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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杨凌怡 通讯员 林思岑 李乔玉） 连
日来，平和县山格镇隆庆村荒废老农校迎来改造提升，随
着废弃的老屋逐步修缮、淤堵的沟渠重新疏通，昔日荒废
的灿辉农校将化身研学基地，焕发新光芒。

据介绍，这所荒废的老农校于1943年创办，原名“私立
灿辉初级农业职业学校”，是平和县首所农业职业学校。
1950年解放东山战役和1953年东山保卫战期间，借着码头
水路运输优势，灿辉农校两度成为解放军临时医院，村民们
全力配合解放军做好救治工作，为新中国作出巨大贡献。

据悉，山格镇隆庆村灿辉农校研学基地项目被列入
山格镇乡村振兴“十镇百村”示范工程，研学基地在“灿辉
农校”原址上改造建设，投资预算约 90 万元，建筑内容主
要对原有的旧农校室内外重新翻新修复，打造集参观、体
验、学习、互动等功能于一体的研学基地。项目预计 8 月
完工，投入使用后可为隆庆村乡村旅游发展注入新活力，
加快振兴步伐。

老农校变身研学基地

闽南文化
点亮漳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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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传数百年
“木版年画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民间艺

术形式，有着 1000 多年的历史。”15 日，在
2023 海峡两岸台北夏季旅展上，来自漳州
的木版年画非遗传承人颜朝俊一手倒墨、
一手持棕刷，向台湾同胞展示并介绍木版
年画，在场两岸同胞还一起共同拓印木版
年画，体验非遗的魅力。

在民间，年画是年的象征，不贴年画就
不算过年。

漳州木版年画始于宋代，当时的福建
刻书业开始兴盛，迅速带动民间版画刻印
技术发展。在明清时期，随着漳州对外贸易
港口月港的兴起，漳州木版年画一度借助
繁荣的海上贸易，销往中国台湾地区、香港
地区，东南亚及日本等地。

《芗城区志》记载，漳州木版年画兴于
明而盛于清。明永乐年间，颜姓人家从外省
迁居城区洋老洲，以制作木版画为业，先后
开设锦源堂、俊记、永华堂、文华堂等堂号。

清 末 民 初 ，境 内 共 有 12 家 作 坊 与 堂
号。抗日战争爆发后，许多版画作坊倒闭，
颜家将各家版画底板全部收购，后来成为
集漳州版画内容最丰富、销售量最大的一
家作坊。

1957 年，颜家镜老先生印制的古木版
年画，被指定为中国民间艺术品，参加苏联
及东欧各国展览。1986 年 9 月，颜文华印制
家传古木版年画，参加省美术展览会。1987
年又晋京参加全国美术展，令美术界专家
和学者惊叹不已。

“20 世纪初，漳州联子街、香港路、台湾
路一带集中了大批年画店、春联店，漳
州的‘联子街’因而得名。”漳州市艺术

馆原馆长王燕成说，每到“联子街”都摆售年
画时，意味着年关近了，年味浓了。

2006 年 5 月 20 日，漳州木版年画入选
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复刻古艺术
“江村何处小茅茨，红杏青蒲雨过时；半

幅生绡大年画，一联新句少游诗。”宋代诗人
陆游曾经在诗中记述，虽然已是红杏枝头春
意闹，但年画和春联却依旧历历在目。

漳州的木版年画主要用于迎新和避
邪。不同的季节用不同的题材，如过年贴门
窗的有尉迟恭和秦叔宝、神荼和郁垒、姜尚
在此、八卦图、狮子咬剑、五谷丰登、加官进
禄、财神献瑞、鲤鱼图等；又如五月节有龙
船图，中秋节有粘贴花灯的版画。

此外，还有供人欣赏用的，如九流图、
老鼠娶亲等。尚有带故事性的连环图，如孟
姜女、昭君出塞、山伯英台、陈三五娘等。这
些版画纯朴古雅，色彩鲜明，单、套色兼有。

“随着时代进步，印刷术的更迭，木版
年画市场衰弱，年画作坊都已停业，漳州木
版年画存在传统民俗文化和技艺传承上的
断层现象。”王燕成说。

50 岁的颜朝俊是颜文华家族后人，其
爷爷颜玉成与颜文华是亲兄弟。过去，颜文
华负责年画套色印刷，颜玉成负责雕版，分
工明确，因而颜朝俊自小模仿着家中长辈，
摸索雕版技巧。

为更好地传承和保护木版年画，几年
前，颜朝俊辞去工作，全身心投入到传统年
画研究及传承保护中，成为颜氏木版年画
第七代传承人。

漳州木版年画艺术技法和工艺过程独
具一格，其雕版线条粗细迥异、刚柔相济，

以挺健黑线为主。用色追求简明对比，印制
采用分版分色手工套印，拓印纸则有红纸、
淡红纸、黑纸等。

“早在几百年前，木版年画就可以做到
两色套印、四色套印了！”颜朝俊说，与中国
传统木版年画套色工艺先印黑线版、后印色
版不同，漳州木版年画先印色版、后印黑线
版，不管是多少色套印，全靠眼力和经验来
校准。

近几年，颜朝俊除了整理祖传旧版外，
还依靠一些旧图纸，复刻 20 多套传统木版
年画，如《天宫赐福》《神荼郁垒》《狮咬剑》

《春招财子》《郭子仪拜寿》《老鼠娶亲》等，
让留存在老一辈记忆中的鲜活图案重现江
湖。这些寓意吉祥平安、富贵盈门、福星高
照、家族兴旺的年画深受百姓喜爱。

活态化传承
从前，年画是必需品，一到年关，家家

户户贴春联、贴年画，意味着新年到来。如
今，随着时代变迁，年画失去固有功能，退
出生活舞台，成为一种艺术品。

“ 如 何 才 能 让 木 版 年 画 重 新 焕 发 光
彩？”数年来，颜朝俊一直在研究、探索，如
何才能传承好这项非遗，延续它的活力。

2018 年底，一位年轻人翁恭骏登门拜
访颜朝俊。翁恭骏是漳州恭骏文化传媒的
创始人，从小在漳州长大的他喜爱创意文
化，希望能用文创载体弘扬闽南文化，让更
多的人关注家乡文化。

“让古老的木板年画通过现代的语言
及文创重新演绎！”当翁恭骏说明来意后，
马上引起颜朝俊的共鸣，“70 后”的颜朝俊
和“90后”的翁恭骏找到了共同语言。

“恭骏来得正是时候，我之前也在考虑

尝试跨界合作，想让那些留存在老一辈记
忆中鲜活的年画图案，通过有趣的创意复
活在年轻人的世界里。”颜朝俊说。

由于时值年关，两人经过一番探讨后，
决定利用木版年画的元素，设计一套闽南
风的红包袋。

“我们精选了漳州木版年画中 5个经典
的图案进行再创作，通过红包与帆布包这
两个载体来呈现。”翁恭骏说。

在设计上，翁恭骏别出心裁，通过卡纸+
红包的方式，让一个红包呈现两个封面，卡
纸上是漳州木版年画中的图案原型，单独取
下可作为书签；帆布包上，则运用了四色刺
绣+古铜烫金，还原出“状元巡街”这幅经典
的漳州木版年画作品。这套红包袋一经推出
后，马上在社会上引起较好的反响。

第一炮打响后，翁恭骏与颜朝俊再次
联手，于 2019 年度推出“非遗再造·漳州木
版年画”系列产品，对漳州的非遗项目木版
年画进行设计再造，融入闽南语元素，让传
统的木版画更契合当代美感。该作品获得
了第二届海峡两岸（漳州）文创设计大赛铜
奖和最佳人气奖。

几年来，颜朝俊和翁恭骏的合作愈加
顺畅默契，许多木版年画题材被注入文化
创意产业。福、禄、寿、喜及神话、历史戏文、
民俗活动等元素图案，被广泛用于制作红
包袋、搪瓷杯、T 恤、书签、冰箱贴、帆布包
等文创产品，甚至还联手漳州另一非遗项
目——漳州茶厂的乌龙茶，打造“海丝路上
漳州茶”文创产品，赚足口碑与眼球。

“木版年画不应只在博物馆里供人参观，
更应活在当下，融入现代生活。”颜朝俊说，眼
下正努力探索文创包装，让木版年画这项非
遗活起来，以人们乐于接受的方式体
现在产品上，延续它存在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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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手挥刀起，纷纷木屑扬，精巧的
图案在刻刀的游走中跃然于眼前，一块
块不同材质的木头逐渐显现出神情、态
势……走进长泰区岩溪镇，木雕非遗传
承人陈明松正站在徒弟们身边，静静注
视着他们雕刻，不时出手指点一下。

长 泰 木 雕 始 自 明 末 清 初 ，距 今 有
370 多年历史。长泰木雕以平面浮雕为
主，雕刻技法涵盖薄浮雕、浅浮雕、深浮
雕、镂空雕、透空雕、高浮雕、多层叠雕、
圆雕、半圆雕等 10多种。

作为长泰木雕第五代传承人，陈明
松从 18 岁就开始跟随父亲学习传统木
雕雕琢技艺，之后又进行专业的理论学
习，形成系统的木雕艺术理念。从父辈
单一的雕饰制作到如今涉及寺庙古建、
宗神用品、佛龛等多门类产品，陈明松
的雕刻技艺涵盖薄浮雕、镂空雕、透空
雕等多种技法。一块平平无奇的木头，
经 过 他 的 细 细 雕 琢 ，便 能 化 腐 朽 为 神
奇。

虽然在木雕行业，现代机械已大规
模替代传统手工，但在陈明松看来，木
雕匠人手中每一刀力道和角度都不尽
相同，正因为这些不同，作品才有了灵
气。即便是一些容易被忽略的细节，陈
明松也会精细地去雕刻，这是他对作品
的基本要求。

据陈明松介绍，他于 2016 年在长泰
区岩溪镇创办东原木雕工艺品有限公
司，大部分产品销往台湾。精湛绝伦的
工艺让陈明松的雕艺之路越走越宽。

时代在发展，新一代工匠如何进行
创新突破？对此，陈明松在做好传承的

基础上，跟随时代步伐，不断寻找新材料、新技法，从传统的手
绘勾勒发展到如今的电脑CAD制图。同时他也积极研发一些
与本地相关的文创产品，让木雕手艺更接地气。

2022 年，“长泰木雕”被列入漳州市第九批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近段时间，陈明松正着手筹备申请省级非遗项目以及

“长泰木雕记忆馆和传习所”，希望把非遗木雕传承下去，推动
长泰木雕传统制作技艺不断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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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云水画法等各种技法学好，把基本
功练扎实了。”走进位于诏安县深桥镇
港头村的沈瑞安工作室，没有过多的装
潢，只有满墙画作，简朴但不失质感，沈
瑞安正忙着指导学生进行国画临摹。

诏安是“书画艺术之乡”，艺术氛围
浓厚。沈瑞安家住诏安县东门街，这里曾
是画家写生及买卖画作的场所，孩童时
期的沈瑞安在书画环境的熏陶中爱上了
绘画。18 岁时，他进入诏安县城关中学
职业高中第二届美术班学习，学成之后，
迫于生计，进入陶瓷厂画彩瓷维生。

“毕业这么多年来，我一边打工支
撑家庭经济，一边坚持作画。”沈瑞安直
言，几十年里不得不在“面包”以及“诗

和远方”里选择先饱腹后追梦。多年的
打工生涯，让他的生活逐渐好转，也让
他萌生了当画家的心愿。

2012年，沈瑞安和朋友一起开设了
心和画店，正式开启专职画家生涯。近
年来，沈瑞安一直致力于山水园林创
作。接近 10 年的画彩瓷生涯，让他用色
十分大胆且丰富。

橙红的山体、靛蓝的湖水，与墨色
的树木、亭屋形成鲜明的色彩对比，宛
如神游梦幻之地。这幅创作于 2018 年
的《满园芳》便是沈瑞安早期创作的代
表之一。当年该作品入选“墨香诏安”中
国画作品展，也成了沈瑞安加入中国美
术家协会的“敲门砖”。

“我曾经苦于没有新的创作灵感，

陷入了迷茫困境，直到我在山东走进孔
庙后院，松树撞入眼帘。”沈瑞安说，自
己很长一段时间都难以走出瓶颈，几度
想放弃，直到一次写生中被参天松树苍
劲的生命力所打动。自此，沈瑞安一改
之前虚幻的创作风格，把松树作为画作
的重要元素，尽显实风。

入选“2022·墨香诏安”中国画作品
展的作品《寄园静谧》，是沈瑞安的又一代
表作。这幅画明媚而不艳俗，园林中的亭
台楼阁错落有致，似乎水有潺潺的流动
感，松树间有飒飒风声，引人注目。

“他的山水创作可以称之为‘幻境’。”
一业内人士评价沈瑞安的画作时说。

“画中无人”是沈瑞安画作的一大
特色。他注重画与人的“交流”，追求用
画带领观赏者“身临其境”，获得美质和
美感的体验，无人亦是有人，“人”在画
外也好似在画中，画家与观赏者的精神
交流为每一幅作品注入了鲜活的灵魂。

近年来，沈瑞安凭借个人独特的创
作风格，在诏安画坛上名气渐起。2022年
沈瑞安成立个人工作室，更专注地钻研
画作，也开始招收学生传授中国画技艺。

“我认为画画是没有捷径的，只有
不停学习，才能更上一层楼。”沈瑞安
说，绘画是自己的终身课业，为了不断
精进绘画技艺，他两次到北京进修，改
进自身短板。同时注重实地写生，深入
景色之中去体验与感悟山水的姿态、万
物的灵动，然后在一笔一画中沉淀、升
华。未来，沈瑞安希望自己能成为更多
书画爱好者的“引路人”和“撑伞人”，为
诏安书画艺术的普及教育贡献力量。

沈瑞安：从打工人到画家
□本报记者 李妙珠 通讯员 康渟

润墨、铺纸、按压、刷平、拓
印……一通操作后，木版年画跃
然纸上。

漳州木版年画是我国南方
年画的代表，既有南方的隽秀
又具北方的豪放，流传至中国
台湾及东南亚地区，与天津杨
柳青、江苏桃花坞、四川绵竹木
版年画并称“中国民间四大木
版年画”。

近年来，漳州木版年画从
业者将地方特色融入年画中，
坚持复刻与文创“两手抓”，研
发更符合当下市场需求的年画
衍生产品，让非遗“活”起来。

▲颜朝俊（左）和翁恭骏展示共同打造的木版年画文创产品。

▶颜朝俊复刻传统木版年画。

本报讯（记者 杨凌怡 通讯员 戴艳霞 文/图） 日
前，漳州市第三届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汽车场地越野挑
战赛在漳州市长泰经济开发区台湾工业园举行。

比赛设置专业组、公开 A 组、公开 B 组、新秀组和巾
帼组 5 个组别。来自全国各地的 20 多支车队，约 130 辆赛
车 130 名车手参加比赛，女赛手达 15 名之多，创历年之
最。澳门四驱越野车友会、香港越野赛车协会、台湾阿里
山车队以及东森电视台女主持沈佳颖等多名著名车手共
赴盛会，同场竞技。

本次赛事，长泰积极搭建车友越野赛车平台，加强海
峡两岸及港澳地区交流。赛事经济同时促进体育与交通、
住宿等多产业融合，带动旅游观光、农业观光、农产品销
售流通，助力乡村振兴。

汽车场地越野挑战赛举行

本报讯（记者 萧镇平 通讯员 郑文典 刘钦赐 文/
图） 日前，漳州斗鸡优质种质资源展示表演在漳州华阳
体育馆举行，引来数千群众观看。

漳州斗鸡，俗称咬鸡、打鸡、军鸡，是以竞技角逐为主
的观赏型鸡种，由漳州旅居东南亚华侨自旅居地引入的

“番鸡”和本地斗鸡杂交而成，是我国四大斗鸡品种之一，
列入《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品种名录（2021年版）》。

漳州斗鸡历史悠久，明清时期漳州就有斗鸡，清朝饲
养斗鸡已相当普遍，民国时期尤为盛行。经闽南当地斗鸡
爱好者 100 多年来的选育和驯养，形成了体躯健壮的漳
州斗鸡品种，具有勇猛机敏、不屈不挠的特性，在东南亚
一带声名远播。

据了解，本次表演赛共有来自浙江、福州、厦门以及漳
州市芗城区、龙海区、漳浦县、平和县、高新区等县区斗鸡
爱好者的11个品系14只漳州斗鸡参与展示表演比赛。

漳州举办斗鸡表演赛

本报讯（戴伟国 朱胜东） 7月 16日上午，东山保卫
战胜利 70周年纪念仪式在东山战斗烈士陵园隆重举行。

东山是一座英雄岛 ，70 年前的 7 月 16 日 ，东山保
卫战打响，经过 36 小时激战，取得最终胜利。其间，许
多英雄儿女抛头颅、洒热血，坚守阵地、英勇作战、步
步阻击、不惧牺牲，以血肉之躯守护东山岛，长眠于海
滨之乡。

东山保卫战胜利70周年
纪念仪式举行

近日，“情系瓷源五寨 艺术赋能乡村”福建著名画家
采风创作展览活动启动仪式在平和五寨乡前岭村举行。
此次活动为期 5天，共计 18名福建著名画家走进五寨，用
画笔描绘五寨独特的自然景观、人文风貌、历史文化，用
心创作出有温度、有高度、有精神内涵的精品力作。

本报记者 萧镇平 通讯员 罗龙海 摄

沈瑞安伏案创作沈瑞安伏案创作。。（（采访对象供图采访对象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