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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大红袍：在山水之中品读人文武夷

如何通过一场演出，让观众直观
地感受一座城市的底蕴和文化？

山水有情，茶香四溢，武夷，以山
之名，以水之秀，融儒释道于一体，虽
耳目所及皆是风景，但抽象的文化又
该如何深入人心？

印象大红袍山水实景表演，不仅
令人赏心悦目，更是将蕴含着博大精
深的“千载儒释道”糅入到 70分钟的演
出中，在艺术的享受中接受文化熏陶，
令人耳目一新。

以山为媒
妙曼舞姿承载浓郁茶香

“很多外地游客来武夷山，会问‘岩
韵’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味道。”印象大

红袍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郑彬说：“我
就告诉他，去看一场我们的《印象大红
袍》山水实景演出，就知道了。”

2010 年，武夷山邀请张艺谋、王潮
歌 、樊 跃 等 知 名 导 演 创 作《印 象 大 红
袍》，挖掘提炼武夷文化底蕴，将山水、
人文与茶融入其中，打造美轮美奂的视
听盛宴。

“（岩韵）那是石头般的味道，就像武
夷山的大王峰。”来自上海的观众黄敏一
边品尝印象大红袍演员端过来的茶汤，
一边欣赏大王峰、玉女峰的巍峨俊秀。

以印象大红袍为媒，让游客爱上武
夷山的茶。位于剧场边上的茶叶店，也
开启了“夜场模式”：每一场演出结束，
周边的茶叶店都顾客满盈，余兴未尽的
观众到店里继续品尝大红袍的茶香，向
店主讨教茶文化。

郑彬说，打造《印象大红袍》这部山
水之间的实景演出，就是让游客能够直
观地“看”到武夷山的文化，“看”见大红袍
的“岩韵”。“通过视觉、听觉，打破时空的
界限，让观众仿佛置身于亘古的武夷山
中，听到茶农的欢歌、艄公的号子，身临
其境般感受‘大王’‘玉女’的浪漫爱情。”

以水为介
营造钟灵毓秀的武夷意境

红竿女、白衣诗人、竹林飞客……
印象大红袍无数角色交织在一起，看过
武侠动荡、爱情佳话、历史传说，在节日
的序章中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无限魅
力 ，也 在 艺 术 的 熏 陶 下 升 华 对 美 的
认知。

还有那悠悠岩韵和林间幽香，像是
《情定五百年》的武夷山水，九曲溪碧水
柔情，就像大红袍的岩骨花香、百转千
回，是唯有亲自感受才能知晓的武夷韵
味……

“武夷山的水好，清澈见底，坐竹排

的时候，看到鱼儿在脚边游过去，那种
感觉太棒了！”不少观众不禁感慨，“现
在坐在九曲溪畔，伴随一轮明月，也别
有一番滋味。”

传统与现代，在九曲溪畔完美结
合 ，光 与 影 所 展 现 出 的 视 觉 盛 宴 ，直
击 内 心 ，传 统 文 化 的 创 新 性 转 化 、创
造 性 发 展 ，在 武 夷 山 下 开 出 瑰 丽 的
花朵。

以文促旅
激活武夷优秀传统文化生命力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文化自
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这
10 余年来，印象大红袍这场以文化为
根的演出，深植于武夷山区域文化，始
终以匠心打造这一场文化旅游演出，在
山水之间，宣传好武夷文化，讲好武夷
故 事 ，对 武 夷 山 文 化 传 播 起 到 积 极
作用。

武夷山，集世界自然遗产地、世界
文化遗产地、世界武夷岩茶（大红袍）制
茶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地于一身。在深
厚的文化土壤中孕育出的《印象大红

袍》，将“三遗”拥入怀中，成为世界最大
的“茶馆”，如一杯刚冲泡的正岩肉桂，
隽永绵长、香气扑鼻，迷醉了越来越多
的观众，让更多游客驻足，观赏夜色中
的武夷山。

印象大红袍作为弥补武夷山夜间
旅游空白的决策在这里扎根，光影开
始辉映，成为武夷山夜间旅游的主角、
福 建 省 夜 间 文 化 演 出 项 目 的 知 名
品牌。

自创建以来，印象大红袍股份有限
公司就以传承、弘扬武夷文化为己任。

“越是本土的文化，就越具有世界性，就
越有传播价值。”该公司艺术团团长吴
美求说，“不仅武夷山本地的观众爱看，
全国各地的观众，还有很多国外的游
客，也喜欢看《印象大红袍》。”

这 10 余年来，印象大红袍通过对
传统文化的挖掘、演绎，编排创造出“祭
茶大典”“闽越国祭月大典”“朱子祭祀”
等作品，通过作品对传统文化进行传承
与创新，让大众具象化理解武夷文化。

“这是文化自信的表现。”吴美求
说，“我们不断传承弘扬武夷优秀传统
文化，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生命力。”长期以来，印象大红袍股
份有限公司都把传统民俗文化作为表
演的一部分。从武夷山的山水传说、大
红袍的故事，到武夷茶的相关民俗风
情，从开演至今，印象大红袍股份有限
公司都在努力地把传统民俗融入市场
经营当中。

文化自信，带来的是消费者对传统
文化的认可。今年印象大红袍中秋国庆
假期首次连续 3 天每晚演出 5 场，突破
开 演 14 年 来 最 高 年 度 接 客 量 。今 年
1—10 月，累计接待观众超 80 万人，较
2019 年同期增长 38.5%，自 2010 年 3 月
公演以来，印象大红袍累计接待观众超
700万人，有力带动餐饮、住宿等上下游
产业发展。

印象大红袍根植武夷山肥沃的土
地上，守正创新，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推动文化产业
再上新台阶。 □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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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单志强 通讯员 袁芝） 14 日，柘荣县首部历
史廉政题材微电影《清官游朴》举行首映式。

游朴（1526—1599 年），字太初，号少涧，福建柘洋（今柘荣县）
人，明代官员。他自幼天资聪颖，几岁就能吟诗作赋，14 岁考取州
庠生，人称“神童”。入仕后，他正直廉明，政绩卓著，朝廷称赞“诚、
明、恕、忠、笃”。游朴诗文俱佳，尤善乐府诗，曾参与撰修《四川总
志》，生前著有《诸夷考》《藏山集》《岭南稿》《满山社草》《石仓诗选》
等多部论著，可惜多数散佚，后人整理其遗文编成《游参知文集》。

《清官游朴》以游朴生平为创作背景，用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
重温闽东廉吏故事，全方位真实还原游朴居官廉政、秉公执法、廉
洁爱民的精神品质，立体再现其智勇双全、惩除恶霸、不畏权贵的
传奇历史。

这部微电影由柘荣县纪委监委、县委宣传部、县文旅局、黄柏
乡党委政府、游朴文化研究会及宁德自然影业有限公司联合摄制。
它是柘荣县廉洁文化教育探索新载体、搭建新平台、打造新阵地的
一次成果检验，丰富提升了游朴廉政教育的内涵。

廉政微电影《清官游朴》首映

本报讯 （陈逸之 俞兴鑫/文
毛朝青/图） 由 福 建 省 书 法 家 协
会主办的原味书法六人展，日前
在福州画院举办。本次展览展出
吴 武 庆 、方 希 、庄 正 华 、黄 方 明 、
倪可风、叶晨等六位书法家新近
创作的近百幅作品。省书法家协
会 主 席 陈 奋 武 等 著 名 书 法 家 到
场指导。

“书法家们对书法艺术的追
求十分执着，每个人创作时既根
植传统又独立思考，呈现的作品
各具风貌。”省书协秘书长、副主
席方松峰在展览现场表示，参展
作品不仅具备中华传统文化的神

韵，还深刻体现了当代审美思考，
“希望六人未来继续深耕书法艺
术，承担艺术美育的责任，创作更
多好作品”。

记者获悉，本次展览展出的近
百幅作品，涵盖篆书、隶书、行书、
草书、楷书等五大种类。六人中，五
人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一人为
省书法家协会会员。他们虽然取法
不一，各有面目，但对书法的原味
却有着共同的认知与追求。

据介绍，吴武庆以礼器碑为
内核，上下求索，终于百炼成钢绕
指柔，味在刚韧；方希醉心怀素小
草 ，篆 籀 笔 法 挥 运 自 如 ，草 而 不

乱，味在劲健；庄正华擅长造线造
面，一根线条风华绝代，计白当黑
时见机锋，味在绵厚；黄方明不激
不厉而风规自远，作品让人如沐
春风，味在和润；倪可风作为书法
界的媒体观察员，在观察中能以
心度心，于北碑及宋明一脉多有
涉 猎 ，味 在 清 拙 ；叶 晨 以 汉 唐 为
基，深得颜鲁公中正大气，笔势飞
逸洒脱，味在沉雄。

据了解，原味书法有两种含
义，一为“原汁原味”，即字法、笔
法、墨法、章法皆有章可循，传承
有 序 ；二 为“探 源 书 法 之 味 ”，原
味，即意味无穷。展览现场参观者众多展览现场参观者众多。。

本报讯（记者 戴敏 通讯员 黄水林） 记者日前获悉，根据国
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发布的通告，龙岩连城罗坊“走古
事”近日入选“2023中华体育文化优秀节庆项目”。

据了解，中华体育文化优秀项目推介是“中国体育文化博览
会·中国体育旅游博览会”的重要配套活动之一，通过挖掘和整理
中华体育文化优秀节庆项目、民俗民间项目和民族项目，更好地推
进中华传统体育文化的保护、推广和创新发展。

全国 25个省区市共有 338个项目参与申报，共推选出中华体育文
化优秀节庆项目9个、优秀民俗民间项目28个、优秀民族项目12个。

连城罗坊“走古事”起源于清康熙年间，最初是为纪念祖先不
远万里跋山涉水、战胜种种艰难险阻由中原迁徙而来。据传，昔日
罗坊常闹旱、涝两灾，当地百姓又以此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此
民俗活动一直沿袭至今，内容也不断丰富。“走古事”不但要在岸上
走，还要水里游，更要奋勇争先，用以展现先祖奋勇拼搏、力争上游
的创业精神，教育激励后人。

据介绍，罗坊“走古事”共七棚，每棚“古事”挑选体壮胆大、不
长于十岁的男童两人，按戏曲装扮，化妆脸谱，身着戏袍，一名扮领
先的天官主角，一名扮护官的武将。而后每棚依次扮李世民和薛仁
贵、刘邦和樊哙、杨六郎和杨宗保、高贞和梅文仲、刘备和孔明、周
瑜和甘霖。天官直立在一条铁杆上，腰身用铁圈固定，武将坐立在
轿台上，成两个层次。轿台由木柱镶成的方形框架组成，四周饰以
精美的画屏，轿杆为两根，每棚 400 余斤，须用 22 人抬，三班轮替，
共 66名抬夫。

每年春节正月初三、初四，抬“古事”的男丁青年要上山锻炼脚
力。到正月十二开始斋戒三天。十三晚净浴，换新内衣。十四上午十
时许，穿上统一彩服，抬着“古事”，以天官领路，跟随“古事”六棚，
后有菩萨轿、万民宝伞、彩旗、十番鼓乐队，一路鸣统，来到罗坊的
屋背山坪。在数以万计的乡民和游客的围观中，一个个精神振奋，
在“嗬！嗬！”声中开始竞赛，奋力奔走。

正月十五上午，“走古事”先依十四走法，到十一时许，“古事”
在“云龙桥”前的陆地上竞走后，列队从“云龙桥”下河床，逆水而
走，抬夫拼力而为，不顾天寒水深、河石苔滑，在数万观众的助威
声中逆水而上，跌倒了再爬起，情绪异常高昂，为“走古事”之高
潮。因场面盛大，罗坊“走古事”又有“山村狂欢节”之美誉。

连城罗坊“走古事”入选
2023中华体育文化优秀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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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推广朱子文化，12 日，武夷山市百花小学开展“朱子
文化”“乡土文化”进校园——“弘扬朱子文化 传承中华孝道”亲子
孝母饼制作活动。孩子们通过动手实践，让“孝道”的种子在心中种
下，也让乡土文化和传统美德在生活中传扬。 蔡萍丽 摄影报道

这里，是南朝著名诗人江淹“梦笔生
花”的地方，是“满园春色关不住，一枝红杏
出墙来”的作者叶绍翁的故乡；

这里，猫耳山商代古窑群遗址、管九周
代土墩墓群分别入选 2005 年、2006 年“中
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这里，全国县城中规模最大的现代美
术馆正在谱写文艺发展新的篇章……

这里就是有着约 5000 年文明史、1800
多年建县史的“八闽望邑”——浦城。拥有
中华诗词之乡、中国（民间）剪纸艺术之乡、
中国丹桂之乡等美誉，浦城坚持以文兴城、
以文润城，挖掘当地优秀传统文化底蕴，全
力打造“梦笔生花 诗画浦城”城市名片，在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
性发展的同时，让文化之美走进千家万户。

千年文脉传“诗情”

深秋时节，层林尽染，在匡山国家森林
公园腹地富岭镇双同村，来赏秋的游客络绎
不绝。史载，明初名臣刘基、宋濂、章溢、叶琛
曾隐居于匡山景区，并称“匡山四贤”。

如今，双同村村民依然延续着作诗、吟
诗的传统，村中新建的“匡山诗部落”已成
为乡村游的新亮点。在今年 5月举行的全国
诗歌名家“梦笔生花·诗画浦城”采风活动
中，诗人舒婷、汤养宗、李元胜和评论家陈
仲义等 20多位诗歌名家来此同当地诗人交
流互动，听他们用“沾泥土、带露珠”的诗歌
咏颂生活。这次采风共创作诗词作品 150
篇，续写了新时代诗人的印记。

公元 474年，南朝诗人江淹被贬谪浦城
当县令，却为此间佳山丽水所吸引，留下了

《赤虹赋》《青苔赋》《别赋》等佳作。相传，江
淹一日夜宿孤山，梦中得一五彩花笔，日后
便文思泉涌，诗文多佳句新韵，被后人传为

“梦笔生花”的美谈。
自江淹首开文风，1000 多年来，浦城涌

现出无数优秀诗人和优美隽永的诗词歌
赋。北宋“西昆体”的主要诗人杨亿、编撰

《文苑英华》的杨徽之、名列“元诗四大家”
的杨载等都是杰出代表。欧阳修、苏轼、王
安石、朱熹等文豪也为浦城著有佳作。

千年文脉传“诗情”，文润山城气自华。
2018 年 9 月，浦城县获评“中华诗词之乡”。

如今，行走在浦城街头，一句句诗词装点着
绿化带、文化墙；进入公园、景区，章氏十五
子诗廊、丹桂诗廊、匡山诗词漫道等独特景
观引人注目……社会高速发展，诗词仍能
如影随形，这都得益于长期以来浦城高度
重视传统诗词文化的保护、传承与发展。

近年来，浦城先后出版了《浦城诗词读
本》《南浦放歌——中华诗词名家浦城作品
集》《南浦诗录》等浦城诗词丛书及《南浦诗
录续集》等诗歌书籍，累计出版诗词约 1.2
万篇（首）。同时，鼓励当地诗词楹联协会及
诗词爱好者积极创作投稿，截至目前，已累
计在《散文诗世界》《中华诗词》等各级杂志
刊登诗词文章 500余篇（首），持续将浦城的
诗词文化向外推介。

为了传播优秀诗歌，浦城一面大力推
广“诗词进校园”，通过“晨间诗韵”、校园诗
社、出版诗词校本课程等形式，以诗情滋养
青少年的心灵；一面组织录制“诗画浦城”
栏目，通过精巧的画面、通俗的语言、深情
的诵读，将诗歌“翻译”出来，借助融媒体传
播矩阵与受众共赏。

梦笔山下“画意”浓

梦笔山下，不仅有款款“诗情”，更有浓
浓“画意”。

走进浦城县博物馆的裸眼 3D 数字展
柜，只需手指轻轻一点，从新石器时代的陶
豆、陶尊、三袋足陶鬶，到青铜时代的黑衣网
格纹穿孔陶钵、青釉三系原始瓷盂，再到西
晋时期的青釉瓷虎子，参观者即可在一件件
文物中感受浦城先民对于美丽的原始表达。

大约在西晋年间，剪纸艺术随士大夫
入浦定居而传入浦城，这“无墨的中国画”
便与浦城结下了不解之缘。千年以来，经过
不断交融、传承与创新，形成了浦城剪纸既
有北方粗犷大气、醇厚拙朴，又有南方细腻
纤巧、纯净秀气的鲜明风格。2008 年，浦城
县被命名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剪纸）之
乡”；2014 年，浦城剪纸被列入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

浦城的“画意”，在新时代又有新的表达。
上月 20 日，坐落于梦笔山西麓的浦城

美术馆/范迪安美术馆正式开馆。连日来，
馆内“梦萦山河——范迪安捐献作品展”

“笔耕风华——当代艺术名家捐献作品展”
“生机蔚然——福建当代水彩画家邀请展”
和“花开童心——央美全国儿童美术书法
大赛优秀作品展”共 600 余件作品，携美育
图书馆、范迪安策展海报展、建筑设计展等
不同类型的展区，吸引着一批批市民游客
前来观展打卡。前来参观学习的浦城小画
家更是在现场创作中得到了中国美术家协
会主席范迪安、中国美术家协会油画艺委
会副主任张路江等艺术名家的指导点评，
在“梦笔生花”的地方放飞艺术心灵。

“美术馆是社会美育的终身课堂，希望
有更多乡亲特别是青年朋友可以透过作品
这扇窗口，去眺望更远的山、更宽阔的天。”
范迪安说。正式投入使用后，浦城美术馆/范
迪安美术馆将以公共文化服务和社会美育
为己任，在高质量收藏、高水平利用、高品质
服务上下功夫，努力打造新时代人民群众欣
赏美术佳作、提升文化素养的艺术殿堂。

诗画浦城再“生花”

诗情画意，传承千年文脉。如何将优秀
文化照进现实，让千年前的妙笔在南浦大
地上继续“生花”？

近年来，浦城县立足“文化强县”，一方
面摸清“文化家底”，深入挖掘当地非遗文
化、农耕文化、红色文化等优秀传统文化及
现代艺术文化底蕴；另一方面，通过建设美
术馆、博物馆、文化馆等一批公共文化服务

场馆，布局形成具有浦城特色的“文化组
团”。为进一步将“梦笔生花 诗画浦城”的
历史人文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当地
还在推动美育研学、本土特色文创产业发
展上下功夫，让传统文化滋养生活，让群众
更有获得感。

“传统文化只有与现代社会相融合，创
作出更多弘扬时代精神、反映时代气象的
作品，才能跨越时空展现永恒魅力。”浦城
剪纸省级非遗传承人周冬梅说。近年来，浦
城剪纸开发出剪纸艺术相框及剪纸元素的
茶器、汉服、真皮手包等衍生系列产品，与
生活文创产品、农产品包装、餐饮企业等跨
界融合，孕育出“剪花嫂”“武夷姑娘”“乡
获”等特色品牌，赋予了传统技艺新的生命
力。此外，剪纸艺人还采用皮影动画和剪纸
相结合的方式，将《百年荣光》系列剪纸作
品制作成短视频在网上传播，为剪纸文创
产业发展开辟新途径。

大口窑青白瓷也在焕发生机。在非遗
传承人陈雪芳和爱人李天保的巧手之下，
这种兴盛于宋元时期的瓷器重新回到大众
的视野。他们塑造一把茶壶，将诗词、绘画
与瓷器巧妙融合；烧制一盏茶杯，把壮阔山
河、山野草木刻画其中……两人还推陈出
新，创作出百福杯、福兔、福筷等更多符合
现代人审美和喜好的青白瓷作品，并通过
直播与观众互动，将老手艺玩出新花样。

“大口窑青白瓷具有薄如纸、青如天、明如
镜、声如磬的特点，是老祖宗留下的珍贵文
化遗产，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让更多人看
见浦城。”陈雪芳说。

千年妙笔再生花，诗画浦城谱新篇。如
今，浦城正以文化传承创新为笔，书写文化
自信自强之章，不断赓续和激活文化生命
力，为当地文化产业发展蓄势赋能，描绘新
时代的诗情画意。

①①匡山诗部落为当地农家游增添了浓匡山诗部落为当地农家游增添了浓
厚的文化味厚的文化味。。 张依婷张依婷 摄摄

②②参观者在浦城美术馆参观者在浦城美术馆//范迪安美术范迪安美术
馆内欣赏画展馆内欣赏画展。。 柯聪柯聪 摄摄

③③““诗词进校园诗词进校园””在浦城蔚然成风在浦城蔚然成风。。
柳志勇柳志勇 摄摄

④浦城剪纸传承人教授孩子们剪纸
技艺。 郑蔚武 摄

浦城浦城：：描绘新时代的诗情画意描绘新时代的诗情画意
□邱春静 袁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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