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级非遗南音首登央视春晚

4位南安人精彩亮相 3位乡贤参与幕后协助

本报讯（记者 黄睿超 通讯员 洪金芳） 新
春佳节，金淘镇多个村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
丰富新农村精神文化生活，增进邻里感情，营造热
烈喜庆的迎新氛围。

22日，毓南村“党建+”邻里中心、新时代文明实
践站在毓南村茂源湾潭祖祠举办“我们的中国
梦”——文化进万家迎新春文体活动。趣味横生的
开场，拉开了活动的序幕。其间有抽取现金红包、套
圈圈、幸运大转盘、写数字、猜谜语等趣味游戏，村民
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好不热闹。当天，活动从上
午九点半一直持续到下午五点，共吸引了近400名村
民参与其中。村民们个个乘兴而来、尽兴而归。

24日，亭川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党建+”邻
里中心联合举办“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

“兔”飞猛进·喜迎新年文体活动。
现场节日氛围浓厚，活动设置了猜谜语、象棋

比赛、乒乓球、广场舞等多个环节，村民们纷纷举起
手机记录新年的美好瞬间。猜谜语环节中，村民们
三五成群看谜面、猜谜语，或仰头读题，或低头沉思，
或互相探讨，现场充满欢声笑语。象棋比赛现场，一
位位村民化身为棋手，在棋格之上以棋会友，一时之
间楚河汉界、红黑相搏，观战的群众紧张观局，看双
方之间你来我往，斗智斗勇，激战正酣，不亦乐乎。
乒乓球比赛中，每村民小组推荐3名村民参加比赛，
共36人。选手们挥动着手里的球拍，将接发球、挡
球、削球等技巧表现得淋漓尽致，抒发着对体育精神
的热爱，大家旗鼓相当，难分胜负。在欢快喜庆的音
乐声中，广场舞队员们个个精神饱满，笑容灿烂，热
情奔放的舞姿展示了新时代金淘人民积极向上的
精神风貌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一年一度的春节文体活动，不仅让村民们感受
到了浓厚的过年气氛，也增进了村民之间的凝聚力。

金淘镇举办新春文体活动

■本报记者 赖香珠 庄树鸿
通 讯 员 黄娜瑜 黄小燕

吴双龙 文/图

近年来，线上看“春晚”、线下办“村晚”，
成为南安不少地方的“新民俗”。刚刚过去的
新春佳节，东田镇、英都镇就开展了别开生面
的“村晚”“家庭微春晚”，演绎浓浓的年味。

参加“村晚”先初赛PK

24日，东田镇凤巢村在村委会前的小广场
上举办“乡村咖啡亲子集市”活动。集市现场人
头攒动，十分热闹，12组亲子家庭摆摊销售自己
制作的手工作品、食品和闲置物品，乡亲们销售
自家农产品，吸引了300多人次参与活动。

据悉，凤巢村的乡村集市活动是东田镇的
一次创新之举。“去年我们举办了第一次乡村
集市活动，效果十分不错。今年继续开展，并
加入了咖啡元素，让村民们感受不一样的年
味。”活动发起人张莲告诉记者，许多年轻人常
年在外，只有过年过节才回家乡，乡亲们缺少
联系，互不熟悉，这次活动也是为了拉近邻里
之间的关系，让大家过一个有意思的春节。

除了乡村集市，东田镇南坑村村民还自导
自演了一场“村晚”。24日晚，南坑村第十九届
公益春节联欢晚会暨第十一届“印象南坑·激
情绽放”卡拉OK才艺表演大赛如期举行。受
疫情影响，此次晚会是第三年在线上举行。

19时30分许，“公益春晚之颜值担当”微信

群里热闹非凡，在主持人的报幕下，村民自编
自演的舞蹈、歌曲、小品、相声、魔术、器乐演
奏、戏曲等10多个节目轮番上演，为南坑
村村民奉上了一场别具一格的“村晚”。

“村民自编自演，乡土味更为亲
切。我们的‘村晚’没有明星大腕，上
台表演者都是邻居亲朋。看熟悉的
人，听熟悉的音，身临其境，喜气浓浓，
别有一番乐趣。”活动发起人吕联江告
诉记者，“村晚”这一舞台将乡亲们聚集在
一起交流沟通，文化味与年味交集在一起，
凝聚乡情，留住乡愁，年味更加浓郁。

“我们村的晚会已经坚持了19年，以前只
有几个人参加、几个简简单单的节目，如今全村
村民都踊跃报名，前期还举办了初赛进行PK。”
吕联江说，南坑村公益文化活动已蔚然成风，此
次活动还收到了几十名村民的捐款支持。

连续四年自办“家庭微春晚”

20日 19时许，在英都镇龙江村洪双生家
中，独具特色的“家庭微春晚”上演了。

精彩的架子鼓表演拉开了“家庭微春晚”
序幕。紧接着，动感的舞蹈《新年快乐》、余音
缭绕的南音《三千两金》、诗朗诵《长城》、小品

《拜年》等节目轮番上演，台上演得投入，台下
观众也看得起劲，欢呼声掌声此起彼伏，大家
纷纷拿起手机拍摄记录。

今年60岁的洪双生是一名党员，有2个儿女、
5个孙辈，每年都在一起过年。“我们家的小朋友这

么多，不如每个人表演个节目，组织个‘家庭微春
晚’，既能培养孩子们的创新、审美和表达能力，又
能增强孩子们的自信心，营造浓浓的节日氛围。”
2019年，在洪双生的提议下，家里办起了首届“家
庭微春晚”。随着关注度越来越高，“家庭微春晚”
的规模也越办越大，不仅增加了音响、舞台、灯光，
还通过网络平台向广大亲朋好友直播了今年这场

“家庭微春晚”，目前点击量已有6.7万。
“这一次，不仅我们全家老少齐动员，吹拉

弹唱样样演，更吸引了不少左邻右舍的孩子，
远在仑苍、翔云亲戚朋友的孩子也报名参加，
共准备了17个节目，持续了1个多小时。”洪双
生介绍，“家庭微春晚”已举办了四届，目的是
通过搭建舞台，宣传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
策，培养孩子们的综合素质，拉近家庭成员间
的距离，让大家过个有意义的新春佳节。

“村晚”“家庭微春晚”！南安乡村年味浓

本报讯 （记者 黄俊涛 李想 文/
图）“老师，我们来给您拜年了，祝您身
体健康、万事如意！”25日，洪濑镇 78岁
老人王振汉家中格外热闹，在 2023 年
央视春晚节目《百鸟归巢》中登台表演
的 3 名洪濑籍演员王进鑫、王诗诗、庄
建君带着鲜花回到南安，给启蒙老师王
振汉拜年。

座谈过程中，大家聊起了学习南音
的往事。聊到兴奋之处，有人提议，难得
聚在一起，不如共同演奏一首南音。说
做就做，由王诗诗主唱、王振汉副唱，王
进鑫、庄建君及王梅香伴奏的《直入花
园》很快精彩上演。

【老校长王振汉】
教授南音23年 培养1000多名学生

“我教南音23年了，看到自己的学生
能登上春晚舞台，很欣慰。”王振汉曾是
四都小学的校长。23年前，他在学校创
办南音兴趣班，利用周末和寒暑假时间，
免费为学生教授南音。

“南安是著名侨乡，很多乡亲都爱听
南音。开设南音兴趣班以来，学生们出
勤率一直很高，很多家长主动将孩子送
来学习，还有的家长主动捐资，为南音兴
趣班注入活力。”王振汉回忆道。通过口
传心授，王振汉手把手将第一批学员培
养成才，此后报名的学生越来越多。四
都小学也被授予“泉州市培元中学南音
特长生优质生源基地”称号，每年输送大
量的南音人才。

“王诗诗、王进鑫是我第二批南音

学生。他们告诉我将参加央视春晚
时，我十分激动且自豪，这也激励着我
将南音继续传承下去。”王振汉说，台
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对于自己的
学生能登上央视春晚，他一点都不意
外。“他们从小对南音非常喜爱，有激
情也有水平。”

记者了解到，王振汉在四都小学开
办南音兴趣班来，至今已培养了 1000多
名优秀南音学生。他们有的已经成长为
南音老师，有的在乐团上班，还有的仍在
钻研南音文化。“希望他们不忘初心，将
南音文化发扬光大。”

【首批学员王梅香】
加入传承队伍 开设南音兴趣小组

来自洪濑镇的王梅香是王振汉培养
的首批南音学员，后来考上了泉州师范
学院音乐与舞蹈学院音乐学（南音方
向）专业，如今在洪濑中心小学教授音
乐。为了传承和弘扬南音，王梅香在校
内开设南音兴趣小组，并积极组织学生
参加南音活动，登上 2023年央视春晚舞
台的庄建君就是她的学生。

“我在四都小学学习南音时，王振汉
老师就教导我们，既然想学，就要坚持下
去，勤加练习。”在南音兴趣小组教学期
间，王梅香就将南音元素融入学校课间
操，让南音普及率大大提高。在教授南
音时，她还用 PPT将影像视频融入教学
中。“每当开课时，学生们都很兴奋，学习
兴致高涨。”在她看来，近年来，南音的表
演方式在变化，但是传统味道一直没

变。此次春晚节目《百鸟归巢》由谭维维
老师主唱，融入现代音乐元素，也让千年
古乐奏出了新回响。

“作为一名南音老师，我深感责任
重大。今后，我会继续努力，不断做好
南音推广，让南音一代代传承下去。”
王梅香说。

【新生代庄建君】
上台激动兴奋 希望未来从事南音工作

此次在央视春晚登台表演，对庄建
君来说非常不容易。“学校很多同学在前
期就录制视频发给春晚导演组，经过几
轮筛选，才最终确认了名单。”庄建君告
诉记者，这个春晚节目演员除了需要具
备一定的南音专业素质之外，对身高、形
象等都有一定要求，对于能上台表演，为
南音宣传贡献自己的一分力量，她也十
分激动与兴奋。

提起自己的学南音路程，庄建君用
“不容易”三个字总结。“我妈妈是重庆
人，爸爸是本地人。当时学习南音时，
爸爸一直反对，可妈妈告诉我，如果喜
欢就去做，她会一直支持我。”在妈妈的
鼓励、老师的教导下，庄建君一路坚持，
刻苦钻研，提升技能，在南音旅途上越
走越远。如今，她已是泉州师范学院音
乐学（南音方向）研究生，多次荣获南音
比赛佳绩，还将南音节目带到新加坡、
法国、印尼等地。

“我希望以后能从事南音相关工作，
将南音带到全国各地，乃至全世界。”庄
建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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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苏清彬）百鸟归巢，千年一
朝夕。21日，以世界级非遗南音为底色的创意
歌曲《百鸟归巢》首次亮相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023年春节联欢晚会》。在这首备受瞩目的
歌曲中，除了庄建君、王进鑫、王诗诗、余培蓉4
位南安籍演员参与，还凝聚了卓圣翔、洪高慈、
黄月萍 3位南安籍乡贤的心血，他们为央视春
晚提议献策，参与了幕后协助。

近年来，央视春晚导演组一直期待将世遗
南音搬上春晚舞台。2022年春晚剧组在征集
节目时，《百鸟归巢》映入眼帘，导演组为此多次
组织召开会议讨论，积极听取各方意见。

2023年 1月 5日，央视导演组导演刘洋组
织召开作品“作曲沟通会”，邀请歌曲创作者和
闽港台南音界代表进行深入交流。歌曲《百鸟
归巢》主要创作者刘迦宁分享了赴闽南采风与
积累素材的心得体会，以及发现的问题与面临
的挑战。福建省级南音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中
国台湾南音艺术家卓圣翔与罗纯祯，香港福建
南音社团联会创会会长、香港福建同乡会青年
部副主任洪高慈等也参加了这次沟通会。

祖籍南安石井镇的卓圣翔认为，南音具有
深厚的历史底蕴，非遗创新一定要在尊重古乐
的基础上进行演绎。祖籍南安码头镇的洪高慈
向创作者与导演组分享了在现有作品基础上保
留传统南音要素的几个关键方法，重点提醒在
乐器编制与乐队排列方式等方面的注意事项。

沟通会结束后，洪高慈还积极联系泉州师
范学院青年教师、南安老乡黄月萍，分享相关建
议与成果。黄月萍作为本次泉州师范学院南音
演员带队老师，负责学生们在北京的彩排等工
作。她表示，本次参演的庄建君、余培蓉即为来
自泉州师范学院的优秀学生，2位学子荣登春
晚是学校多年来显著办学成果的一个缩影。也
正是因为台前幕后每一位人员的辛勤付出，方
有在舞台上的精彩呈现。

据悉，为向导演组与创作者展示传统古乐与
现代元素相互融合的具体实例，卓圣翔组织罗纯
祯、洪高慈进行歌曲《百鸟归巢》作品改编、现场演
奏与录音等一系列工作，并由洪高慈制作成音频
文件给各位幕后人员参考。洪高慈告诉记者，其
间他们还获得了香港福建南音社团联会、香港福
建体育会南音社、香港晋江社团总会南音社、旅港
澳（南安）文斗同乡会南音组弦友等大力支持。

“南安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与著
名侨乡，是‘中国曲艺之乡’，今后有机会将带领
更多的在港南安籍南音弦友回乡交流，进一步
促进两地南音界的深层次合作。”谈及未来，洪
高慈如是说。

师生合影，从左到右分别为王进鑫、王诗诗、王振汉、王梅香、庄建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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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都镇龙江村洪双生自办“家庭微春晚”。

2023年央视春晚《百鸟归巢》视频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