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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特别关注

6 月 27 日晚，台湾高雄市中山大学逸

仙馆里，李俊易终于等来了千里追随的“三

朵梅花”同台演出的闽剧《梅玉配》。

李俊易是在福州工作的台北市民，得

知福建省实验闽剧院参加“福建文化宝岛

行”演出的消息后，专门请假并提前坐飞机

赶回台北，又从台北坐高铁来到高雄。

由于前一天晚上闽剧《别妻书》在这里

的演出引起轰动，且又是陈洪翔、周虹、陈琼

3位梅花奖得主首次在台共同出演一部戏，

当晚，《梅玉配》的演出现场“一座难求”，李

俊易想不到还有那么多与他年龄相仿的年

轻人前来看戏。“3朵‘梅花’色彩各异，个个

唱功精湛、身段俊美，看得十分过瘾。”李俊

易说。

用中国国民党高雄市党部主任委员颜

世一的话来说：“这是我接待过的大陆专业

院团中影响力最大、反响最热烈、最轰动的

地方戏演出。”颜世一说，看过《别妻书》的 10

多位亲友陆续给他打电话，说闽剧非常棒，

很多人都被感动得落泪。出于好奇，他专门

推掉繁忙公务来观看当晚的演出。

演出剧场恰巧有位福州籍的工作人员，

他看到家乡剧团来演出特别激动，听到家乡

话更感亲切，和工作人员热烈攀谈起来，并热

情而自豪地向观众介绍自己的家乡戏。

“剧院这次到以闽南语为方言的高雄演

出，没想到反响也这么好。”福建省实验闽剧

院院长周虹说，由于闽剧是福州语唱腔，过

去更多到以福州话为方言的马祖列岛演出，

马祖列岛也是福建省实验闽剧院初次赴台

演出的地方。“很多台湾乡亲跟着我们辗转

台湾岛，跟我们住同一个酒店。演出结束

后，陪我们逛街、聊天，买当地的土特产。那

时候，海峡两岸的交流没有现在频繁，台湾

的乡亲们把我们当作亲人。他们说，只要能

和你们说说话，听到乡音，我们就很高兴。”

周虹说。1995年后，因种种原因，闽剧赴台

交流一度中断，直到 2005年恢复。2005年，

应马祖经贸联谊会邀请，福建省实验闽剧院

再次赴马祖演出，并与马祖县政府、文化局

共同创立了两岸文化交流“乡剧相聚”品

牌。之后 10 年中，闽剧每年至少一次赴马

祖演出，特别是每年 10月的“妈祖升天祭”，

基本上都固定参演，一直延续至今。“加上这

次巡演，我们一共到台湾演出了 16次，为乡

亲们送去了80多部戏。”周虹说。

“闽剧在两岸的交流源远流长，1922

年，福建省实验闽剧院的前身——旧赛乐

就首开赴台公演的先河，接下来的 10 余年

间，各个闽剧团接踵赴台，在那个年代掀起

了台湾的‘闽剧热’。”周虹说。

在马祖，每年观看闽剧已经成了当地

万余名居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由

于这里人们的先辈几乎都是从福建各地移

民而来，但却无法看到家乡戏，许多阿公阿

嬷会像迎接盛大节庆一样，每年翘首期盼

闽剧团的到来。他们提前做准备，剧团到

达时，组织乡亲们一起敲锣打鼓、燃放鞭炮

到码头迎接。

由于这种特殊的地缘与情感关系，很

多观众与自己喜爱的演员建立了密切的联

系，随时关注演员与剧团的演出信息。返

乡探亲时，还要专程到剧院观看演出。近

年来，当地每年定期回大陆参加妈祖与陈

靖姑文化活动的最大返乡团，最重要的行

程安排就是观看闽剧专场演出。

在福建省实验闽剧院，与周虹一样多

次赴台的演员有很多。梅花奖得主陈洪翔

的母亲居住在台湾，“母亲在台湾比我还出

名。”陈洪翔说，一次母亲来现场看他演出，

被观众发现了他们的母子关系，又得知母

亲住在台湾，演出后大家都围着她转，亲切

地叫她“星妈”。更让陈洪翔意想不到的

是，这些戏迷给了他母亲无微不至的关照，

逢年过节会特地送年糕；得知老人身体不

舒服，还为她寻医问药。

为了回馈台湾乡亲对闽剧的厚爱，剧团

还会安排一些特别的公益演出。这次的“福

建文化宝岛行”期间，6月 26日上午，剧院小

分队就带着精心准备的4个折子戏走进了长

青日间照顾服务中心，为100多位失智、失能

老人和员工献上了精彩表演。该中心的苏雅

论主任介绍：“中心成立近20年，这是大陆的

专业戏剧团体首次在这里演出，听说今天有

演出，好多老人都是盛装打扮来观看。”

闽剧入岛是一种特殊的两岸文化交

流。由于乡情乡音的共鸣，闽剧演出在当

地经常被视作一种节庆演出，而且都是到

一些乡村，与基层百姓零距离接触。李俊

易表示：“闽剧很纯真，剧情简单易懂，好看

好听，演员又亲切好相处，所以很招人喜

欢。”

陈洪翔认为，今后闽剧要注重对当地生

活与文化的展现。他希望今后能有时间专门

深入当地民间采风，体验民情，“希望能够把

当地民众的文化与生活搬上闽剧舞台。”陈洪

翔说。

周虹期待着能够让闽剧走近更多的台

湾乡亲，让他们在生活中能够感受到这种

乡音乡谊。她希望能得到更多财政、机制

上的长效保障。今年 5 月 26 日至 6 月 1 日，

福建省实验闽剧院一行 30人先后走进台湾

的一些大中专院校表演、交流，拓宽了闽剧

的观众人群。

更为可喜的是，今年元宵节，福建省文

化厅厅长陈秋平在与台湾连江县官员就深

入构建两岸文化交流等事宜进行了磋商，双

方达成一致意向，将在近期内让“乡剧相聚”

品牌覆盖马祖列岛，让更多的马祖乡亲感受

到浓浓的乡音乡情。

陈洪翔表示，每次看到台湾同胞们观

看闽剧时渴求的眼神，他特别希望这样的

演出能形成常态化机制，“不说做到天天、

月月有戏看，至少每年能有类似闽剧月这

样的固定演出，让大家知道每年什么时间

有家乡戏看。”

周虹还有一个更大的愿望：“由于当地

专业的戏曲院团大多是民营机构，所有的

精力都放在了市场与生存上，缺少政府以

及专业资源的支持，很难专注于纯粹的艺

术表演。因此他们对大陆政府把闽剧作

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和传承特别

羡慕，他们看到我们有那么多的艺术精品

和特别地道、精湛高超的表演都会吃惊地

张大嘴巴。”周虹表示，特别期待两岸剧团

间能够有更多艺术上的合作，她更希望能

成立类似福建省实验闽剧院台北分团这

样的机构，甚至开展驻点表演。“如果这样

的愿望能实现，今后更多像李俊易这样的

闽剧戏迷就不用为了看家乡戏付出这么多

辛苦了。”

《佛国圣境》 殷渭凌 122厘米×244厘米

《龙门图》 黄景涛 70厘米×180厘米

《黄河魂》 陈建明 146厘米×364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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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染太行》 吴光明 440厘米×185厘米

《 红色系列之二》 张培林 96厘米×180厘米

《壁挂公路》 王茂彬 144厘米×250厘米

山西，表里山河，人杰地灵，是

华夏文明主要的发祥地之一。山

西，不仅有“中国戏曲的摇篮”“民歌

的海洋”“民间舞蹈之乡”的美誉，而

且自古即是一个美术活动繁荣兴盛

的地方。唐代王维始创水墨山水画

的高境，继而五代荆浩化墨染为笔

法，开创北方山水画派先河；至宋代

则有米芾、米友仁父子及萧照、马

远、马麟等各创山水画新高峰。而唐

代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宋代郭若

虚的《图画见闻志》则代表着山西在

中国画理论研究方面的最高成就。

金元至民国，山西山水画创作辉煌

不再，然亦有金代姚拟，元代高克恭，

清代傅山、梁檀、王含光、赵铁山等，皆

能承北方山水之画风，显雄浑壮美之

神韵，丹青风流，未断于河东。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山西几代山

水画家，不惴条件简陋，不惧道途艰

难，深入基层体验生活，在黄河之

畔、太行和吕梁山脉寻根采风，积极

探索，潜心创作，努力用自己的画笔

描绘三晋大地蕴含的民族精神与时

代变化，逐渐凝聚了一批对山西地

域及其中之人文进行艺术表现的艺

术家，形成了具有共同美学追求的

艺术风格，创作了一批批时代精品

和绘画佳作。

乘着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

全会的东风，此次我们精选山西老

中青三代 19位作家的 80余幅作品，

在北京举办“黄河魂·太行情——山

西山水画展”，意在展示山西山水画

艺术取得的新成就，倡导北方山水

画阳刚大气的审美观，弘扬具有优

良革命传统的“黄河精神”“太行精

神”，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

繁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

梦贡献力量！

主办单位主办单位：：中共山西省委宣传部中共山西省委宣传部
山西省文化艺术界联合会山西省文化艺术界联合会

展览地点展览地点：：北京军事博物馆博兴大厦一层北京军事博物馆博兴大厦一层
展览时间展览时间：：20142014年年77月月99日—日—1313日日

黄河魂黄河魂··太行情太行情——山西山水画展山西山水画展

一出家乡戏一出家乡戏 两岸亲情长两岸亲情长
——福建闽剧福建闽剧 2020年入台为乡亲献戏年入台为乡亲献戏 8080余部余部

本报驻福建记者 黄国勇

6 月 27 日，“福建文化宝岛行”期间，闽剧《梅玉配》在台湾高雄演出结束后，梅花

奖得主陈洪翔、周虹、陈琼为观众签名。 杨 凡 摄

据新华社消息 （记者侯文坤）针对

网友热议的“大理古城出台新规：禁止古

城商户在停电时使用蜡烛”一说，云南省

大理市古城保护管理局日前回应表示，公

众对相关文件内容存在误读，作为即将实

施的《大理古城经营户消防安全检查规

则》附加条款内容，是引导性的规范，而非

硬性要求，新规不会给古城商户设置人为

的门槛。

近日，媒体报道称，云南省大理市古

城保护管理局从 7 月 1 日起将启动办理大

理古城准营证，以进一步强化对古城的保

护和管理。不过与其配套实施的消防安

全规范中，关于要求商户“在停电时不得

使用蜡烛”的条款却惹来不少争议。有网

友表示理解，认为古城多为木结构，一些

危险用具应当禁止；也有网友认为这是

“懒政”的表现，经不起推敲。

6 月 30 日，大理市古城保护管理局向

记者提供了此次“引发争议”的《大理古城

经营户消防安全检查规则》。《规则》中对

古城内经营户的室内电线及电器线路安

装、灭火器等消防设施配置等制定了严格

的规范标准。而关于经营户“在停电时不

得使用蜡烛”的规定则是出现在该《规则》

的附加条款中。附加条款还提到：经营户

不得使用蜂窝煤；不得使用电炉、电暖气

（小太阳）、柴火取暖；不得使用液体酒精、

木炭火等作为火锅、干锅加热材料等。

据了解，该《规则》适用于所有大理古

城重点保护区内从事民商事生产经营活

动的经营户，且明确了商户须严格按照本

规则的规定接受消防安全检查，通过后方

能办理其他证照。这就意味着遵守《大理

古城经营户消防安全检查规则》的有关要

求将是商户们获得准营证的必要条件。

面对即将实施的规定，一位大理古城内的

商户向记者表示，虽然理解和支持古城保

护工作，但在“习惯性的一禁了之的做法”

之外是不是有更好的办法？

对此，大理市古城保护管理局经营管

理科科长蒲兴解释称，“停电时不得使用

蜡烛”一说存在对文件内容的误读，《规

则》中的附加条款是“柔性引导”而不是

“硬性要求”，是下一步古城保护管理工作

中对商户的建议和倡导。“不是现在提出

来之后就马上禁止，而是逐步引导商户少

使用或不使用蜡烛等明火，具体操作也会人性化，新规不会成

为给商户们人为设置的门槛。”蒲兴强调。

蒲兴还表示，向经营户核发准营证和实施《大理古城经营户

消防安全检查规则》都只是对古城进行规范管理的手段，是汲取

多地古城火灾教训，并在充分调查摸底基础上制定出的规范。将

消防、环保、公安、工商等相关部门与古城保护管理部门联动起

来，其目的和初衷都是为了更好地对古城进行保护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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