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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嘉靖年间，沿海倭患肆虐，“戚家军”英勇
抗倭，屡立战功，名满天下。而此时，倭患同样严
重的长泰，一支由人民自发组织的抗倭队伍——

“高安军”也在迅速崛起。
“高安军”军士们平时为农、战时为兵，不吃

皇粮，只为保卫家园。抗倭的六年里，他们多次击
退倭寇入侵，并外援安溪、龙溪等地，名闻漳泉，
被誉为全漳保障之军。

随着湮远的时光，“高安军”抗倭的壮烈景象
虽难以触摸，但其抗倭精神仍为后人津津乐道。
近年来，长泰致力于挖掘、保护、利用“高安军”抗
倭事迹，让其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

高安义军勇抗倭

据 史 载 ，1558 年 —1564 年 间 ，倭 寇 数 犯 长
泰。倭寇的肆虐，令当地民不聊生。在长泰县学
秀才谢世勋所著的《叙戎虏兵荒记》中提到，倭
患横行时，长泰百姓“饮竭溪涧之泉，粒米无望，
十室九空。食尽山林之藿，啼饥号寒，愁苦之声
震于原野”。

为保卫家园，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 年），高
安社人民自发组建了一支民军，以所在地林氏子
弟为主体，吸收各方丁壮参与，联络各方豪杰，指
地为名建立“高安军”。

据史料记载，当年高安军创始人及团长是时
为武馆师傅的林承休，其胞弟林承达、林承盖任
副团长，高安军有着完备的组织架构，下设“团
防”，一个“团防”设百长 1 名及丁壮 100 名左右。
巅峰时期军队总人数超过 1300人。

高安军平时为农、战时出征，作战勇猛，很快
便在抗倭斗争中崭露锋芒。

特别是 1559 年 4月，万余名倭寇兵临长泰城
下，城池危在旦夕之际，林承休率 800 名丁壮驰

援，与县令萧廷宣共同守城御敌，最终取得保卫
战的胜利。

高安军一时名声大噪，其抗倭足迹由长泰逐
渐延伸至漳州，甚至泉州安溪，哪里有倭寇他们就
冲向哪里。明嘉靖三十八年至四十三年间（1559
年至 1564 年），高安军在 4 次保家和 4 次外援中，
共歼灭倭寇2000余人。

拾掇远去的记忆

随着时光的流逝，知道高安军事迹的人越来
越少。“我们不应该让高安军这样默默地躺在史
册里，随着岁月的蠹蚀而逶迤逝去！”1999 年，厦
门文学原主编、时任长泰县县长助理的张力偶然
得知高安军发源地就在长泰后，找上县博物馆，
希望寻根问底这段历史。同年 5 月，时任长泰县
县长杨明元指示县博物馆专题调查高安军，让高
安军“重见天日”。

“我根据现有的线索 30 多次到林墩调研，并
走访美宫、珪塘、上蔡、枋洋、青阳、珠浦、山重等
地，通过采访林氏后人、查阅历史资料、走访遗址
等多种方式，历经半年多的查证，整理了较为全
面的高安军历史资料。”72 岁的长泰博物馆原馆
长林春兴，谈及 20 多年前寻访高安军踪迹情况
仍十分兴奋。

林春兴将调查整理成《关于长泰“高安军”抗

倭情况调查》，从寻找“高安军”地点、扎营地、抗
倭史料、抗倭建筑物等 7 个方面，把散落在不同
史册里的零散资料汇编起来，让高安军的形象

“立”起来。
据林春兴考证，史载“高安社”，应在今天的

林墩下林一带，包括林溪、石横、乔美、江都等
村。而高安军团部就在林墩后壁林，即今下林林
氏宗祠所在地。

近日，记者走进下林林氏宗祠，这座典型的四

合院式建筑修葺一新，门口悬挂着“明代高安军抗
倭团部旧址”木匾，步入厅堂，抬眼便可见左右两
边分别悬挂着的“父子乡贤”“孝友传芳”牌匾。目
前，该宗祠已被确定为漳州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为铭记高安军抗倭历史，近年来长泰区也做
了不少工作：通过各大媒体广泛宣扬高安军抗倭
故事；县芗剧团自编自导芗剧《长泰高安军》，参
加漳州市地方戏剧节演出；文学爱好者创作连环
画《中国人的骄傲——高安军》……

“高安军是闽南地区一支抗倭主力军、正义
军，一支可歌可泣的爱国主义革命队伍。它代表
着民间民族反侵略、反压迫的力量。至今其爱国
爱乡爱民和无私奉献的精神，仍然值得我们学
习，应发扬光大。这也是我们寻访高安军的意义
所在。”林春兴说。

文旅融合添活力

“大家知道长泰‘高安军’吗？这是一支什么
样的队伍呢？我们可以在接下来的旅途中寻找答
案……”近日，林墩办事处林溪村“藏林映溪”文
化展览馆里，讲解员张源凤将“高安军”抗倭故事
向游客娓娓道来。

林溪村是中国传统村落、省级历史文化名
村。为弘扬文明乡风，林溪村先后挖掘高安军抗
倭爱国事迹、林秉汉廉政教育故事、奎璧齐辉楼

拼搏精神，打造“藏林映溪”文化展览馆。
走进展览馆，映入眼帘的便是高安军抗倭实景

雕塑，依次陈列了高安军抗倭示意图、组织架构以
及兵器等图片和物品，一幅幅图片、一个个故事，
把大家带进了那段保卫家园、浴血奋战的岁月。

“‘高安军’是我们的骄傲，通过讲解他们的
抗倭事迹增强参观者的民族自豪感，自己也能在
讲解过程中感受到浓厚的爱国主义情怀。”张源
凤说。当天，旅游团还前往“高安军”抗倭团部旧
址、抗倭遗址林墩寨等地参观。

林墩寨始建于明代嘉靖年间，系高安军抵御
倭寇的据点。古寨面积 20 多亩，四周的城墙均用
条石垒砌而成，高 3~5 米，厚达 1.5 米以上，东、
西、南设有三个石拱形寨门。2004年，林墩寨被公
布为长泰县第六批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2019年，林溪村从林墩寨、“高安军”遗址（林
氏宗祠）入手，实施历史文化名村修缮提升工程，
重现了抗倭场景等人文景象。如今的林墩寨，既是
访古旅游点，又是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的活动点。

林溪村党委书记林国发介绍，林溪村以“在
保护中促进开发，在开发中落实保护”为指导原
则，整合明代“高安军”遗址（林氏宗祠）、林墩寨、
清代石堡奎璧齐辉楼等历史文化资源，串珠成
链、连线成片，打造了数条休闲游、文化游、养生
游旅游线路。同时，经常性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活
动和书画展览等文化活动，引导和教育人民群众
向上向善，推动乡风文明建设。

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上半年林溪村接待周边
县、市、区参观学习考察团 100 多团次，人数 2000
多人次。“把文化资源串点成线，既让游客真正感
受到原汁原味的历史文化，感受最真切的风土人
情，又让宝贵的精神财富走入大众视野，让‘沉睡’
的文化资源‘活’起来，从而促进文旅产业的高速
发展。”林国发说。

长泰有支“高安军”
□本报记者 李妙珠 通讯员 林子越

近日，漳浦县“十佳民间文艺团体”戏曲类
决赛结果揭晓，丰归剧团的《开漳圣王》选段获
得一等奖。

在闽南戏曲界，丰归剧团是不折不扣的新
锐“顶流网红”。团队的主要演出剧种是芗剧和
提线木偶，近两年，团队通过不断创新表演内容
和方式，提升戏曲音乐和舞台质量，不但唱遍厦
漳泉、唱出福建，还在社交平台上吸粉百万，让
闽南传统戏曲焕发新魅力。

试水短视频爆火

闽南人爱热闹、讲排场，每到办庙会、办喜事，
许多地方都喜欢请芗剧团来“唱大戏”。但疫情期
间，剧团演出常常停摆。这时，操作方便、一人也能
演的木偶戏，因新媒体平台获得了更多露脸机会。

“表哥匆匆离别去，临时一言无相辞……”
2021 年 8 月 13 日，漳浦提线木偶艺人阿梅抱着

“试一试”的想法，在抖音号上发布了一段提线
木偶戏表演视频，演唱的是芗剧传统曲目《春雨
曲》的经典唱段。

视频时长 1分钟，与传统提线木偶戏只见木

偶不见人不同，阿梅采用“人偶同台”的形式表
演。只见阿梅一边操作着木偶，一边与木偶做着
相同的动作，表情也随着唱词变化。轻快生动的
音乐、嘹亮动听的歌声、人偶合一的表演，让这支
短视频既展现闽南传统艺术又富有感染力。

没想到，这条短视频在传统戏曲的“冷门赛
道”上迅速爆火，一周内观看量突破百万。

试水数据表现这么好，让阿梅和团队惊喜
不已。之后，他们又发布《八闽人祖·王审知》《开
漳圣王》《双生情缘》等经典唱段，还创作情景芗
剧短剧《赌妻》，反响依然十分火爆，每条视频的
点赞量都过万，观看量常常突破百万。半年内，
阿梅的账号涨粉 70万。

如此庞大的数据，让演了 20 年木偶戏的阿
梅终于“走红”。2021 年 11 月，她加入丰归芗剧
团创始人王川军（艺名“丰归”）的团队，并创办
丰归阿梅木偶剧团。当月 18 日晚，丰归阿梅木
偶剧团在东厝村首演成功，同步开启网络直播，
吸引 5000多人次在线上观看。

两年多来，阿梅的抖音账号持续更新木偶
戏、芗剧表演的短视频，既有舞台演出精彩片
段，又有幕后排练的花絮，还有源自乡村生活的
情景短剧。从视频中可以看出，剧团渐渐从村里
的小戏台走向大舞台。网友们的热情也丝毫不
减，几乎每条视频都有破万点赞量，评论区中有
上千条网友真情实感的留言互动。

现在，丰归成了闽南戏曲界的“顶流”。光是
阿梅的抖音号就有超 90 万粉丝，剧团全员的粉
丝 100 多万，在 TikTok 等国际社交媒体平台上
有近 7 万粉丝。为方便戏迷交流，团队运营了 6
个粉丝群，有近 3000 个戏迷每天在群里蹲剧团
直播，看戏评戏，戏迷们还常常把在演出现场拍
摄的视频分享到群里。

短视频和直播的巨大流量和关注度，给丰
归剧团带来越来越多戏约。“之前我们基本只在
漳浦演出，很少走出漳州。现在，我们厦漳泉三
地到处演，每场演出台下观众都站得满满当当。
这个月 16 日，团队还去了香港交流演出，接下
来还要去山东。”今年，丰归剧团已经接了 300
多场芗剧戏约和 100 多场木偶戏戏约，剧团全
年无休，明年的戏约也已经排了 200多场。

做有质感的戏

线下，丰归剧团的每场演出，台下都像“插
冰棍”似的人山人海。

线上，不仅有省内观众感叹，听到丰归剧团
的戏，“就像回到了小时候的夏天，村里大家一
起听戏的日子”，还有许多省外网友表示“明明
一个字都听不懂，但就是越听越上头”。

为什么丰归剧团的戏会让人“上头”？
众所周知，戏剧演出的一大魅力，在于其独

特的音乐，包括唱腔、乐器、乐队等。然而，许多
剧团演出只有板胡、六角弦、唢呐、锣鼓等传统
乐器，乐队只有五人左右，有的剧团甚至采用音
响代替艺人的吹奏和演唱，艺术魅力大打折扣。

丰归芗剧团创始人王川军不愿含糊。他介
绍，剧团光是乐队就有 15 人，像一个小型交响
乐团，各自分工明确，除使用传统乐器之外，还
加入扬琴、大提琴、琵琶等乐器来补充和完善整
体音乐表现。为让观众入戏，王川军会根据剧情
主题和人物情绪来调整音乐的配乐、旋律和节
奏，让音乐更富有感染力。

“唱念做打”，“唱”是第一位。要让演员唱得
好，除了要求演员有过硬的基本功，角色契合也
很关键。王川军说，为了尽可能让每个演员发挥
自身优势、拓展表演空间，剧团会根据演员的形
象、音色、风格为其量身定制适合的角色、唱腔、
妆造，“比如阿梅的音色清亮且浑厚，适合唱生
角、丑角等男性角色。我就根据她的特点对《进
宝状元》《兄弟双状元》等唱段进行改编，让人家
一听就知道，这是阿梅”。

一场成功的演出，音乐、演员、舞台缺一不
可。丰归芗剧团导演汤艺勇说，剧团把幕布换成
了可展示滚动实景的 U 形 LED 屏幕，舞美灯光
会随着剧情而变换，让观众沉浸式观剧。“《开漳
圣王陈元光》的第五场戏是在破晓时分，女主角
为了安邦大计，只能忍痛割爱。一开始，这场戏
我们没有变换灯光。后来舞美老师根据剧情设
定，把场景灯光换成了幽蓝色，果然氛围效果大
大提升！”汤艺勇表示。

汤艺勇说，团队虽然一直在创新，但讲究
“移形不变味”，借鉴潮剧等其他剧种，保留升堂
和谢幕等传统仪式环节。“这种仪式是对观众的
尊重、对舞台的尊重、对传统的尊重，也是对我
们自身表演的尊重。”

丰归剧团纯粹的创作理念和不竭的创作活
力，吸引越来越多年轻演员、创作者加入。24 岁
的陈伟东是丰归芗剧团的新晋编剧。“奶奶们喜
欢戏剧的时候，她们也正年轻，也风华正茂。”他
坚信，戏曲不应该是已经被淘汰的老一辈审美，
对戏曲的热爱其实藏在很多人心中，只要有一
些气口，就会喷发出来。

这两年，丰归剧团除戏台演出和抖音直播
外，还把芗剧和木偶戏带进校园教育、乡风建
设、文化交流、普法宣传等领域，发挥优秀传统
文化浸润人心、移风易俗的作用。

“我们还举办丰归大舞台，为群众提供丰富
的文化大餐，也让群众亲自上台表演小品、歌舞
等才艺，丰富群众文化生活。”王川军说。

来自漳浦的丰归剧团通过创新性表演走红网络，让更多人了解并爱上闽南传统戏曲——

老 戏 新 生 记
□本报记者 赵文娟 通讯员 林惠卿 王大鹏

丰归芗剧团丰归芗剧团《《四郎探母四郎探母》》演出现场演出现场 刘艺林刘艺林 摄摄

“我手里拿着的木偶头是戏曲
里的旦角，同学们觉得它好看吗？”
日前，漳州市实验小学木偶社团课
上，国家级非遗“漳州木偶头雕刻”
的省级传承人杨亚州正给三年级的
同学展示木偶。

打磨，上土，风干……在杨亚州
的指导下，孩子们手中的木偶头变
得活灵活现。

“非遗木偶只有被更多人看见，
才能被了解、被热爱。”年过七旬的
杨亚州坦言，如今最大的愿望就是
让木偶雕刻得到传承，在孩子们手
里“活”起来。

六十余载钟情木偶

谈起木偶，74 岁的杨亚州如数
家珍。在他看来，一尊人物、一只动
物，都有它的生命和灵魂。

杨亚州出身于漳州著名的布袋
木偶世家，家中五代从事布袋戏艺
术表演工作。祖父杨高金为清末“福
春派”戏曲宗师，其父杨胜更是福建
北派布袋戏艺术一代宗师，他从小
在戏班子长大。父亲有意传授木偶
表演技艺于他，但性格内向的他却
对木偶头雕刻情有独钟。

于是，父亲就将 9 岁的杨亚州
送到艺校主教木偶雕刻的许盛芳老
师家里学习木偶雕刻。在许老师家
里，杨亚州目睹了一个个普通的木
块化腐朽为神奇，变成一件件栩栩
如生的木偶雕刻作品，在惊叹之余，
他暗下学习木偶雕刻的决心。

从此，一把刻刀，一块木头，成
了他最爱的“玩具”，也决定了他一
生的命运。

如今，杨亚州已是非物质文化
遗产传承人、法国斯特拉斯堡国家
戏剧中心客座教授。“外国人对我们
中国人雕刻的木偶啧啧称奇，非常
赞赏。”提及 2004 年法国执教那段
经历，杨亚州颇为自豪。

2006 年，漳州布袋木偶戏及漳
州木偶头雕刻两个项目被列入国家
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成
为全国唯一双非遗文化遗产单位。
2012 年，“福建木偶戏传承人培养
计划”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优秀实践名册，填
补了我国在这个名录的空白。

“匠人，就是一辈子做一件事，
把这件事做到极致。”60 余年来，杨
亚州默默地守在戏台背后，巧手雕
刻众生相，一丝不苟地运筹着木偶
们的命运，演绎着它们的喜怒哀乐。
对他而言，木偶雕刻不仅是一项艺

术，更是一种文化自信。

非遗之花绽放校园

2010 年，杨亚州被评为“漳州
木偶头雕刻”的省级传承人，传承的
重任落到肩头。然而，随着时代的变
迁，传统的木偶戏表演越来越难获
得年轻人青睐，木偶雕刻要如何焕
发新生？

“木偶雕刻是一个时代的象征，
万万不能断了传承。”杨亚州说，所
幸，儿子杨斯颖不仅传承了技法，还
在传承模式上作出新探索：将木偶
戏制作成数字媒体并搬上荧幕。

“非遗文化的种子要在更多新
生 代 中 生 根 发 芽 ，才 能 更 有 生 命
力。”杨亚州说。2019 年，民进漳州
市委会组织调研人员深入文化部
门、学校、民间文化团体就全市非遗
项目传承工作情况进行调研，最终
形成《关于全面推进非物质文化遗
产进校园的建议》的调研报告，并作
为漳州市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上民
进团体提案，引起重视。

“希望校园成为非遗保护与传
承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阵地，让
非遗在青少年心中深深扎根。”民进
漳州市委会有关负责人介绍，在提
案的推动下，漳州市教育局、文旅局
制定并印发《漳州市非物质文化遗
产进校园活动方案》，采取有效措
施，在全市深入开展非遗进校园活
动，建设一批文化底蕴深厚、具有地
方特色和时代特征的非遗传承特色
学校，开展丰富多彩、积极向上的校
园文化活动。

11 月 20 日 ，在 漳 州 一 中 西 藏
班，藏族孩子们随着杨亚州的介绍，
重新认识木偶戏，在生动有趣的表
演中打开了欣赏闽南文化的新视
角，播下民族团结一家亲的种子。

小学、中学、开放大学……如
今，杨亚州几乎每天都穿梭在各个
学校，开设木偶社团，将非遗的种子
播撒。“老了退休了，要多做点有意
义的事，才不枉此生。”杨亚州动情
地说。

“我非常喜欢木偶课，可以玩中
学、学中玩，很开心。”漳州市实验小
学三年级学生万纾辰说，平时喜欢
画画的她，每次给木偶上色都非常
用心，看到自己制作的独特木偶，心
里满满的成就感。小木偶也成为她
的好朋友，陪伴她成长。

“传承和发展闽南文化精髓，对
每位传统技艺工匠来说，任重而道
远。”杨亚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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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亚州指导孩子们给木偶上色。

闽南文化
点亮漳州

游客参观林溪村“藏林映溪”文化展览馆。
（受访方供图）

丰归木偶剧团助阵税收普法宣传活动。
刘艺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