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 漳州观察 记者通联部 责任编辑：范陈春
2024年3月28日 星期四

本报讯（记者 杨凌怡） 日前，文化和旅游部发布
《关于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评选与复核结果的公示》，
龙人古琴再次入选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

龙人古琴建设有龙人斫琴坊、龙人古琴研究院、福建
省龙人书院、福建龙人古乐团等机构，从事古琴制作、非
遗保护、琴学研究、海内外文化交流、文化传承、艺术传
播、人才教育及游学研学等工作，全方位开展古琴文化的
传承与弘扬工作。2014 年，龙人古琴首次入选国家级文
化产业示范基地，为漳州首家。

龙人古琴再次入选
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

本报讯（记者 黄小英 通讯员 杨会忠） 近日，“科
举制度在台湾——台湾进士专题展”在龙海开展。

专题展共分为儒学教育与科举制度在台湾的设立
和发展、台湾进士、科举制度在台湾影响深远、台湾会馆
与北京市台联等四部分，以图文形式生动展现科举制度
对台湾社会产生的深远影响，再现“台湾进士”的风采和
成就。

据悉，科举制度在台湾实施 200 余年，不仅为台湾社
会培养了大批知识分子，也奠定了台湾儒学文化的教育
基础。清朝时期，台湾共产生 33 位文进士，不少台湾进士
有在漳州求学和参加科举考试的经历，他们对台湾的社
会与文化发展产生巨大影响。

“科举制度在台湾——
台湾进士专题展”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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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赵文娟） 近日，纪念开漳圣王诞辰
1367 周年庆典系列活动暨开漳八十七姓文化节于开漳
圣王文化祖地云霄县举办。

活动包括《开漳姓氏志》系列丛书之《开漳林氏英雄
传》和《开漳圣王弘德堂（2023 年度）》出版发布会、开漳
圣王诞辰祭祀仪典、巡安民俗、《开漳陈氏总谱》编修大
会等。

开漳圣王文化是漳州历史文化形成发展的根基和核
心，更是维系海峡两岸、海内外同胞亲情乡谊和民族感情
的重要精神纽带。据统计，目前，漳州地区已登记在册的
开漳圣王宫庙有 251座，台湾地区有 380余座。

纪念开漳圣王
诞辰1367周年庆典活动举办

日前，“五福南靖·‘枳’盼你来”2024 年南坑镇枳实
花文化节在南靖县南坑镇葛竹村开幕。每年 3 月中下旬
是枳实花盛开的时节，环葛竹村小溪两岸和房前屋后的
枳实树上开满白色小花，散发淡雅的芬芳，吸引不少游客
慕名而来。

本报记者 黄小英 通讯员 余祥龙 黄朝晖 摄

本报讯（记者 潘园园） 近日，由中国驻菲律宾大使
馆、漳州市归国华侨联合会、福建省闽南文化研究会、菲
律宾菲华各界联合会、菲律宾漳州总商会共同主办的“花
样漳州 传奇月港——闽南文化走进中菲人文之驿”活动
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

活动紧扣闽南文化和漳州月港海丝文化，通过主题
推介和图片展览，展示漳州月港的现存建筑遗址、物证
遗存和海商人物史迹等物质文化遗产以及其历史风貌
格局的保护恢复和活化融合，充分彰显月港作为海上丝
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在贯通中外商贸往来、人文交流中的
重要作用。活动中还组织凸显漳州及闽南文化特色的木
偶戏、歌仔戏、剪纸等文艺节目，展现闽南文化的传统艺
术精粹和新时代发展成就。菲律宾艺术家也同台表演精
彩的节目。

闽南文化走进菲律宾

日前，18 名台湾同胞来到漳州科技职业学院参加今
年首批海峡两岸茶学考证研习班，学习“茶艺表演”等课
程，并参与茶艺师和评茶员的高级认定考核。

据悉，漳州自 2019 年直接采认台湾地区职业技能资
格和试点开展等级认定工作以来，累计有 112 名台湾同
胞通过直接采认，99 名台湾同胞参加等级认定获得美容
师、美发师、西式面点师等工种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其
中 132人是三级以上高技能人才。

本报记者 潘园园 通讯员 庄重 摄

最近，闽南书院开展了一场漳州南词专场
讲座，现场弹唱演奏《禄星》《漳州南词颂李林》

《王昭君》等经典曲目，令扎根漳州近 180 年的
南词重现芳华。

在漳州，南词只算小曲种，却早早启发了
芗剧、锦歌等本地戏种。在漫长的演变过程
中，江苏、江西的南词已融入其他音乐元素。
几经风雨，漳州南词依旧小众，但保留了原汁
原味的古韵唱腔。

宫廷雅乐 由赣入漳

南词始于唐初，为历朝宫廷雅乐，亦称“国
乐南词”。

南词自清代道光年间传至民间，盛行于江
南一带。随着艺人迁徙，以江苏扬州为发源地，
南词兵分两路，一路是浙江的平湖调传到福建
南平，另一路则传至江西赣州，1845 年由漳州
府总爷带入漳州。

据《漳州文化志》记载，南词系元明词话的
一个分支，流行于漳州市区、龙海、漳浦等地。
漳州南词在清末及民国年间表现最为活跃，组
织成立霞东钧社，表演场所集中在水陆交通要
道的浦头港地带，常常请江西南词艺人登台，
婉转典雅的曲艺演奏，再加上踩高跷的表演形
式，每每声乐起，人潮汇。

漳州南词为坐唱形式表演，演唱者两三人
至十余人不等，与乐手没有严格区分。通常使
用的乐器有钟鼓、扬、琵琶、唢呐、木鱼、古筝、
古琴等。唱腔基本是“北音南唱”，以打击乐开
场、静场，奏前奏曲转入演唱，终唱仍有后奏，
属于板腔体与曲牌联曲体的结合，调式以中国
民族五声调式为主，偶尔有偏音变宫、变徵的
出现，板式有板、慢板、紧板、散板等。基本曲调
有南词正韵、南词北调、南词小调、器乐曲（十
全腔），以及少部分昆曲曲牌。

郑炳裕自小学艺，对南词心驰神往。1999
年，漳州南词第六代传承人苏水泉再度组建霞
东钧社，并成立南词古乐队，盘活一度凋零的
漳州南词，郑炳裕也投身到漳州南词的复兴队
伍之中。

“工尺谱是我国传统的记谱法，由于时代、
地区的不同，工尺谱有着各种各样的写法和读
法，如果没有将古老的记谱法翻译成简谱，漳
州南词想必已成绝唱。”郑炳裕向记者展示了
一沓泛黄的笔记，是经老一代传承人整理的
11 本南词剧本、100 多首翻译曲牌，以及 2 本清

代南词工尺谱清代手抄本原件。
“正因南词早年在漳州小范围传承 ，未

受到外来和新兴文化元素的影响，才得以保
留原汁原味的唱腔。”受前辈影响，郑炳裕悉
心钻研南词技艺，成为漳州南词第七代省级
传承人，是目前唯一具有配曲、弹唱、表演、
教学等全面传播能力的老艺人。2007 年，漳
州南词被列入福建省第二批省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2015 年，漳州南词古乐队将排
练阵地搬进漳州古城，由郑炳裕担任队长及
艺术总监，承接各类展演任务。

传承断层 重回舞台

“圆山屹立你眼前，芗江呵美丽芗江，凌波
两岸是青山……”每逢周四下午，漳州古城非
遗展示馆传来南词婉转曼妙的旋律，一众漳州
南词爱好者于此排演。

“好听！而且我们能听懂唱词。”3 月 21 日，
杭州游客张女士夫妇驻足展示馆观看南词演
奏，她告诉记者，在江浙一带很少能听到这样
清新的南词旋律了。

“漳州南词唱腔缘于普通话，明清时期又
称‘官话’。”郑炳裕向游客介绍起几首自己编
曲的新作，均由南词古曲新填词，其中有《漳
州 110 赞》《芗江咏》《水仙咏》《颂李林》《颂漳
州革命烈士林煊洪水根》等漳州南词曲目，直
接反映漳州人文风貌。

古稀之年的郑炳裕经历了漳州南词发展
的起落，眼看这支队伍不断老龄化，即将面临
传承断层，他整日奔波于校园社团与公开演出
场所，宣传南词并寻找传承南词的好苗子。

林秀珍是漳州艺术学校一名芗剧表演专
业教师。“刚接触南词时就听到芗剧《水底鱼》
熟悉的旋律，经考证，这是漳州南词十全腔的
曲牌被芗剧所沿用借鉴，许多曲牌都有九成
以上的相似度。”林秀珍坦言，在了解了南词
与芗剧、锦歌的渊源后，自己学起来自然更有
优势。

得知漳州南词传承无人，林秀珍果断入
行，开始学习弹奏乐器。“传承虽然刻不容缓，
舞台也绝不允许演员半桶水。”林秀珍从中阮
的弹奏学起，每日挤出时间苦练弹拨，不等指
尖结茧，只管咬紧牙关、加速练习。

“抬起头来弹唱。”这是林秀珍作为专业演
员的舞台素养，“表演者看谱弹唱当然会简单
许多，但台上台下就失去了互动。”她撤走谱

架，把每场演出要弹奏的乐谱一一背下，连贯
起弹、唱、演的每一个动作，站上漳州南词的舞
台，成为漳州南词第八代指定传承人。

潜心传播 更盼传承

“弹奏的部分比较扎实，最近要加强演唱
部分的融入，让孩子们上台弹唱不易失衡。”每
逢周二、周三，郑炳裕等人都到龙溪师范学校
附属小学，开展南词社团教学。

教室内，12 名学生分别持中阮、琵琶、二
胡 、古 筝 、古 琴 等 古 乐 器 ，林 秀 珍 站 在 讲 台
上，以打击乐开场后，全员进入弹唱状态，郑
炳裕则分别指导每个学生的乐器演奏。以郑
炳 裕 为 主 的 漳 州 南 词 教 学 社 团 课 已 持 续 8
年，先后有数百名师生掌握南词入门技艺，
或成为南词爱好者，加入复兴漳州南词的队
伍中，与古乐队一同排练演出。

3 月 21 日，闽南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几名学生来到非遗展示馆，记录下漳州南词
古乐队演奏的音视频。“这旋律我小时候肯定
听过。”学生纪筱琪来自台湾台北，偶然间欣
赏到漳州南词的演奏，熟悉的旋律把她拉回
儿时记忆。

郑炳裕介绍，在台湾十全腔圣乐团搜集的
南词古乐中，最早的一本古谱经与漳州南词霞
东钧社保存的古谱对照，完全一致。经考证，台
湾的南词古乐应是从漳州流传过去的。2005
年 8 月，台湾十全腔圣乐团曾来到漳州，与霞
东钧社成员同台举办海峡两岸南词交流会，此
后一直保持南词交流与联络。

纪筱琪查阅了相关资料，发现这支乐团
虽 然 来 自 高 雄 ，但 在 多 年 前 曾 经 到 台 北 巡
演，离自己家乡不远，这与她的童年记忆几
乎吻合。欣喜若狂之余，她了解到漳州南词
在活态传承方面有着诸多空白，传承人每周
排演的时间和场地也十分有限，遂与其他同
学共同策划漳州南词相关选题，并聘请林秀
珍为校外项目指导老师，拟将漳州南词古乐
队演奏的曲目逐一录制，以音视频的方式保
存传承人原汁原味的南词唱腔，计划形成较
为系统的漳州南词曲谱资料，对漳州南词进
行数字化保护。

“期待借助我们多元媒体的专业，拓宽漳
州南词在社交媒体软件上的影响力，通过各种
传播渠道，使越来越多人欣赏南词、传承南词，
让漳州南词焕发生机活力。”学生黄茹说。

见过舞狮，可曾见过“弄虎”？
“弄虎”原是龙海榜山镇洋西村山北社的

一项传统技艺，延续数百年后失传。7 年前，台
湾大甲义虎团将“弄虎”技艺回传祖地，经过
两岸“弄虎”技艺传承人的不断努力，“弄虎”
技艺重新在山北大放异彩。2020 年，漳台“弄
虎”被列入漳州市第八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寻 根

“‘弄虎’从哪里来？”
10 多年前，台湾省台中市大甲区的郑庆

章带着疑问辗转漳州多地寻找。
据出身武术世家的郑庆章介绍，100 多年

前，其爷爷收留了从大陆前往台湾的“文山
师”。因“文山师”拳艺精湛且会“弄虎”，便先
后成立武馆和义虎团，由“文山师”传授武术
和“弄虎”技艺。每当迎神赛会时，义虎团便上
街表演“弄虎”技艺，活跃节日气氛，在当地独
树一帜。

“我以前听父亲说过‘文山师’家住月港
附近。义虎团毕竟是我家创立的，我当然想追
宗认祖。”郑庆章说。

相传 800多年前，莆田著名文士郑露第十
一世孙郑伯可携妻儿由莆田迁居漳州文山山
北社。明清时期，为抵抗倭寇，郑氏创办文山
崇本堂武馆，直至 20 世纪 40 年代武馆关闭，
技艺流失。“龙海地区一直都有习武之风，以
往每个村基本都有武馆且能舞狮，所以武馆
也被称为狮馆。但是，我们村一直流传着‘能
办武馆不能舞狮’，老一辈的也听说过武馆里
有龙虎斗。”漳台“弄虎”非遗技艺传承人郑真
勇说。

“山北社老一辈练的拳术与‘弄虎’拳艺
几乎一样。此外，我们‘弄虎’时要土地公在
前，山北社也有着土地公巡游的民俗。”郑庆
章回忆，当年寻亲他也细心求证，从台湾请来
师傅与当地老人切磋拳艺，并与老人深入交

流。随着深入了解，让他认定了义虎团“弄虎”
源自山北社。

“‘弄虎’是舞狮的活化石。狮子是汉朝时
从西域传入，而老虎作为百兽之王，在我国传
统文化中占有非常特殊的地位。民间有传说
舞狮是从舞虎演变而来。”郑真勇表示，目前
全国各地仍有舞虎民俗活动，特别是河南温
县西周村的“耍老虎”于 2014 年被列入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传 艺

咚咚咚……近日，山北社漳台弄虎研习
中心里鼓声如雷，两只造型威猛的老虎不停

地翻腾跳跃，做出凝视、抓痒、发威、奋起等表
演，中间穿插舞旗和人逗虎表演，演习高潮迭
起，妙趣横生。

“‘弄虎’主要模仿老虎腾、跳、扑、卧的习
性，融合拳艺创编出器械斗虎的表演。”郑真
勇介绍，“弄虎”技艺分福虎基本功、福虎拳、
器械套路和对练对打。其中，福虎基本功有拉
伸功、七星步、虎冲爪、虎步、福虎桩；福虎拳
有三战、打四门、五型拳、八卦拳、太极；器械
套路包含单刀、枪、棍、剑、扇、伞、拂尘、大刀、
旗等；对练对打则分两虎相会、拂尘弄虎、旗
弄虎、大刀弄虎等。

“弄虎”虎头重七斤半，虎身长两米二。操
演中，一人抓虎头，一人挂虎尾，虎头高举，躬

身走七星步，从“三点金”开始，有洗身、翻滚、
大刀弄虎、过桥、咬青、虎弄雨伞、虎踏七星等
套路表演，穿插大刀、拂尘、伞等器械表演，具
有情节性、趣味性，既能在舞台上开展小型表
演，又能在广场上开展规模宏大的群虎表演。

为 帮 助 祖 地 恢 复“ 弄 虎 ”技 艺 ，2017 至
2019 年，郑庆章 3 次自费组织义虎团成员前
来山北社传艺。2019 年 8 月 17 日，文山崇本堂
武馆复馆，义虎团向武馆送来了两只“虎头”
并传授“虎头”制作技艺。同年 8 月 23 日，在龙
海武术协会成立现场，台湾大甲义虎团与文
山崇本堂武馆首次进行两岸“弄虎”技艺表
演。

“把‘弄虎’技艺发扬光大，这是我的心
愿。”郑庆章表示，鼎盛时期在台湾有四五个
武馆在传承“弄虎”技艺，如今仅剩两支队伍，
成员 200多人，且老龄化严重，“希望通过两岸
文化交流，为‘弄虎’传承与发展注入新的活
力”。

郑真勇自幼习武，2016 年起在家开设武
馆传授太极拳。自 2017 年起，他跟着义虎团

“弄虎师”学习“弄虎”技艺，从此致力于“弄
虎”技艺的传承与传播。

多年来，他以自家武馆为阵地，免费向武
术爱好者传习“弄虎”技艺。同时，深入了解并
挖掘“弄虎”文化，操演技艺日益精湛。2020
年，漳台“弄虎”技艺被列入漳州市第八批非
物质文化遗产。作为该项技艺传承人，郑真勇
成立漳台弄虎传习中心，组建“弄虎”表演队
伍。2018 年迄今，积极参与各级政府、相关协
会举办的非遗展示与互动，共计 80多场，传授
徒弟 100余人。

“除了传习中心，我们在龙海和漳州市区
的 武 馆 均 有 传 授‘ 弄 虎 ’技 艺 ，每 周 固 定 一
次。”郑真勇表示，“弄虎”技艺精深，其传承、
保护、应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今后将进一步
拓展技艺传习阵地，加强两岸文化交流，将这
文化遗产弘扬光大。

“弄虎”技艺两岸传
□本报记者 李妙珠 通讯员 黄俊杰

2019年，台湾大甲义虎团与“文山崇本堂武馆”首次进行“弄虎”技艺表演。（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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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南文化
点亮漳州

林秀珍带领南词古乐队走进漳州职业技术学院表演。（资料图片） 南词古乐队在漳州古城非遗展示馆内排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