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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黄小英） 近日，芗潮剧社成立
90周年戏剧演出季首场演出在漳州城市职业学院
举行。《放下你的鞭子》《雷雨》《蔡文姬》《雨花台烈
士》《变色龙》五个经典剧目（片段）轮番上演。

芗潮剧社是漳州城市职业学院的红色文化
品牌，最初成立于 1934 年，是上个世纪 30 年代闽
南有名的革命文艺团体。它的主要领导人与参加
者彭冲、柯联魁、胡大机、汪瑞椒等都是漳州城市
职业学院的优秀校友。上个世纪 30 年代，芗潮剧
社以进步健康的话剧和歌曲占领舞台，宣传中国
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唤醒闽南民众的爱国热情，
掀起闽南一次又一次抗日救亡群众运动的高潮，
使漳州成为漳厦地区抗日救亡运动的一个重要
阵地。

据漳州城市职业学院党委宣传部部长曾丽琴
介绍，从 1934 年 9 月正式成立到 1938 年 6 月被迫
解散，芗潮剧社先后举行了 7 次大型公演，并多次
到街头、乡村演出，演出剧目 20 多个，演出范围遍
及平和、漳浦、南靖、海澄、厦门等地。芗潮剧社虽
然存在时间不长，但是其斗争到底的抗日救亡精
神影响了一批批闽南儿女，为党和军队输送了不
少文艺人才。

2023年，漳州城市职业学院激活芗潮剧社，将
芗潮剧社的传承与发展作为学校思政工作主要任
务，重新擦亮这一红色文化品牌。

“目前，芗潮剧社共有 50 名社员，成员基本
上 来 自 教 师 教 育 学 院 。平 时 ，芗 潮 剧 社 通 过 开
展一系列创排与演出活动，为师生呈现学校深
厚 的 红 色 校 史 。”漳 州 城 市 职 业 学 院 教 师 教 育
学 院 院 长 杨 丽 英 介 绍 ，2021 年 起 ，教 师 教 育 学
院开设特色课程“课本剧表演”，通过话剧表演
提 升 学 生 的 专 业 素 养 。近 年 来 ，教 师 教 育 学 院
通过该课程培养了一大批能诵善演、艺术修养
较高的师范生，一些表现出众的学生也被吸纳
到芗潮剧社。

去年以来，芗潮剧社先后排演了《放下你的鞭
子》《高捷成家书》《青春对话》《落花生许地山》《我
签下了北平和平解放协议》等剧目，并受邀到福建
谷文昌干部学院、芗城区许地山文学艺术馆等演
出。今年 6 月，芗潮剧社入选 2023—2024 学年全国
高校“活力社团”，是福建省唯一上榜的高职院校
社团。

今年是芗潮剧社成立 90 周年，为更好地传承
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打造思政育人大课堂，
丰富学生社区文化生活，漳州城市职业学院组织
开展纪念芗潮剧社成立 90 周年系列活动，其中包
括戏剧演出季、座谈会、90周年相关专辑编写等。

芗潮剧社激活了

本报讯（记者 潘园园 通讯员 苏水梅 陈慧
慧） 字写得好，就有机会成为校名的“题字人”。在
漳州市，随着“我为学校题校名”活动的开展，越来
越多学校门口挂着由学生题写的校名，成为一道
亮丽风景。

“我们发动同学们书写校名，并精选出优秀作
品装裱加框后，悬挂在校门上，定期更新。”漳州实
小古雷分校教导主任洪庆宗说，书法是学校的美
育特色课程，每周三、四、五都有书法社团课。除了
校名，楼名、廊名等也会面向全校师生以及社会各
界的书法名家征集。

去年 4 月，在漳州市教育局体卫艺语科指导
下，漳州市启动“我为学校题校名”作品征集活动。
活动由漳州市中小学书法高亚强名师工作室牵
头，旨在进一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进书香
校园建设，凸显学校育人功能，营造全体师生学习
书法的浓厚氛围。

活动发起后，名师工作室各成员所在学校积
极组织本校学生参与校名书写活动。

在龙溪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我为学校题校名”
作品征集活动中，六年级的余涵霖是第一个作品
被展示在校门口的同学。“有一手好字，不仅在日
常生活中让人刮目相看，而且在各种考试里也能
让阅卷老师眼前一亮，留下好感。”余涵霖说，在得
到学校的鼓励后，她每天坚持研习书法的劲头更
足了。

漳州市芗城实验小学举办“崇正奖”现场书法
大赛，评出 1 名“崇正奖”获得者取得书写校牌的
殊荣。书写的校名制成木刻牌匾悬挂在校门处，校
牌悬挂一年。“通过这样的活动，既弘扬了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又检验了学校书法课堂的教学效果，
从整体上提高师生们书写水平和审美情趣。”芗城
实验小学老师艾青说。

“端端正正写字，认认真真做人。”龙溪师范
学校附属小学书法社团负责人王春鸿老师说，学
生题写校名活动正成为一种孩子们看得见的榜
样力量。期待以字育德、以字启智、以字修身、以
字促美，让更多的学生喜欢上书法，享受书法带
来的乐趣。

我为学校题校名

芗潮剧社在表演经典剧目《变色龙》。（资料图片）

澳角村三面环海澳角村三面环海，，鸟瞰呈鸟瞰呈““XX””形形。。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下海是渔夫，上岸成诗人。
日前，中国作家协会公布2024年度新发展会员名单，漳

州共有4人入选，东山县陈城镇澳角村的渔民诗人许海钦榜上
有名。

澳角是东山岛东南方的一个小渔村。村里文艺创作氛围

浓厚，有渔民诗歌创作小组，成员近50人，形成以许海钦、沈
舜欣、沈美惜、林华忠等为代表的作家诗人群，佳作不断。

近年来，澳角诗人已正式出版各种诗集12本，形成特色
鲜明的渔家文化，被誉为“中国诗歌村”。“澳角诗人群”成为漳
州市诗歌界乃至全省诗歌界一个现象级话题。

会打鱼也会写诗

天光云影，海天一色。澳角村，三面环
海，风光秀丽。村庄前后，有南北两个月牙形
海湾，鸟瞰呈“X”形，澳角村也因此被誉为

“行走在大海上的村庄”。
改革开放前期，澳角村是名副其实的穷

乡僻壤，是个“三不起”渔村——“报纸订不
起，电话费交不起，煤油灯点不起”。

勤劳的澳角人紧抓改革开放契机，艰苦
奋斗，自建澳角渔港，并发展大型钢质渔船
以替代中小型木船，渔业生产得到发展，村
民生活条件得到改善。近年来，又建设民宿

电商一条街，推动海洋捕捞、海水养殖、海产
品加工与海景民宿、海鲜电商协同发展，实
现传统渔业“触网升级”。

“上世纪 60 年代竹排、70 年代大桡船、
80 年代机排船、90 年代木质拖网船，现在是
大排量钢质船——从一条船的变化可以看
出澳角村的发展。”全国人大代表、澳角村党
委书记林华忠说，目前，全村共有大马力钢
质渔船 110 艘、水产品加工企业 38 家、海鲜
电商 110 多家、民宿 40 多家。脱贫致富的澳
角渔民，把渔村当景区来打造，拓宽乡村旅
游、海上物业等增收渠道，村庄获得“福建省
金牌旅游村”“福建省绿色生态示范村”称
号。2023 年，村接待游客超 10 万人次，村集
体收入达 150 万元，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5.8万元。

“下海能打鱼，上岸能写诗。脱贫致富的
澳角渔民也有他们的诗和远方。”林华忠说，
10 多年来，以许海钦、沈舜欣、沈福加、沈瑞
东、沈美惜等为代表的澳角渔民诗人群，个

人及团体共出版《看海的人》《澳角的海》《澳
角诗集》等诗集共 12 本，在漳州诗歌界传为
佳话，这也是澳角村与其他沿海渔村的最大
区别。

澳角诗人群体形成

说起澳角诗人群体，就离不开许海钦。
许海钦是土生土长的澳角人，出生于 20

世纪 60 年代。11 岁的他刚上小学四年级就
辍学了，每天扛起船桨，跟着大人们去赶海，
任凭海风在脸上刮、烈日在头上照。

“其实，我当时读书经常考第一，但家庭
贫困，交不起学费。”说起小时候的事，他眼

中总有一丝无奈。
虽然离开了校园，每天操桨搏浪于大海

上，但许海钦总无法割舍对知识的追求和渴
望，只要一有时间，就捧起书本，如饥似渴地
读起来。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澳角，贫穷又落
后 ，许 多 渔 家 连 煤 油 灯 都 点 不 起 ，渔 民 普
遍 文 化 程 度 不 高 。林 亚 民 、沈 双 又 、陈 各
平 、沈 福 加 等 是 村 里 的 长 者 ，也 是 村 里 仅
有的有学识的人，其中沈双又写得一手好
书 法 ，且 能 作 诗 吟 诗 ；沈 福 加 戴 着 一 副 近
视眼镜，书生气十足，诗写得有韵味，又能
制作盆景花卉。

这几位村里的“老秀才”经常聚集在一
起，喝着劣质茶，畅谈文化，写诗作文。未满
弱冠之年的许海钦就自发凑上前，帮忙烧水
泡茶，成为这个群体中最小的一员。此后，他
疯狂汲取知识，将生活生产中的感悟，学习
以诗歌的形式表达出来。

“为了妈妈有钱从粮站买回全家分配的

口粮，我要去讨海；为了抽屉里的布票不会
过期，我要去讨海；为了我们家的饭桌上都
会有一盘鱼，我要去讨海；为了破旧的房子
能够翻修，我要去讨海；为了没读书不至于
走 投 无 路 ，我 要 去 讨 海 …… 这 一 年 ，十 六
岁！”这是 1977年许海钦写下的一首诗《我要
去讨海》。

在澳角村的第一代诗人群里，许海钦是
年纪最小的一位，长者们对他的影响很大。
在往后的岁月里，他一边下海捕鱼，一边疯
狂写诗。由于没有笔记本，家里的日历、墙上
的年画，成为他的本子，过时的日历和年画
都舍不得撕掉，背面可以用来写诗。

在一望无垠的大海上，有时想到好词
句，他就会马上拿起炉里的木炭，写在船板

上，回家后再记录在日历纸上。他将这些写
满诗的日历、年画装订成册，藏在瓦房的隔
层里。

数十年如一日地写诗，慢慢地，许海钦
成为村里公认的诗人。村里的小学生们都把
他当作校园外的老师，常常登门求教。在他
的影响下，林华忠、沈舜欣、沈美惜等文学爱
好者加入新一代的诗人群体。

基于共同的爱好，2005 年 5 月，澳角村
成立“渔家诗社”，这是漳州全市第一个村级
诗社。目前，诗社共有成员 28名，大多数已加
入省、市、县三级作家协会。

“渔家诗社”成员的作品频频在各大报
刊上发表，并在各级文学诗歌比赛中获奖，
许多作品被传诵。而作为澳角第二代诗人群
体中的领跑者，许海钦于 2008年正式出版诗
集《蓝色血液》，成为福建省作家协会会员、
漳州市诗歌学会副会长、东山县作家协会副
主席。

澳角诗人群体逐渐引人注目。

让澳角之诗传得更远

澳角诗人群体的成员有村干部、渔民、
餐饮从业者、企业老板等，他们都出身澳角
渔家，年轻时都扛过船桨下海捕鱼，出于对
家乡的热爱，出于对大海的眷念，在他们的
眼里，澳角就是一首写不完的诗。

“再见了，你奔放不羁的形象，你碧蓝的
浪花在她面前，最后一次翻卷怒吼，像是重
逢的伤心怨诉，像是思念的声声召唤，你忧
郁的喧响，最后一次在她的耳边回旋。她带
走了你的形象，带走了你的岩石……”这是
沈美惜的《致大海》。52 岁的她只有小学文
凭，18 岁时受许海钦影响开始写诗，现已出
版诗集《写诗的时候》《蓝罂粟》，为福建省作
家协会会员、漳州市作家协会会员。

“走，去和一尾鱼相爱。去爱她的波浪和
尾纹，去爱她兰花般的呼吸，和躲开猫猫的
睡姿，去爱她油滑的身子，以及坚硬的骨刺，
或者层层未曾剥削的皮鳞……”这是沈舜欣
的《去爱一条鱼》。51 岁的他扛过船桨、开过
餐馆、卖过烧烤，现为福建省作协会员、漳州
市诗歌学会理事，出版过个人诗集。在他的
眼里，海边的生活处处富有情调。

“新涨的潮水融调着月光的银浆，敷抹着
岸滩的冻疮，藻贝的孢子从游荡的梦中苏醒，
把生命的色彩写在礁石上。海燕扑击着从天
外飞来，把翅下的万顷碧绸又裁又剪，蝴蝶双
双缠住渔姑长辫，跳荡在簇簇的浪花间……”
作为第一代澳角诗人群体中的重要成员，今
年已82岁的沈福加老人笔耕不辍。

与此同时，第三代渔家诗人如林一诺、
沈丹婷、沈朴坤、陈灵、刘雨慧、沈钰铭等也
开始佳作不断，崭露头角。

读到澳角渔家诗人的诗作，漳州市知名
作家、诗人文青如是评价：“他们的诗都有海
的味道！”

“澳角的海，是一本书，渔人读它，海浪也
在读。”在澳角渔家诗人的笔下，澳角的海是
那么的深邃并富有诗意，引起全国各地不少
知名作家、诗人的关注，他们纷纷前来采风，
体验生活，其中就包括著名作家王蒙，诗人蔡
其矫、舒婷、安琪等，还有一些作家、诗人在这
里安营扎寨，设立创作基地，寻找创作灵感。

“2019 年东山岛澳角渔村元旦诗会”“端
午澳角诗会”“东山雅集·福建集诗会”……
近年来，澳角村共主办或承办数十场诗会或
诗歌活动，使得这里成为福建省诗歌界的

“网红地”。
“将优秀的诗词和现代诗推介给孩子

们，激发孩子们的热情和灵感。澳角要将渔
夫写诗的传统传承下去。”林华忠说，前年在
澳角小学正式成立“小海燕诗社”，“渔家诗
社”的许多成员都成为校外辅导老师，他们
将培养新一代的渔民诗人，让澳角之诗传得
更长远。

澳角村中秋诗会上澳角村中秋诗会上，，诗友诗友
在朗诵诗歌在朗诵诗歌。。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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