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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蒋芃 文/图） 经过进一步的修改打磨提升，
19 日晚，由国家一级演员、梅花奖获得者、越剧尹派非遗传承人陈
丽宇主演的越剧《狮吼新传》，在福州市芳华剧院完成了首场汇报
演出。

《狮吼新传》由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昆曲代表性传承
人、国家一级演员、第三届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著名昆曲表演
艺术家汪世瑜亲自担任艺术导师和导演。它既是陈丽宇在中国戏
曲学院第七届中国京剧优秀青年演员研究生班的学员汇报作品，
又是 2023年度福建省舞台艺术精品工程重点扶持剧目。

据介绍，《狮吼新传》讲述了“惧内”的书生陈季常与妻子柳
氏的一段“家庭趣事”。该剧采用了福建古老戏曲的“七子班”形
式，力求打造尹派小生新风格，为越剧提供通往昆曲和福建古老
剧种的样式模板。创作者表示，希望它成为一部守正创新的作
品，在昆曲原剧目写意的基础上，呈现规范典雅的戏曲程式和

“四工腔”，同时融入越剧的现代感及“家庭和谐社会稳定”的思
想意识。

《狮吼新传》首演于今年情人节，观众反响热烈。经过进一步的
修改打磨提升，剧目舞台演出节奏更为紧凑，表演雅俗共赏，“笑”
果加倍。

20 日晚，该剧还将在芳华剧院演出，这场演出同时也是 2023
年“福建戏曲表演艺术名师工作坊”开班仪式的一部分。观众可
在剧场对面的戏曲周边展示处体验集章打卡——《狮吼新传》推
出了“陈季常款”和“小狮子款”等两款纪念图章，满足戏迷更多
文化需求。

中国京剧优秀青年演员研究生班创办于 1996 年，为国家培养
输送了一大批高端戏曲表演精英人才。2022 年，由文旅部和北京
市人民政府主办、中国戏曲学院承办的第七届青研班正式开班，共
招收了来自全国 25家重点院团（校）的 54名学员。

省舞台艺术精品工程重点扶持剧目

越剧《狮吼新传》
修改打磨后上演

本报讯 （记者 陈尹荔/文 通讯员 林鑫/图） 近日，纸上乾
坤——中国当代纸艺巡回展（福清站）在福清市美术馆开幕，展
览将持续至 9 月 10 日。

此次展览由福建省美术家协会、福清市委宣传部、芜湖市文化
和旅游局、芜湖市文联主办，汇聚了中国当代纸艺术创作领域 40
余名艺术家的纸艺作品，采用不同主题来诠释纸的无限可能，让观
众领略“纸上乾坤”。

纸艺是指以各种纸材质为主要材料，通过剪、折、撕、刻、拼、
叠、揉、编织、压印、裱糊、印刷、装帧，装置或者高科技（如激光）等
手段制作而成的平面或者立体的艺术品和纸艺作品。常见的表现
类型有传统纸雕、3D 免切割立体纸雕、台湾纸藤花、立体刻画等。

中国当代纸艺巡回展（福清站）开幕

新华社北京8月18日电 我国科研团队日前利用“中国天眼”
FAST，从一颗脉冲星原本被认为“熄灭”的状态中探测到一批极其
微弱的窄脉冲，这是“中国天眼”探测到的脉冲星辐射新形态，对揭
示脉冲星磁层的极端物理环境等具有重要科学意义。

该研究由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韩金林领导的科研团
队完成，相关成果 18日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天文学》发表。

据介绍，脉冲星旋转时一般会周期性地辐射出射电信号，但一
些年老的脉冲星经常会在某些周期中辐射“熄灭”，此现象被称为

“脉冲消零”。脉冲星辐射“熄灭”后其磁层结构和物理特性完全无
法探测，因此“脉冲消零”产生的物理机制一直难以确定。

此项研究中，科研团队在观测一颗已知脉冲星 B2111+46时发
现，这颗脉冲星在“脉冲消零”状态下仍有暗弱且宽度很窄的零星
脉冲，此类脉冲被命名为矮脉冲。团队随后对 B2111+46 进行了 2
小时的验证观测，观测到 100 多个矮脉冲。团队还在其他几颗脉冲
星“脉冲消零”状态时探测到了少量矮脉冲。

“矮脉冲在脉冲强度和宽度的分布上与正常脉冲明显区隔，构
成一个独立的辐射族群。”韩金林说，正常辐射的脉冲看起来是脉
冲星磁层中大量“雷暴”产生的大量带电粒子辐射出来的，而矮脉
冲像是由濒临死亡的脉冲星在磁层中偶然形成的一个或少数几个
粒子滴所辐射的。

“长期以来，脉冲星处于‘脉冲消零’状态时被认为完全没有辐
射，此次发现得益于‘中国天眼’超高的灵敏度。我们探测到的脉冲
星辐射新形态为研究脉冲星辐射相关难题打开了一个新窗口。”韩
金林说。

“中国天眼”发现
脉冲星辐射新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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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连城县莲峰镇中山街广场，
福“豸”连城街头文化艺术惠民演出随着
华 灯 初 上 精 彩 上 演 ，连 城 新 时 代 文 明 实
践志愿者表演的十番音乐、提线木偶、连
城 拳 等 国 家 级 、省 级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项
目 纷 纷 亮 相 ，吸 引 广 大 市 民 和 八 方 游 客
驻足观看。

连城县文化遗产资源丰富，拥有国家
级非遗 8 项、省级非遗 9 项，此外还有 27 个
项目被列入市级非遗保护名录。近年来，该
县将非遗文化作为深化拓展新时代文明实
践工作的重要抓手，围绕理论宣讲、阵地建
设、队伍培育和活动开展，用志愿服务促进
非遗文化传承，用非遗文化传承推动文明
实践落地生根，让丰富的非遗文化焕发出
文明实践新活力。

理论宣传接地气

“金秋京城花团簇，国歌声响彻云霄，
击鼓催征旗定向，比肩合力步步高……”
在连城县四角井历史文化街区，“金唢呐”
文艺宣讲志愿服务队将党的二十大精神
融入“二十大启新程 巨轮破浪航”“非凡
十年 三件大事”“学好报告 昂首阔步”等
十番音乐作品中，把“书面语”转化为群众
喜欢的“家常话”，把“大道理”转化为接地
气的“十番小调”。这种喜闻乐见的“非遗+
理论”宣讲方式每次上演，都能赢得群众
的阵阵掌声。

由连城县委宣传部、文明办等部门倡
导成立的“金唢呐”文艺宣讲志愿服务队，
致力于传承发扬闽西特色客家音乐，将唱
腔优美、词句丰富、词曲通俗易懂、地方文

化特色鲜明的闽西客家十番音乐与党的政
策方针有机融合，精心创作了“南词鼓书”

《圆梦中华》、说唱节目《红土精神耀闽西》、
诗朗诵节目《追步红色脚印》等优质作品，
开展“党的声音进万家”文艺演出 80 余场
次，服务群众 8200 余人次，把党的创新理论

“唱出来”“演出来”“展出来”，在群众中
“活”起来，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基层、
落地见效。

赋能文化传承弘扬

8 月 13 日，在连城县文明实践基地之
一的连城拳传习中心，第十七届连城拳暑
期 传 承 体 验 班 举 行 了 结 业 典 礼 ，来 自 江
西、广东、福建等地的 40 多名学员展示了
客家青狮、连城拳等学习成果，让传承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小小种子在青少年心
中生根发芽。

连城县注重文化阵地建设和客家非遗
文化传承相结合，依托乡镇新时代文明实
践所（站），建立四堡雕版印刷流程馆、木偶
艺术传习中心、姑田大龙展陈馆、连史纸传
习中心、连城拳传习中心等 12 个文明实践
基地，不断丰富文明实践的功能内涵，提升
辐射带动作用，赋能文化传承弘扬。目前，
相关基地不仅用于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实
物、保存非遗文化资料，还被作为开展传承
活动、培养后继人才的固定场所，让群众零
距离地感受非遗魅力。

与此同时，连城县通过整合优质资源，
积极挖掘非遗传承人、文艺人才、文化能
人，组建“连城非遗 薪火相传”志愿服务队
10 余支，大力培养新生代非遗传承力量。提

线木偶戏在连城有着 100多年的发展历史，
为了更好地传承和发扬提线木偶文化，连
城县成立了“提线木偶”志愿服务队，连续
10 多年到连城县实验小学开设提线木偶兴
趣小组，指导该校编创表演的提线木偶课
本剧《沉香救母》《汉韵》《人偶情》等先后获
得省、市、县各级奖项。

焕发文明实践活力

在今年 6 月连城县举办的 2023 年“文
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宣传展示活动中，
该县围绕“加强非遗系统性保护 促进可
持续发展”主题，由非遗传承人组成的志
愿者与市民互动，指导市民现场体验雕版
印刷技艺、芷溪花灯制作技艺、四堡锡器
制作技艺等非遗文化，并通过连城拳、舞
青狮、闽西客家木偶戏等非遗展演，宣传
连城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的丰硕
成果。

为了让非遗文化“活”起来，连城县以
深化拓展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为契机，通
过线上线下联动的方式，积极开展非遗文
化宣传、展示、体验等活动，让非遗文化走
进老百姓的生活。

连城还举办“艺术系列公益讲座”，由
非遗文化传承志愿者授课，内容涵盖雕版
印刷、客家木偶戏、芷溪花灯、连史纸等技
艺，让广大群众在“家门口”享受精神食粮。
利用“我们的节日”“文化遗产日”等各类重
大节庆和文化旅游活动，开展“非遗进文明
实践所（站）、进校园、进机关、进军营、进景
区”等志愿服务活动，发挥非遗在促进文旅
融合、助力乡村振兴中的重要作用。

连城：非遗绽放文明新活力
□本报通讯员 黄水林 邹盈 林凡琪 文/图

连史纸传承人邓金坤指导小朋友捞纸。

提线木偶书法表演

每次增殖放流要投放多少量的鱼苗？
大黄鱼产量如何有效恢复？
现行渔业管理政策该如何优化？
……
这些多年来困扰大黄鱼渔业资源保护

的难题，在近日厦门大学海洋与地球学院刘
敏教授团队发表的一篇研究论文中得到了
清晰有据的解答。

这 篇 发 表 在 国 际 知 名 期 刊 Ecological
Indicators（《生态指标》）的研究论文，题目为

《从生态系统角度评估有限数据管理程序的
性能：中国闽江口大黄鱼的案例研究》。该研
究结合生态系统能量流动模型与管理策略
评估模型，为优化大黄鱼增殖放流布局、促
进大黄鱼渔业资源恢复提供了科学依据。

唤醒福建人的餐桌记忆

2008 年在香港大学工作时，刘敏就在
Fish and Fisheries（《鱼类与渔业》）这一渔业
研究的国际著名期刊上刊发了《一个捕捞渔
业崩溃的剖析：为何海水养殖未能拯救大黄
鱼》。该论文以综述的方式，对野生大黄鱼渔
业资源的历史、现状、未来进行了总结和思
考，其中提出的多个专业问题，一直到今天
仍然是学界研究的课题。

“2008 年的这篇论文，从资料搜集、阅
读 和 数 据 分 析 、构 思 到 最 终 发 表 ，历 时 三
年，可以算作我对大黄鱼渔业资源保护研
究的开始。”刘敏介绍。作为福建人，她从小
就对大黄鱼有着深厚的情感：“小时候吃的
大黄鱼都是野生的，独特又鲜美的滋味让
人难忘。”

美味的野生大黄鱼曾经是福建人集体
的餐桌记忆。

大黄鱼渔业是我国传统“四大海洋渔
业”之一。历史上，大黄鱼就是我国近海主要
的经济鱼类，北到黄海南部、南到雷州半岛，
都是大黄鱼栖息繁衍的海域，其中尤以福
建、浙江的近海种群数量最多。

宁德官井洋，是大黄鱼栖息海域中的一
个重要地标。“历史上报道过的大黄鱼 15 个
产卵场，虽然都在近海，但宁德官井洋是唯
一一个内湾型产卵场。福建省的大黄鱼渔业
数据主要来源于宁德官井洋，以及饵料丰富

的 河 口 水 域 觅 食 场 ，如 闽 江 口 、九 龙 江 口
等。”刘敏说。

“首先，我想特别指出的是大黄鱼的产
卵集群和越冬集群行为。已知的大黄鱼产卵
场均分布在近海 30 米水深以内的水域，而
越冬场水深则在 60~80 米。”刘敏在接受采
访的最开始就对大黄鱼的典型生物学特征
进行了阐述。

在上世纪 50—80 年代，人们对大黄鱼
产卵群体和越冬群体的过度捕捞，导致其种
群无法得到可持续补充。最终，大黄鱼渔业
资源在上世纪 80年代末走向崩溃。

“按照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IUCN 的评估
标准，如果某个物种的捕捞量或种群数量下
降 50%以上，可视为受威胁的物种，而我国
东海大黄鱼的捕捞量从上世纪 60 年代的约
20 万吨，下降到了 80 年代末和 90 年代初的
不到 1万吨，降低了约 95%。”刘敏解释道。

在这一背景下，福建于 1985 年成立了
“官井洋大黄鱼繁殖保护区”，并开展了大
黄鱼人工育苗和养殖。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
始，我国实现了全人工育苗，大力扩大大黄
鱼养殖规模。目前，全国大黄鱼的养殖产量
已超过 25 万吨，居于我国海洋鱼类养殖产
量的首位。当年刘敏到香港学习工作时，发
现大黄鱼也是香港、广东人餐桌上的一道
美食，年少时关于家乡福建大黄鱼的记忆
似乎又被唤醒了。尽管彼时养殖大黄鱼已
经相当普遍，但长期从事鱼类研究的学术
敏感性还是促使她将目光投向大黄鱼渔业
资源恢复的课题上，由此开启了长达 15 年
的研究之路。

突破难点 创新结合

过去 20 年间，我国实施了多海域、长时
间、大规模的增殖放流，建立保护区，近海全
面伏季休渔制度等多项举措，希望能使包括
大黄鱼在内的近海渔业资源得以恢复和保
护。从成效来看，全国大黄鱼的捕捞产量近
十年都维持在 5 万~10 万吨，仅接近历史最
高产量的 25%~50%；而历史上的大黄鱼产卵
场仍未再现产卵集群的现象。

为什么多年的增殖放流没有让大黄鱼
的渔业捕捞产量恢复到历史水平？为什么
大黄鱼的产卵集群行为没有再现？制定什
么样的增殖放流政策和渔业管理政策会更
科学有效？……当有关部门工作人员向刘
敏提出上述问题时，她的答复是“我们缺乏
基础调查数据以及实证分析，这些问题难
以回答”。

在这样的背景下，刘敏团队选择了“从
生态系统角度评估有限数据管理程序的性
能：中国闽江口大黄鱼的案例研究”这一课
题开展研究。该课题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福州市海洋与渔业局的支持。

任庆强是刘敏的博士生，也是该研究论
文的第一作者。“深入了解大黄鱼的生态、生
物学特性和渔业资源状况具有重要意义，这
可以为大黄鱼渔业资源的管理和可持续利
用提供科学依据，促进渔业经济的繁荣和可
持续发展。”他认为，“生态系统模型的搭建
以及适宜管理措施的评估都需要大量的实
证数据支撑，开展闽江口生态系统和大黄鱼
种群长期综合的调查十分必要。”

数据搜集，是本次研究的关键所在，也
是难点所在。与目前野生大黄鱼高经济价值
和高生态价值不匹配的是其渔业资源调查
数据的低获得性。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刘敏
团队在我省相关海域进行了长期、综合的渔
业资源调查。

宁德官井洋和闽江口这两个海域是大
黄鱼研究数据的最重要来源地。以闽江口为
例，刘敏团队布设的站位覆盖广泛水域，搜
集到了 2015 年到 2018 年四年的捕捞数据，
为评估闽江口生态系统和大黄鱼种群现状
提供了坚实支撑。

有了大量实时数据作研究基础，刘敏团

队在后续研究中创新性地将生态系统模型
和管理策略评估模型相结合。生态系统模
型，包含了生态系统的能量流动和捕食关
系、竞争关系等，可以帮助人们了解和评估
不同物种之间的相互关系。管理策略评估模
型，是近年来才提出的一种渔业管理决策支
持工具，可以预测渔业资源的变化趋势、渔
获量的变化以及渔业经济效益等，能够有效
地帮助管理者和决策者制定更科学、可持续
的管理策略，从而确保生态系统的健康和资
源的可持续利用。

目前，生态系统模型已经广泛应用于渔
业资源管理，但在结合管理策略评估模型方
面的研究却非常匮乏。从这一角度来看，本
次研究不仅对闽江口大黄鱼资源的管理和
保护具有重要的实际应用价值，而且对相关
领域的学术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两种模型的结合，是本次研究的创新
性和学术意义的重要体现。”任庆强解释，

“将两者相结合可以进行综合的生态系统评
估，从而更好地理解和预测不同管理方案对
渔业资源和生态系统的影响，制定更合理、
科学的渔业管理策略。”

追求生态系统平衡

尽管是炎炎夏日，但刘敏的野外调查任
务还是一个接一个。在多次协调时间后，记
者近日终于来到她的办公室采访。

门上的海龟贴纸、形象可爱的海洋生物
冰箱贴、五彩缤纷的鱼儿挂画……刘敏的办
公室仿佛一个大海洋生态系统。在采访的全
过程中，“海洋生态系统平衡”也是她反复提
及的一个关键词。

“大黄鱼作为海洋生态系统中的关键物
种，其生态角色对于维持海洋生态平衡至关
重要。我们要充分意识到，不科学的、未做前
期评估的大规模增殖放流对维持生态系统
平衡和稳定极为不利。”刘敏说。

大黄鱼增殖放流的初衷目标是希望放
流的个体在野外得以生存并繁衍后代，期望
经过数年的增殖放流努力，增加野外自然繁
衍的个体数量，恢复产卵集群，从而实现可
持续的渔业。刘敏说：“如果是今年放、明年
捕，年年放、年年捕，那增殖放流的成效就只
能体现在增加短期的渔业产量上，对于大黄
鱼种群的保护恢复却收益甚微。”

在本次研究中，刘敏团队首次评估了闽
江口大黄鱼的环境容纳量——在不破坏生
态系统平衡的前提下，闽江口生态系统所能
支撑的大黄鱼最大生物量。根据调研结果，
近年来，闽江口大黄鱼增殖放流量已经超过
了该生态系统的大黄鱼环境容纳量，如果不
降低放流量，将存在生态系统失衡的巨大风
险。现在，大黄鱼已经出现了基因多样性大
幅下降、捕捞到的大黄鱼寿命与历史相比大
幅缩短、春季产卵期提前、秋季产卵期推迟
等现象。“这可能是大黄鱼为了适应过度捕
捞和全球气候变暖而作出的适应性改变。”
刘敏解释。

“放”“捕”两难之间，追求生态系统平衡
成为解答难题的“题眼”。而在《从生态系统
角度评估有限数据管理程序的性能：中国闽
江口大黄鱼的案例研究》这篇论文中，生态
系统模型和管理策略评估模型的创新性结
合，正是提供了可以进行综合生态系统评估
的方法。

该研究结果显示，闽江口生态系统对大
黄鱼的最大容纳量为每平方公里 17 公斤，
建议增殖放流量为每平方公里 4.2 公斤以获
得大黄鱼种群的最大增长率和最大可持续
产量；依照历史增殖放流中大黄鱼的体长数
据（以幼鱼为主），建议放流的幼鱼数量约为
163 万尾。在大量研究基础上，论文提出，在
我国目前现有的渔业管理系统下，结合降低
捕捞强度、合理开展增殖放流和继续实施禁
渔期政策，对闽江口大黄鱼种群的恢复将有
最佳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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