽贵 缪宬 李灵慧）

厦门文艺评论家协会成立
据海西晨报报道近日，厦门市文艺评论家协

会召开第一次会员大会，宣告厦门市文艺评论家

协会正式成立。会上，何光喜当选为协会首届主

席。至此，厦门市文联下属专业社团增加到 12 个。

厦门市文艺评论家协会是由厦门市专业和业余

文艺评论家自愿结成的具有法人资格的地方

性、联合性、非营利性的社会团体，是党和政府

联系广大文艺评论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协会

的成立，既是落实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文艺评

论工作的重要举措，也是文艺工作实现在服务

群众中引导群众、把满足需求同提高素养结合

起来的内在需要，在引导文艺创作、推介优秀作

品、提高审美能力、引领文化风尚等方面具有不

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叶子申）

三十幅厦门漆画赴西藏昌都展出
据厦门日报报道 近日，“如漆而至”2022“春雨

工程”———漆画艺术展示交流活动在西藏自治区

昌都市八宿县多拉游客服务中心广场开幕。

此次活动在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西藏自治

区文化厅指导下，在福建省第十批援藏工作队

支持下，由厦门市文化和旅游局、昌都市文化局

（市文物局）、八宿县人民政府主办，旨在深入开

展厦门文化志愿者“走进边疆民族地区”志愿服

务活动，促进闽昌文化交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

活动甄选厦门市美术馆和厦门工艺美术学院

收藏的三十幅漆画作品到当地交流展示，这些漆

画作品运用各种新材料、新工艺，题材多元、形式

丰富，具有较高的艺术欣赏性。现场，来自厦门的

艺术家还为参加活动的昌都艺术家、当地群众详

细介绍每幅画的表现手法、风格特色。开幕式现场

还举办了赠画仪式与书画笔会，两地艺术家还就

唐卡和漆画的融合创新进行了探讨。

厦门市文旅局党组成员、二级巡视员叶细致

表示，近年来，唐卡与漆画跨界融合，产生了新的

艺术形式———唐卡漆画。这一艺术形式的创新，已

初步显现促进民族文化交融、引领脱贫致富的独

特作用。此次“如漆而至”漆画展活动，对闽昌两地

唐卡漆画的紧密合作和亲密交流，产生积极影响，

有利于推动唐卡漆画艺术发展、丰富唐卡漆画文

化内涵。 （郭睿）

国家文物局近日印发

《关于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

参与文物建筑保护利用的

意见》，明确社会力量可以

通过多种方式参与文物建

筑保护利用。社会力量参与

文物建筑保护利用，可通过

社会公益基金、全额出资、

与政府合作等方式，按照

《文物建筑开放导则》要求，

参与文物建筑本体保护修

缮、历史风貌维护、旅游文

创开发、文化传承发展等文

物保护利用全过程。（8月 9

日《法治日报》）

应该说，鼓励社会力量

参与文物建筑保护利用，具

有双重正面效应。一方面，

解决了地方政府投入不足、

基层保护管理力量薄弱的

问题；另一方面，有更多社

会力量参与进来，也是对保

护、传承优秀历史文化的广

泛宣传和强力引导。故而，

对此次《意见》出台，各地应

持积极开放态度，在深刻理

解文件内涵的基础上，按照

相关目标要求，认真抓好贯

彻落实。

社会力量参与文物建筑

保护利用，要与乡村振兴战

略深度融合。实践证明，把

一些长期无人看管、日常维

护保养的危旧文物建筑保

护好、利用好，形成独特的

文化品牌，并借此打造旅游

经济，能够有效推动乡村振

兴。为此，各地应根据文物

建筑的保有情况、分布情

况、损毁情况，做好统一规

划布局，列入乡村振兴项目

渐进实施。比如，哪些适宜

开设博物馆、陈列馆、艺术

馆、农村书屋、乡土文化馆

和专题文化活动中心等公

共文化场所，哪些适宜开办

民宿、客栈、茶社等旅游休

闲服务场所，都需根据实际

情况提前做好精准分类，避

免因缺少研判而导致不切

实际、千篇一律、眉毛胡子

一把抓的现象。

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文物

建筑保护利用，除了必要的

宣传引导外，也应配套相应

的激励措施。比如，为了表

达对文物建筑保护利用的

重视和支持，地方政府承诺

的专项补贴，一定要按时足

额兑现，否则会打消参与者

的积极性。同时，对参与文

物建筑保护利用效果好的

个人或团体，还应给予适当

的奖励，以激发更多社会力

量对文物建筑保护利用的

参与热情。再者，社会力量

利用修复好的文物建筑进

行资本运行时，政府应通过

各种途径为其提供便利条

件，包括改善大环境、协调

群众关系、线上线下的旅游

宣传、消费推介、氛围营造

等，让社会力量引得来、留

得下，进而让文物建筑管得

住、利用好。

还需明确的是，对文物

建筑的保护与修复，应尽可

能保留原有的底色和底蕴。

首先，修复后的文物建筑不

能与原貌风格相差甚远，否

则就失去了保护利用的价

值和意义。为此，文物建筑

的修复不能好大喜功、贪大

求洋，更不可别出心裁、无

中生有，而要本着务实、管

用的原则，进行有效保护、

合理利用。其次，要以安全

可靠为基础，根据文物建筑

的主体损毁程度确定修缮

方案，不能图省事、省钱，或

者只在表皮、样式上做文

章，而忽视排除安全隐患。

再次，要保证文化内涵不丢

失，保护文物建筑不是简单

地“一修了之”，而要在重点

挖掘其历史文化根源的基

础上，使原有的精神意蕴继

续得以保留。

一句话，社会力量不论

以哪种方式参与文物建筑

保护利用，都应遵从地方

政府的综合布局、统一指

导和现有实际，同时，在利

用优势资源追求经济效益

时，更要牢记时代责任，勿

忘对传统文化的发掘和弘

扬。

（王坤 来源：东南网）

8 月 8 日晚，不久前刚刚揭牌的闽南戏曲艺术中心迎

来了一出大戏———南音《文姬归汉》的首演。自去年 12 月 8

日试演后，《文姬归汉》就进行了深度提升打磨，此次是以全

新的面貌亮相舞台。

《文姬归汉》创排时就吸引了各方关注，获得 2022 年度

厦门市文艺发展专项资金资助、2022 年国家艺术基金大型

舞台剧项目资助，为福建南音创排舞台剧以来首次入选国

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创下曲艺类剧目获得国家艺术基金

资助金额的最高纪录。此外，该剧还入选 2022 年度福建省

舞台艺术精品工程重点剧目。

南音跨界融合 主创阵容强大

《文姬归汉》立足赓续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千年

古乐演绎千古历史名篇，歌

颂东汉末年著名女诗人蔡

文姬矢志不渝的文化坚守

和深厚的家国情怀。跨界融

合是《文姬归汉》最吸睛的

地方———该剧以南音为主

体，融汇中西剧场语汇，创

新发展，积极探索中国故事

和中国精神的当代表达方

式，力求打造中国气派的新

“国潮”。

舞台上，中国曲艺“牡

丹奖”表演奖获得者杨雪

莉饰演的蔡文姬唱腔婉

转、功力深厚、情真意切、

台风沉稳。《文姬归汉》曲

词延续南音抒情传统，有

机融入古典诗歌意象，尤

其是化用《胡笳十八拍》的

经典诗句，淋漓尽致地表

现出蔡文姬思念故土家国

的复杂情感。

作品幕后创作团队也

很强大，其中文学台本由著

名剧作家王仁杰先生原著、

张文辉缩编。此外，在该剧

创作过程中，著名导演韩剑

英追寻现代审美意识和中

国文化古典韵味的衔接与

契合，呈现风格化的中国气

派；著名作曲家吴启仁坚守

南音音乐本体，运用传统曲

牌进行串联与创新，深刻表

现蔡文姬在胡地的思想情

感；著名作曲家江松明则在

保留南音传统“四大件”乐

器的基础上，引入古琴、编

钟、埙、鼓、云锣等中国古老

乐器和西洋弦乐等进行配

器，丰富了全剧的音乐形象

和表现力。

记者了解到，《文姬归

汉》首演得到了观众的充分

肯定，现场掌声连连。“创作

舞台艺术，关键是要给观众

看，满足他们的诉求。这台

戏做到了，很不容易。”福建

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音

协创作委员会委员吴少雄

说。

改动大刀阔斧 细节精益求精

首演前，《文姬归汉》进

行了打磨提升，改动、调整

内容占到整个作品的 80%。

《文姬归汉》导演韩剑英介

绍，作品试演后召开了两次

专家座谈会，主创团队多番

谈论，收集了大量意见建

议，提升主要集中在音乐方

面。“我们换曲牌、换唱腔、

换配器，力求更准确、更充

分的情感表达，凸显南音特

色。”韩剑英介绍，随之而来

的还有舞台调度的改变。

此外，首演版本的舞

美、服装、舞蹈动作也更为

精致。灵活多变的纱幕、朴

拙的转台、宛若玉玦的残

月、如梦如幻的灯光、古朴

典雅的服饰和造型、仿自汉

俑的舞姿等，都体现了主创

团队匠心独运的艺术巧思

和对当代剧场艺术的深刻

理解。“这次舞美设计的修

改与再出发的起点是两个

字———跨界，用跨界与混搭

的设计语言营造空间，连接

历史与未来。”舞美设计刘

鹏说。

《文姬归汉》首演结束

后，专家研讨会随之举行，

省市专家对作品的下一步

打磨提出了宝贵意见。厦门

市文旅局、厦门市南乐团等

相关单位表示，将听取各方

建议开启新一轮打磨，力争

将《文姬归汉》打造成思想

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

的文艺作品。

（陈佩珊 来源：《海西晨

报》、八闽云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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