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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杨凌怡 文/图） 近日，题为“传拓古
今 赓续文脉”的金石碑帖展在漳州市美术馆开展。展览
由中国书画收藏家协会、漳州市文化和旅游局、北京市昌
平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漳州市美术馆承办，中国书
画收藏家协会金石碑帖研究委员会、北京市昌平区书法
家协会协办。

传拓作为中国特有的一种技艺，是我国先民在长期
生活实践中获得的一种最早期的“复印”方法。金石碑帖
涵盖甲骨文、金文、陶文、器物铭文、古印玺和摩崖刻石、
碑石以及历代镌刻丛帖等的实物与拓片，涉及我国历代
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军事、外交、宗教、民俗等方面。

据悉，本次展览截至 7 月 20 日，共展出 138 件金石
碑帖，市民可一睹商周、秦汉、魏晋南北朝不同时期的
经典碑帖。

金石碑帖展开展
截至7月20日

闽南文化
点亮漳州

本报讯（记者 杜正蓝 文/图） 近日，由漳州市博物
馆、武汉市中山舰博物馆主办，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院、中
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诞生地纪念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
博物馆共同协办的“舰证强军——中国百年名舰展”在漳
州市博物馆开展。

展览以中国海军百年发展为主线，通过展示各个历
史时期有代表性的经典战舰，采用图片、文字、文物、舰模
等形式，以“舰”证史，讲述战舰背后的故事。

中国百年名舰展开展

本报讯（记者 杨凌怡 通讯员 周志荣） 近日，龙
海首发《后港年华》系列文创产品，展示后港年华的品
牌形象。

据悉，《后港年华》是由龙海区国投集团精心打造
的一部精品三维动画微电影，今年“五一”线上首发便
获得广泛关注，抖音平台播放量高达百万。影片以动人
的前世今生爱情故事为主线，串联起龙海后港古街新
旧样貌，反映龙海后港沧海桑田的历史变迁。影片还原
后港古街风貌，吸引不少观众到现实中的后港古街游
玩打卡。

龙海《后港年华》
系列文创产品发布

本报讯（黄奇） 近日，漳州市政府、漳州市文化和旅
游局在上海、杭州两地举办“花样漳州·山海之约——
2023年上海/杭州文旅推介会”。

据悉，两城推介活动历时 4 天，发布消暑度假游、滨
海度假游、闽南文化体验游三大精品旅游线路。

赴上海杭州
举办文旅推介会

本报讯（郭扬） 18 日，云霄县举办“漳水流长”书画
展暨漳江画院成立二十周年作品展，来自云霄、台湾以及
河南固始等地的书画艺术爱好者会聚一堂，相互切磋、相
互学习。

展览共征集书面作品 102 幅，作品题材广泛、内容丰
富，展现了民间书画家的艺术理念和人文情怀。

“漳水流长”书画展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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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在观看金石碑帖。

市民在观看航母模型。

“你看！这龙艺真漂亮！”日前，一条长 20
多米的龙艺模型在平和县文博中心展出，吸
引许多群众前去观看。

龙艺是平和县广泛流行的一种民间艺
术。起源于明朝，已传承 400多年。龙艺一般由
龙头、龙段、龙尾三部分组成。龙头和龙尾的
扎制、装饰以及舞蹈动作略同于传统舞龙。龙
段由数十块艺板连接而成，每块艺板称“节”。
每节长约 3 米，宽约 0.3 米，木制。每节艺板由
两位壮汉肩抬，称“扛艺”。艺板上用竹、木、
纸、绢等材料扎成楼、阁、舟、车模样，并点缀
花卉草虫鱼和彩灯，此项工艺称“装艺”。每块
艺板上站一个 5 至 8 岁少女或少男，按戏曲人
物打扮，称“艺旦”。

每年农历正月十五，平和县城都会举办
规 模 盛 大 的“ 龙 艺 闹 元 宵 ”民 俗 踩 街 活 动 。
平 和 人 扛 着 精 心 制 作 的 龙 艺 ，穿 梭 在 县 城
的各个主要街道，祈求新的一年风调雨顺、
国泰民安。

这条龙艺模型长约 20米，虽是模型，但在
造型、结构和材质上基本与元宵踩街的龙艺
相同，只是体积和长度小了许多。这条缩小版
的龙艺是由当地知名的龙艺扎制师、书法家
李渊财制作的。

今年 60 岁的李渊财是小溪镇联星村村
民，从小练习书法，酷爱工艺美术，在部队参
军时，经常参与宣传标语和宣传画制作。平和
小溪镇是“中国龙艺之乡”，李渊财退伍后才
接触龙艺扎制，当时并没有引路人，几乎是摸
着石头过河，自己探索龙艺扎制之道。

“老手艺人都不扎了，我只能看着往年的
照片摸索扎制之法。”李渊财说，那时候的龙
艺很简单，艺板搭一搭、锁一锁，围个龙鳞彩
布，插几朵花，挂几个灯笼，再绑上龙头龙尾
就上街了，造型都很固定。他接手后，开始逐
年改进，“龙艺一拉出去，群众就会提意见，我
们就改进，所以每一年的龙艺都会有所变化，
比如生肖元素的转换、彩楼造型的变换，还会

增加一些龙飞凤舞、龙凤呈祥等造型”。
每年春节前后，李渊财就开始忙碌起来，

为即将到来的元宵龙艺民俗踩街活动扎制龙
艺，画图纸、定造型、剪彩花，每一个环节他都
力求完美。30 多年来，大大小小的平和龙艺在
他的巧手下变幻着花样。其间，他曾独具匠心
地设计扎制过 118 节、近 400 米长的超长龙
艺，也设计搭造过高 24 米长、宽 30 米长的巨
型彩楼。

2008 年，小溪镇被命名为“中国民间文化
艺术（龙艺）之乡”。2016 年，平和龙艺跻身省
级非遗。

龙 艺 在 平 和 如 今 已 是 家 喻 户 晓 。李 渊
财 一 边 想 着 如 何 把 龙 艺 做 得 更 精 美 ，一 边
想着如何将手艺传承下去。近日，平和一中
开 办 龙 艺 制 作 社 团 ，李 渊 财 被 聘 请 为 龙 艺
制 作 社 团 老 师 ，他 特 别 开 心 ：“ 我 会 把 我 的
技 能 不 遗 余 力 地 传 授 给 大 家 ，让 非 遗 龙 艺
代代相传。”

李渊财：让非遗龙艺代代相传
□本报记者 萧镇平 通讯员 林泽霖 文/图

老手艺面临传承难

“这门手艺传到我手上，已经是第四代
了。”“80后”石云峰在古城北京路经营着一
家名为“金瑞兰”的小店，店铺面积不大，古
色古香的装修风格颇吸引人，货架上摆着
各式各样的线香与香炉。这家看似不起眼
的小店，却是百年老店，传承的秘诀是传统
手工制香技艺。

提起“香”，往往与寺庙、宗祠脱不开关
系。中国制香、焚香技法可追溯到远古时
代，随着祭祀文化的繁荣，焚香也成为一种
文化符号，在典籍中多有记载。

闽南地区民间信仰繁盛，庙宇众多，香
的需求也极为广泛。据《漳州市志》记载，民
国时期，漳州城区就有耀春堂、金瑞兰、新
合发、万如香、新永盛、福兰亭、玉庆春等制
香店铺。金瑞兰在民国时期由石翁创办，到
了解放初期，由其儿子石杨泉传承，随后第
三代传承人石耀明大胆改进工艺，推出新
品种，鼎盛时期员工达 150 人，产品远销日
本、新加坡等地，如今传到了石云峰手上。

握住香骨，沾上水，不断揉搓香芯，让
香粉附着其上，再重复浸水，裹上香粉，反
复以上过程，直到原先的竹签慢慢变为两
倍粗细，香粉均匀覆盖，而后将香放在太阳
下晾晒成型。

这样的工序对石云峰来说并不陌生，从
记事以来，香的味道一直伴随着他成长，而后
他顺利接过父亲的接力棒，继续经营香庄。

“我们一直坚持手工制香，保留最本真
的制香方式，留住它的古早味。”石云峰告
诉记者，如今，大多数制香厂都采用机器制
香的方式，给传统的手工技艺带来不小冲
击。虽然在 2020年，他们的手工制香技艺被
认定为漳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但如今也
面临经营困境。

如何更好地传承非遗老手艺？这是很
多非遗手工艺者面临的难题。随着经济社
会的发展，很多老手艺已经逐渐被新科技、
新需求所取代，失去了旺盛的市场需求力，
从事这一赛道的人也渐渐减少。

求变通走上新赛道

“想要让老手艺更长久，要让它们走上
新赛道。”去年年底，漳州老金枣制作技艺

（云霄）被列入第九批漳州市非遗名单，这

让传承人汤锦璋很开心。他认为，有了非遗
这个金字招牌的加持，能够让云霄的老金
枣被更多人熟悉。

虽然是一项新非遗，但老金枣制作技
艺流传的时间可不短，早在明万历时期，金
枣种苗就漂洋过海走进云霄县下河乡。相
比于其他地方的金枣，下河金枣具有皮薄
肉嫩、橙黄泛金之态，色香味俱佳，由下河
金枣制作而成的咸金枣、甜金枣广受欢迎，
清末民初，就已远销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
和地区。

而到了今天，云霄下河的金枣种植数
量不断减少，缺少原材料，这一产品和制作
技艺也走了下坡路。究其原因，来自于消费

群体对于休闲食品口味的转变，使得金枣
这一带着古早味的零食逐步失去市场。

“想要在消费市场占有一席之地，需要
挖掘产品自身的特色，走创新之路。”汤锦
璋利用金枣功效，锚定健康食品这一赛道，
拓宽金枣产品的消费市场。

此外，他还在产品的口味上做文章。传
统口味的金枣，咸味过于突出，不受如今的
消费者青睐，他就不断转变制作技艺，改良
口味，同时，创新金枣丹、金枣茶等八种产
品，注重便携度，延长存放时间，从而让金
枣产品走上轻食和健康食品的新赛道。

“以前，逢年过节，这里家家户户都要
吃金枣，还有‘吃金枣，年年好’的俗语。我

希望，通过不断创新非遗技艺，从而形成产
业。”汤锦璋说。

如今，云霄的咸金枣在漳州各大景区、
动车站都有露脸，成为游客伴手礼的优选。
汤锦璋说，希望借助政府的力量，加大这类
本土产品的推广力度，进一步打响地标产
品的知名度，让非遗走向更大舞台。

政府搭台非遗唱戏

在传承与保护中，要有非遗唱戏，更要
有政府搭台。

“我们的主要工作，是把原汁原味的闽
南文化，特别是非遗文化保留下来，这是我
们的文化血脉。”闽南文化生态保护中心主
任周坤海说，目前，漳州共有市级以上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229项，其中有
3 项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正是这些种类丰富、形态各异的
非遗项目，组成了独具韵味的闽南文化。所
以，在深入挖掘保护非遗的工作中，中心坚
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
展”的理念，推动非遗焕发新生。

“通过在漳州举办的各类活动中亮相，
木偶表演的观众遍及海内外，也促进了各
类文创产品的需求。”漳州市布袋木偶传承
保护中心副主任岳思毅告诉记者，近年来，
漳州乘势而为，举办各种类型文化活动，而
木偶表演也借助活动登上各种舞台，从而
吸引了更多的目光。

除了木偶展演，漳州漳绣、剪纸、芗剧
等扎根本土的非遗项目也借助各类文化活
动打响了知名度。

“以前的芗剧可能更多地在乡间的小
剧场演出，受众比较单一，现在通过各类市
级活动，让很多以前不了解的人看到了芗
剧的变化与创新，特别是近两年，观众中看
到不少年轻面孔。”芗剧传承保护中心主任
陈朝晖说。

近几年，漳州非遗逐渐从小众圈走进
大众的视角，这与近年来漳州的非遗推广
工作息息相关。2021 年，漳州设立闽南文化
生态保护中心，加挂“漳州市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中心”，负责闽南文化（漳州）生态保
护区建设工作、实施漳州市非物质文化遗
产传承保护工作、组织开展非遗宣传活动；
并发布《关于组织实施〈闽南文化生态保护
区总体规划〉漳州市建设提升方案（2021—
2025）》，以项目化、清单化、责任化管理的
方式推动保护工作。

漳州非遗的“ ”与“ ”
□本报记者 杨凌怡 通讯员 郑文典 林文钦 文/图

欢庆的大鼓凉伞、娴

熟的剪纸技法、灵巧的木

偶表演……日前，2023 年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福建

非遗宣传展示主会场活动

暨漳州闽南文化周启动仪

式在漳州举办。来自漳州

以及省内其他地区的多项

非遗在此相互切磋，展现

出别样的非遗魅力，吸引

了不少市民前来观赏。

李渊财与他制作的龙艺模型

漳州非遗大鼓凉伞漳州非遗大鼓凉伞

国家级非遗高山族拉手舞国家级非遗高山族拉手舞

石耀明展示制香中的展香工艺。 工人在制作咸金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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