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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黑黑要落雨，海王船要出岛，阿爸出海去讨鱼，阿
母烧船送王船，一送金银和财宝，二送粮草摆酒桌，三送神
明去护保……”这首曾在闽南和台湾地区沿海流传的歌
谣，讲述的是中国闽台沿海地区禳灾祈安的民俗活动——

“送王船”。
在第十四届海峡两岸（厦门）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 A

馆，王船制作技艺第五代传人陈文旌所在的展位人气超高。
展位前，两艘长度约一米的精致王船和五艘小船模型组成
的“船队”，吸引了不少游客打卡拍照。

“送王船”是闽台沿海村落中，人们祈求国泰民安、风调
雨顺的一种民间习俗，最早可追溯到明朝初期，距今已有
600多年历史。

“闽南很多地区都有‘送王船’的风俗，其中，实木质地
的王船几乎都是在厦门钟宅制作的。”陈文旌带来展示的王
船大多按照畲族的风格设计，“两侧船身有精巧的装饰，配
色以蓝白绿三种颜色为主，船头船尾都是凤雕。但有时在制
船时，也会根据各地文化习俗的差异，更换配色和雕饰。”

除了有等比缩小的船模作为展示，展位还设置拼接王
船模型的现场体验活动，吸引不少小朋友争相前来报名参
与。陈文旌带着他的学生们，在现场为其他小朋友进行指
导，就读于厦门市湖里区教师进修学校第二附属小学六年
级的学生黄泽轩便是其中一位小老师。

“最初是在课堂上接触到王船制作，只觉得做手工很有
趣，在向陈老师学习的过程中，也开始了解造王船的历史。”
黄泽轩从五年级开始接触船模制作，经过一年的训练，如今
的他已经十分了解王船构造，能够在几分钟内完成一艘船
模的拼接。

2020 年，在学校领导的支持下，湖里区教师进修学校
第二附属小学成立王船传承社团。为了让低年级的学生也
能够顺利完成王船拼接，陈文旌的教学船模从第一代纸质，
到第二代三合板，再到第三代杉木板，升级到第四代胶合板
立体拼接……

教学船模在实践中不断完善，一代比一代更加精细和
规范，基本接近于实体王船。如今正在使用的第五代樟木立
体拼接船模，以樟木立体切割模块为材料，扣板易于拼接并
且可以多次拆装，在本次文博会上崭露头角，吸引不少参展
商上前商讨合作。

陈文旌坦言，传统技艺的传承需要工匠精神。在学校开
设王船制作技艺的课程，在各个展会积极推广闽台“送王
船”文化，为的是能借此将这份古艺传承下去。

船模拼接
带你了解“送王船”
□本报记者 邱赵胤 实习生 李桐裳 文/图

挑选好喜欢的天然植物漆，加入松节油稀释调色，将漆
仔细滴入七分满的清水盆中。漆漂浮在水面，不溶于水，轻
吹气或用竹签小心挑动，盆中漆的纹路随之千变万化。手握
准备好的小扇，调整好角度下水，沉入提转之间，一把漂漆
团扇便制作完成。水波荡漾间，扇面呈现出斑斓图案，似星
辰、似飞天、似江海山川……给人无限遐想和美的享受。

8 月 4 日，在第十四届海峡两岸（厦门）文化产业博览
交易会 C4 馆，福建艺术职业学院展馆前设置的“非遗技
艺——漂漆体验”现场制作漂漆产品项目，引来不少游客
和参展商驻足停留，跃跃欲试。

“漂漆就好像是向水借了纹理，效果往往是‘天一半人
一半’，每一次都像开盲盒一样，十分有趣。”福建艺术职业
学院美术与设计学院漆艺教研室主任陈国说，选择漂漆技
艺作为现场体验项目，目的是想让更多的人体验到传统文
化的魅力和艺术创作的趣味性。

漆艺起源于新石器时代，距今已有 8000多年历史，古
人最早用于保护器物，起到防虫防潮、抗腐蚀抗老化的作
用。后来，用途慢慢转变，用来装饰物品和绘画，赋予器物绚
丽的色彩，福州“三宝”之一的脱胎漆器便是传统漆艺经过
继承发扬后的产物。

大漆工艺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悠久、种类繁多。
漂漆是大漆工艺众多技法中极具特色的技法之一，福建艺
术职业学院师生们将漂漆技法与精巧团扇相结合，让漆在
无限的变化中既可以厚重，也可以轻盈。团扇也不再只是蔽
日纳凉的工具，也可以是承载闲情逸致的怀袖雅物。

“并非是传统文化已经过时，而是需要依靠技艺、载体
和展现形式不断组合，从而得出符合现代人审美的搭配，并
且让公众通过快速简易的方法去体验，传统文化便会焕发
新生。”福建艺术职业学院美术与设计学院党总支书记、副
院长周帆扬说。

漂漆+团扇，给你好看
□本报记者 邱赵胤 实习生 李桐裳 文/图

钟宅畲族王船模型

游客现场体验漂漆技法。

在第十四届海峡两岸（厦门）文博会期
间，厦门自贸片区国家文化出口基地不仅
携手多家企业亮相展会，还聚焦文化贸易
合作提质升级，举办专业会议，全面分享展
示基地建设经验成果。

2018 年 6 月，商务部、中宣部等部委联
合 授 牌 厦 门 自 贸 片 区“国 家 文 化 出 口 基
地”。基地获批以来，厦门市文化服务进出
口额年平均增长 16%，先后培育了 19 家国
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5 个国家文化出口
重点项目，出口重点企业数量居全国 29 个
文化出口基地首位。

“ 厦 门 自 贸 片 区 国 家 文 化 出 口 基 地
承载自贸试验区建设与文化‘走出去’两
大任务。”厦门自贸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2021 年 、2022 年 基 地 连 续 蝉 联 首 批 国 家
文 化 出 口 基 地 功 能 区 类 考 评 第 一 名 。书
香为媒，基地深耕“一带一路”，传扬中国
故事，助推文化贸易出海，形成了一批全
国首创经验。

“引进来”“走出去”
打造多元文化交流平台

中国风解谜游戏《狄仁杰之锦蔷薇》、
充满梦境色彩的原创游戏《异化之梦》、生
存建造经营游戏《漂泊牧歌》……在文博会
厦门自贸片区的展位上，纾宇互联（厦门）
科技有限公司带来的风格各异的游戏产

品，吸引了不少参观者驻足体验。
“这是我们首次参加文博会，展出的

游戏既有仍在开发中的由国内团队原创
的全新产品，也有已经走向市场，深受海
外玩家喜爱的热门产品。”纾宇互联总经
理蒋轩说。

由 加 拿 大 华 裔 制 作 人 开 发 的 游 戏
《狄仁杰之锦蔷薇》，上线以来收获不少
好评，这背后离不开纾宇互联的加持。游
戏 的 原 语 言 是 英 文 ，纾 宇 互 联 通 过 为 发
行方提供顾问咨询、内容翻译等服务，帮
助 其 完 成 中 文 版 本 的 开 发 ，让 游 戏 更 好
地贴近历史背景。

作为主要为海外平台的互联网和游戏
产品等提供发行服务和本地化服务的企
业，扎根厦门自贸片区的纾宇互联，已经与
全球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厂商开展合作，
聚焦海外平台的他们，参与联合发行及提
供专项服务的作品超过 160款。

“厦门是‘海丝’与‘陆丝’的重要节点，
也是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的重要窗口。”中国
网相关负责人安然说。今年，中国网文化科
技金融融合示范基地携手厦门自贸片区、
湖里区打造“海峡两岸大湾区总部基地”，
借助文博会这个展会平台，希望进一步助
推两岸文化交流合作。

以国家文化出口基地为平台，助力多
元文化“引进来”“走出去”，近年来，厦门将
文化产业与会展业相结合，打造东南亚中

国图书巡回展、海峡两岸图书交易会、厦门
国际动漫节等特色展会品牌。

其 中 ，东 南 亚 中 国 图 书 巡 回 展 获 评
2021 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
务 实 践 案 例 ；第 一 届 拉 美 中 国 文 化 巡 回
展、国际有声阅读平台入选国家 2023 年对
外文化贸易“千帆出海”行动计划。不久
前，国际图书版权超市中外出版对接交流
会在厦门自贸片区举办，20 多家海内外文
化机构现场对接，达成多领域版权合作意
向百余项。

强特色 聚产业
推动文化贸易高质量发展

在本届文博会上，由先力影业（厦门）
有限公司、厦门经贸集团、厦门大学国家
大学科技园运营有限公司三方联合打造
的海丝（厦门）国际电影工业产业基地作
为重大签约项目落地厦门自贸片区。该项
目旨在打造集制片、影视器材租赁、服装
道具租赁、后期制作、影视发行等为一体
的产业平台。

“传统的影视基地一般注重演员、编剧
等方面，而海丝（厦门）国际电影工业产业
基地则聚焦影视拍摄等方面。”先力影业

（厦门）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杨枫说。
基地项目落地后，将以厦门的影视产

业为基础，发挥自贸试验区器材进出口的

优势，形成特色基地，助力厦门从影视取景
地向影视器材租赁、后期制作、影视发行等
产业链后端发力，进一步延链补链强链。同
时，探索影视内容出口贸易、国际影视交
流、版权合作以及衍生品交易。

作为厦门自贸片区着力打造的 15 个
重点平台之一，文化贸易平台形成博乐德
艺术品保税共享与海丝艺术品中心的双文
化贸易平台发展格局。片区还积极打造对
台图书集散分拨中心。

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得益于厦
门 自 贸 片 区 的 先 行 先 试 。厦 门 自 贸 片 区
国 家 文 化 出 口 基 地 重 点 发 展 艺 术 品、创
意设计、影视演艺、数字内容与新媒体及
新 闻 出 版 发 行 五 大 领 域 。在 对 外 文 化 贸
易上发挥“保税+”“金融+”“互联网+”功
能 优 势 以 及 海 关 特 殊 监 管 区 域 政 策 优
势，促进文化保税业态创新发展，并在两
岸 文 化 交 流 模 式、发 展 数 字 化 贸 易 等 方
面持续突破。

“全面推进国家文化出口基地建设，
应该加强全国 29 家基地协同机制，梳理出
一些在国际文化市场上占主导优势的产
业，然后在基地之间形成产业链的上下游
协作分工。”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院
长向勇说。

未来，厦门自贸片区将突出对台文化
贸易特色，深耕“一带一路”，积极打造文化
出海的动力引擎和创新高地。

本报讯（记
者 邱赵胤 通讯
员 余雪燕） 珠
光 青 瓷 、锡 雕 、
汉 服 、木 雕 陈
设 、影 视 器 材 、
影视创意玩具、
原 创 手 工 艺 作
品……近日，第
十 四 届 海 峡 两
岸（厦 门）文 化
产 业 博 览 交 易
会开幕，同安馆
以“富美同安匠
心 艺 术 ”为 主
题，展出精美文
创 产 品 以 及 动
漫产品、文化衍
生品等，展馆总
面 积 567 平 方
米，共有 16 家文
化企业参展，吸
引 不 少 客 商 关
注。

“这 里 给 我
的 印 象 非 常 深
刻，我喜欢这种
文创概念，可以
把 人 和 人 联 系

在一起，而且同安的艺术品非常美丽。”乌
干达驻广州总领事馆总领事朱蒂斯·桑巴
贝拉表示，同安馆展陈的珠光青瓷的釉色
非常特别，希望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它的
历史与特点。

此 外 ，在 同 安 馆 美 食 展 区 ，炸 枣、薄
饼、南洋美食等特色美食一一亮相，也吸
引许多前来逛展的游客。

据 了 解 ，同 安 区 与 6 家 文 创 企 业 签
订 了 合 作 意 向 书 ，分 别 为 厦 门 木 大 帅 艺
术陈设研展馆、锡雕（同安锡雕）传习与
设 计 中 心、厦 门 研 木 工 坊 木 艺 家 具 展 览
馆、厦门富莱仕影视传媒拍摄体验基地、
同 安 古 早 味 鱼 皮 花 生 和 蛋 花 酥 展 示 厅、
竹 坝 侨 文 旅 基 地 等 6 个 项 目 ，意 向 投 资
额 2.1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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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林梓健 实习生 林芳
文/图） 近日，在第十四届海峡两岸（厦门）文
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上，“在厦有礼 XMENLY”
品牌城市好礼首发亮相。

“在厦有礼 XMENLY”是红点设计（厦
门）品牌运营有限公司首个以城市为 IP 的

文旅项目，它围绕厦门文化元素和文化内
涵 ，打 造 蕴 含 厦 门 味 道 的 系 列 产 品 。现 场
展示的 49 款产品涵盖食品、茶酒、饰品、礼
物 、香 氛 及 文 创 等 领 域 ，体 现 了 厦 门 在 传
统 文 化 创 造 性 转 化 和 创 新 性 发 展 中 的 文
创发展成果。

值得一提的是，“在厦有礼——厦门文
旅优品”展区设置 3D 虚拟直播间，采用 3D
呈现、VR 展示等新媒体技术，通过线上嘉
宾互动、文创产品展示、主持人探馆等方式，
让更多市民和游客感受厦门文旅产品的缤
纷多彩。

厦门自贸片区国家文化出口基地获批以来，全市文化服务进出口额年均增长16%

搭台聚力搭台聚力搭台聚力搭台聚力 讲好讲好讲好讲好““““中国故事中国故事中国故事中国故事””””
□本报记者 廖丽萍 黄鑫 通讯员 周莹 朱媛

◀ 参展嘉宾在纾宇互联展台体验游戏产品。
廖丽萍 摄

▲ 第十四届海峡两岸（厦门）文博会上的厦门自贸
片区展位 （资料图片）

““在厦有礼在厦有礼””展区展区

“在厦有礼XMENLY”品牌城市好礼亮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