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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松溪茶刀亮相香港国际茶文
化博览会，并收获了来自非洲、印尼和马
来西亚等地订单。参展的这批茶刀，由湛
卢铸造技艺锻制而成。

全球首个工业智能领域的奖项“湛卢
奖”，就是以中国五大名剑之首湛卢命名的。
但鲜为人知的是，这把举世闻名的宝剑，它
的诞生地是福建松溪，其铸造技艺可上溯至
春秋时期。因与湛卢宝剑紧密的历史传承，
松溪也由此被誉为“中国宝剑之乡”。

近日，记者走进这座闽北小城，探寻
湛卢铸造技艺的“前世今生”。

古法重获新生
相传，春秋时期铸剑大师欧冶子在松

溪境内的湛卢山铸剑三年，最终炼制了湛
卢宝剑。湛卢宝剑铸成后，屡次易主，传到
南宋抗金名将岳飞手中。但自岳飞遇害
后，宝剑也就失传了，湛卢铸造技艺随之
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令人扼腕叹息。

转折出现在 1984 年。那年，松溪成立
了湛卢宝剑厂，铸剑大师杨宗文担任首任
厂长。在他的带领下，宝剑厂整合、挖掘民
间传统铸剑古法，并辅以现代工艺，复原生
产宝剑，湛卢铸造技艺重新回归大众视野。

“当代湛卢铸造技艺打造的产品有仿
古工艺剑、太极剑、武术表演剑等，由宝剑
爱好者作为艺术藏品和健身器具。”松溪
县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副局长叶明介绍。
2011 年，湛卢铸造技艺被列入福建省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在松溪县文化广场的“松溪茶刀”店内，
记者见到了这项非遗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
叶向春。他告诉记者，早在 1992年，他开始
师从杨宗文习练湛卢铸造技艺，经过 30多
年的积淀，如今已熟练掌握了以铸造锻打为
主，铜工、木工、磨工、漆工、雕工等多种技艺
为辅的湛卢铸造技艺。其中，铸造锻打涵盖
了铸、锻、夹钢、铲、锉、镂、刻、烧刃、淬火、回
火等多项技艺。他的双手也留下了湛卢铸造
技艺传承的印迹，遍布伤痕。

“先人创造了这项技艺，我们有责任
将其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下去，并且让它焕

发新生。”叶向春欣喜地看到，近年来，松
溪也在积极探索这项非遗技艺的传承之
路，鼓励宝剑、茶刀爱好者向非遗传承人
学习湛卢铸造技艺。经过层层筛选，今年
年初，叶向春收了 5名新徒弟，位于河东乡
大布村的湛卢铸造研学基地也正加紧建
设中，建成后，它将专门用于培养湛卢铸
造技艺的后备人才。

新品融入生活
为了更好地传承，古老的非遗技艺都

在寻觅与现代生活的融合。湛卢铸造技艺
也是如此。

松溪复原湛卢铸造技艺后，早些年还
是以生产宝剑、太极剑等传统刀具为主。
鉴于闽北乃至福建是我国重要产茶区，漫
山葱茏的茶园和松溪人民的饮茶习惯，促
使湛卢铸造技艺生活化产品——松溪茶
刀诞生了。

茶刀是茶具辅助工具，用来撬取紧压
的茶饼。茶刀虽小，却承载着湛卢铸造技
艺的基因。松溪茶刀是以湛卢铸造技艺为
基础，采用百炼钢为材质，经反复折叠、旋
纹、扭转锻打、淬火等十二道纯手工工序，
再加上独特的烤蓝和镶嵌扭转技术锻造
而成。

据介绍，茶刀保留了花纹钢特有的质
感和触摸感。其中，刀身经多次反复折叠
锻打，呈现出天然彩色纹路；刀柄采用难
度极大、容易断裂的古法扭转锻打而成。

“为了提升茶刀的硬度，我们在制作
茶刀的原材料中加碳冶炼，这样撬茶饼就
更省力。”叶向春告诉记者。

在坚守匠心、精心打磨技艺保证品质
的同时，松溪茶刀的款式也在日渐丰富。目
前，茶刀款式已经开发了 300 余种，包括

“行云流水”“同心结”“福文化”“美人鱼”和
“梅兰竹菊”等系列产品。叶向春也与徒弟
方义松一起参与设计了“青虹”茶刀。

“原本国内外市场上销售的茶刀产
品，基本都是采用机器批量生产制造，单
纯是一件工具，没有艺术价值。松溪茶刀
采用纯手工锻制，款式丰富，既有生活实

用性，又有观赏和收藏价值，深受市场的
青睐。”叶明说。

近年来，松溪茶刀获得了第三届、第五
届、第六届、第八届“福建文创奖”和第三届

“福建好礼最佳创意奖”等荣誉，成为湛卢
铸造技艺衍生打造的最知名的文创产品。
前不久，“松溪茶刀”还成功注册了地理标
志商标。

非遗走出深山
随 着 松 溪 讲 习 班 的 兴 起 ，“ 松 溪 茶

刀”店铺和吴山头村的湛卢铸剑技艺传
承人工作室也成为热门讲习点之一。叶
明告诉记者，在吴山头村，还有一座长 30
余米的湛卢诗歌长廊，集中展示了历代
与湛卢宝剑有关的诗歌。而在松溪梅口
埠景区，有一间打铁铺专供远道而来的
游客体验这项非遗技艺。

“湛卢铸造技艺不仅是松溪的文化符
号，也是大家共同的文化瑰宝。希望越来
越多的人能一睹它的风采。”叶向春告诉

记者，技艺在传承，产品在更新，但作为非
遗传承人，最重要的还是让这项非遗走出
深山，打响其知名度。

除了近期的香港国际茶文化博览会，
近年来，在松溪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松溪
茶刀还在厦门“9·8”国际投洽会、深圳茶
博会、哈尔滨东北亚博览会、中国国际进
口博览会、澳门国际贸易投资展览会和北
京国际电影节等大型展会上亮相。2018
年，松溪茶刀被德国红点设计奖官方网站

“相中”，产品信息成功走出国门。
“在去年的海峡两岸茶业博览会上，

我们采用线下展览和线上同步直播的形
式进行产品推介。线上直播不到一小时，
百余把松溪茶刀就被一抢而空。”方义松
告诉记者。

日前，叶向春与中国香港著名导演、动
作指导袁和平达成合作协议，为其拍摄的
电影提供刀剑类的道具，把公司业务拓展
至影视拍摄、体育比赛等文体行业。也许不
久之后，湛卢这项穿越千年的古老技艺，将
通过影视作品的传播为更多人所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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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与福建，地缘相近、人缘相亲。对在
闽赣商来说，福建是我们的“第二故乡”。来
到八闽大地，我们就是新闽商。“厚德实干，
义利天下”的赣商精神，是我们的文化“底
色”，“爱拼会赢，合群团结”的闽商精神，为
我们增添了文化“成色”。我们将牢牢把握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推动闽商精神与
赣商精神深度融合、交相辉映，为高质量发
展赋能、添彩。

厚德实干。江西人给外人的第一印象，
是朴实敦厚、勤劳肯干，这与闽商“爱拼会
赢”的精神是相通的。新时代赣商继承老一

辈“厚德实干”的品质，在福建这块福地，用
勤劳的双手，创造属于自己的辉煌，成为各
自行业的“佼佼者”。福建省江西商会成立于
2006 年，至今已有 18 年历史，会员单位近
7000 家。商会会员在创业过程中经历风雨，
却从不轻言放弃，以顽强的斗志和爱拼的劲
头，在商业之路上收获硕果。据不完全统计，
商会会员企业年纳税额超百亿元，为福建省
提供逾 10万个就业岗位。

协同发展。自古以来，江西的诸多产品
借道福建出口海外，福建由此成为赣商主要
的聚集地之一。异乡打拼，艰辛不易，闽商

“合群团结”的精神，深深影响着在闽赣商。
在闽赣籍商会注重内部沟通互动，凝聚人
心、团结力量，同时加强与福建当地企业家
的交流融合，促进协同发展。大家互帮互助、
互相成就，齐心协力办好企业、办好商会，推
动在闽赣籍商会的大团结、大融合、大发展，
打造“闽赣一家亲”的亮丽名片。

义利天下。福建和江西都是一片充满红
色记忆的红土地，有着讲感情、重义气、乐奉
献的传统。在闽赣商注重“义利天下”，与闽
商的“豪侠仗义”互为呼应、同频共振。在闽
赣商在做好自身企业的同时，坚持关注民生、

与社会共生，尽自己的努力增进民生福祉，做到
“富而有责、富而有义、富而有爱”，以实际行动
诠释着对福建的感激之情。成立以来，商会积极
参与抢险赈灾、爱心助学、乡村振兴等活动，公
益捐款达3.6亿元，在八闽大地展示了赣商“义
利天下”的高尚品格。不论是闽商精神，还是赣
商精神，此时此刻，交相辉映，紧密相融。

精神力量是无穷的。福建省江西商会的
企业家们将充分汲取新时代闽商精神的丰
富营养，在福建这片土地上书写高质量发展
的篇章，为中国式现代化福建实践贡献智慧
和力量。 □专题

““新时代闽商精神新时代闽商精神””
大家谈

省委统战部 福建日报社

闽商精神也是在闽赣商的文化力量
福建省江西商会

三 坊 七 巷 衣 锦 坊 ，古 雅 的 水 榭 戏 台
上，《牡丹亭》选段如泣如诉、情意绵绵；上
下杭历史文化街区，古韵今风交汇的非遗
展 示 馆 里 ，《林 则 徐 充 军》选 段 唱 腔 忧 愤 、
慷慨激昂……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闽剧

“邂逅”福州古厝，勾画出一道亮丽的文化
风景线。

闽剧，又称福州戏，距今已有 400多年历
史，是现存唯一用福州方言演唱、念白的中
国戏曲剧种，2006 年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

上世纪 80 年代，缺人、缺钱、缺优秀剧
本的困境，让闽剧陷入发展低谷。福建省第
16 届、第 17 届戏剧会演上，福州竟没有一台
闽剧入选。到上世纪 90 年代，福州市从软硬
件、体制机制等方面入手，振兴闽剧。进入新

时代，闽剧发展迎来新的春天，“老树”又发
“新芽”。

福州闽剧院新编古装闽剧《过崖记》，讲
述了因一名囚犯英勇救人而引发的关于人
性美与丑、正义与邪恶的拷问，以闽剧艺术
的美学特质，通过跌宕起伏的戏剧情节设
置，引发观众共鸣。今年 3 月，该剧亮相北京
梅兰芳大剧院，赢得满堂彩。

“一方面突出闽剧特色，另一方面在剧
本创作、舞台和音乐设计、演出等各个环节
努力创新，区别于偏重叙述故事的传统老
戏，《过崖记》更注重呈现人物内心的纠结和
挣扎。”福州闽剧院院长、福州闽剧艺术传承
发展中心主任杨东说。

《过崖记》大放异彩，是近年来闽剧好戏
不断的缩影。杨东表示：“闽剧发展要与时代

同步伐，要以守正创新为己任，要用明德引
领风尚。”

对闽剧固有的音乐形式、曲牌、唱腔韵
味，要传承保护好。比如，闽剧演出之前，大多
会加演一小出《女加冠》折子戏，曲牌为《双贵
子》，取其喜庆吉祥之意，很受观众青睐。

适应观众审美需求的变化，在剧本制
作、舞台呈现等方面进行创新。比如，故事结
尾从早前多为封闭式大结局，到如今更多采
用开放式结尾，给观众以遐想空间；剧目时
长从早先一场平均约 4 小时压缩到约 2 小
时，对声光电等舞美手段加以运用，给观众
更好的观演体验。

唤 醒 剧 种 的 当 代 价 值 ，让 闽 剧“ 火 出
圈”。福建省实验闽剧院院长周虹说，省实验
闽剧院创新推出“元宇宙全息仓”“AI 剧院

游”“数字人闽韵游记”等多样化的传播宣传
模式，让更多人认识闽剧，还与福建电影制
片厂联合拍摄了首部闽剧电影《双蝶扇》。

强化顶层设计，厚植发展沃土。作为闽
剧发源地的福州，在 2021 年 11 月起施行《福
州市闽剧保护规定》，为闽剧发展提供强有
力法治保障。

福州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朱寿良介
绍，2021 年至 2023 年，福州市累计下达各类
资金近 6000 万元，用于开展闽剧剧目创排、
人才培养、场馆设施建设、历史资料收集等
工作。

一批名剧目、名演员的接续涌现，成为
闽剧振兴的有力注脚。闽剧《过崖记》《马江
魂》荣获福建省第十届百花文艺奖二等奖，

《过崖记》还荣获第十八届中国戏剧节优秀
剧目奖。1993 年至今，共有 5 名闽剧演员荣
获中国戏剧梅花奖。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是福州的城市精
神，脱胎于此的闽剧同样兼收并蓄、博采众
长，这样的特质为闽剧发展注入了不竭的生
命力。”杨东说，“闽剧振兴，还在路上。”

（新华社福州6月18日电）

闽剧振兴好戏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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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肖榕） 18 日下午，中国游泳协会在官网
发布《游泳中心关于对巴黎奥运会入选运动员名单公示的通
知》，公布参加巴黎奥运会跳水、游泳、马拉松游泳和花样游泳
项目的运动员名单。在 18 名游泳女将中，2006 年出生的福建
选手陈露颖榜上有名。

这是福建时隔 16 年再次有选手入选奥运会游泳阵容。此
外，齐晖曾连续参加了三届奥运会（2000 年悉尼、2004 年雅
典、2008 年北京）。她在悉尼奥运会女子 200 米蛙泳比赛获得
的第四名，迄今仍是福建游泳运动员在奥运会上的最好成绩。

在去年济南举行的全国游泳锦标赛上，陈露颖以 0.02 秒
的微弱优势战胜杭州亚运会“六金王”张雨霏，获得女子 200
米蝶泳冠军。这场失利是张雨霏在该项目上 4 年来首次国内
大赛失利。

在今年 4月 24日举行的全国游泳冠军赛暨巴黎奥运会选
拔赛中，陈露颖以 2分 06秒 81夺得女子 200米蝶泳银牌，不仅
大幅刷新个人最好成绩，还突破了 2分 08秒 43的奥运A标。

女子 200米蝶泳项目的世界纪录是刘子歌在 2009年全运
会上游出的 2 分 01 秒 81，目前该纪录已经保持了 15 年。张雨
霏在 2021 年东京奥运会上游出 2 分 03 秒 86，以打破奥运纪录
的成绩夺冠，但与刘子歌的世界纪录仍有不小的差距。

跳水、游泳奥运会参赛名单公布

时隔16年，闽将陈露颖游进奥运会

本报讯（记者 肖榕） 记者 18 日从省体育局获悉，国家
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 17 日公示了 2024 年巴黎奥运会
体操、蹦床、艺术体操项目参赛运动员名单。其中，福建选手邱
祺缘入选体操女队名单，林倩麒入选蹦床项目候补名单。

中国体操队将派出男女各五名运动员参加巴黎奥运会。
其中，男队公示名单为：邹敬园、张博恒、刘洋、肖若腾、孙炜；
候补队员为尤浩、兰星宇、苏炜德、侍聪。女队公示名单为：邱
祺缘、周雅琴、欧钰珊、张怡涵、罗欢；候补队员为杜思雨、张清
颖、黄卓凡。

在里约奥运会上遭遇滑铁卢的中国体操队，在东京奥运
会上触底反弹，获得男子双杠、男子吊环和女子平衡木 3 枚金
牌。进入巴黎奥运周期后，中国体操队的主力阵容较之此前发
生了变化。女队方面，去年首次参加世锦赛就获得高低杠冠军
的 17 岁小将邱祺缘，是女队冲击团体比赛领奖台的关键人
物；男队方面，最后一刻落选东京奥运会的张博恒早已是中国
体操男队当仁不让的领军人物。

中国蹦床队将派出男女各两名选手参加巴黎奥运会，男
子为严浪宇和王梓赛，候补队员李宇名；女子为胡译乘和朱雪
莹，候补队员林倩麒。其中，朱雪莹是女子个人项目卫冕冠军。

在东京奥运会上，中国艺术体操队获得集体项目第四名。
这支队伍在近两年展现出良好的竞技状态，在去年 8 月举行
的世锦赛上获得集体项目 1金 2银，收获队史首个世界冠军。

上图：12 日，巴黎奥运会中国体操女队第二次选拔赛在
天津团泊体育中心举行。邱祺缘以总分 56.331 的成绩获得女
子个人全能第一名。图为邱祺缘在平衡木比赛中。 新华社

体操、蹦床、艺术体操三项目奥运名单公示

福建两名运动员入选

本报讯（记者 张哲昊 通讯员 林臻） 记者从平潭影视
服务中心了解到，近日，由吴蒙恩执导，陈妍希、何润东等领衔
主演的电视剧《但愿人长久》正式播出。该剧大部分场景在平
潭取景拍摄，讲述了“华语世界永恒的声音”——邓丽君从眷
村女孩成长为一代歌后的故事。

据介绍，该剧根据邓丽君的真实成长和奋斗历程改编，也
是首次被其家族授权拍摄邓丽君传记故事的作品。在剧本创
作期间，主创团队曾多次拜访邓丽君的亲朋好友，了解相关信
息，并在邓丽君文教基金会、邓丽君纪念文物馆等地进行了大
量调研，努力呈现一位更立体、鲜活的传奇歌后。

在影像制作方面，《但愿人长久》也精益求精，在国内外多
地取景，尽可能地还原时代气息。其中，拍摄主场地就位于平
潭台湾风情影视基地，基地占地面积近 60 亩，聘请了台湾专
业设计师实景再现眷村生活场景，还原邓丽君出生和成长的
故居、表演过的场所等。此外，基地还建有台湾眷村、国际街等
区域，打造大规模台湾风情建筑集群。

近年来，平潭立足于自然生态禀赋与对台区位优势，积极
发展影视文娱产业，在全岛范围内打造了一批影视取景地，包
括竹屿湾影视基地、台湾风情影视基地以及坛南湾、北港文创
村，吸引了《守岛人》《检察风云》《灿烂的她》等 120 家剧组前
来拍摄，逐步打开平潭全域海岛影视取景地知名度。

电视剧《但愿人长久》热播
该剧大部分场景在平潭取景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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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蒋丰蔓） 15 日 至 16 日 ，2024“ 海 峡 乐
谈”——中华传统文化与当代音乐创作研讨会在泉州师范学
院召开。

据介绍，本次研讨会由泉州师范学院与省艺术研究院联
合主办，泉州师范学院音乐与舞蹈学院承办。研讨会分为“中
国当代优秀音乐作品讲谈”与“中华传统文化与当代音乐创作
座谈”两部分。参加本次研讨会的中国著名作曲家、理论家与
福建省音乐家就主题“中华传统文化与当代音乐创作”展开讨
论，旨在推进中国当代音乐创作与中华传统文化对接，推动当
代音乐创作朝向更具中华文化内涵的方向发展。

与会者认为，让当代音乐创作更大程度的深层次接续中
华文脉，不仅有利于中华精神家园的当代建造，也有助于作曲
家创作出更接地气的优秀作品。

“海峡乐谈”音乐创作研讨会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