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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访雕刻大师

小记者 戴圳川 指导老师 吴玉霞

从小，我便对木偶艺术产生浓厚
的兴趣。当得知有机会拜访南安市康
美镇明筑雕刻工作室的非遗技艺大师
傅老师时，我兴奋得难以自抑。

在老师的带领下，我们走进傅老
师的工作室。傅老师正在专心致志地
雕刻一个木偶头。我们静静地站在一
旁观看，只见他手中的雕刻刀在木头
上游走，每一次切削都那么精准有
力。他的眼神里充满了专注和热情，
仿佛整个世界都消失了，只剩下他和
他的木偶。看到这，我心中不禁涌起
敬意。

兴许是看到我们期盼的目光，傅
老师停下了手中的雕刻，带我们参观
了成品室。在这里，我们都被那些造
型夸张、表情丰富的木偶惊艳到了。
无论提线木偶，还是掌中木偶；无论是
戏曲中的生、旦、净、末、丑，还是小说
中的神仙、动物等，这里应有尽有，甚
至，连表演时需要的矛、盾、帽子、乐器
等配件也一应俱全。你们瞧，木偶的

嘴巴和眼睛还可以同时“动”起来；有
的木偶还巧妙地安装了机关，能够变
脸，令人叹为观止。除了头上的帽子
是用纸一层层糊上去的，其余部分皆
由木头精雕细琢而成。小小的木偶头
可谓不简单！我们一边欣赏，一边忍
不住伸手去触摸木偶的头，捏捏木偶
身上的衣服、捋捋木偶脸上的胡须，恨
不得亲自演一出木偶戏，让那掌中木
偶听从我的指挥。这时，有人好奇地
问：“一个木偶头要经过选材、刻粗胚、
定五官、精雕等十几道烦琐的工序，您
是如何练就如此精湛的技艺呢？”傅先
生笑了笑，说：“这其实是一种坚持和
热爱。我从小就喜欢雕刻，每天晚上
都会在家里练习。虽然有时候会遇到
很多困难，但是我从来没有放弃过。
我相信，只要有足够的热爱和耐心，就
一定能够做出好的作品。”

听完傅老师的话，我们心中充满
了感慨。傅老师数十年如一日地投身
于木偶雕刻事业，这不仅是他对工作
的热爱、对细节的追求，更是对工匠精
神的坚守。最后，我想说，傅老师，谢
谢您。谢谢您用作品，让我们看到了
生活中的美好。愿您的工匠精神能够

永远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
活的美好。

参观雕刻工作室

小记者 黄秋贤 指导老师 吴玉霞

太阳暖洋洋地照着大地，正是
研学的好时机呀！今天，我们小记
者团来到南安市康美镇
明筑雕刻工作室，一
睹木雕的风采。

到 达 目 的
地，我们便迫
不及待地走上
二 楼 的 成 品
室，那里仿佛
是一个神秘
的 宝 藏 之 地
等待我们去探
索。一进入室
内，大小不一、形
象栩栩如生的木偶
便映入眼帘，它们构
成了一个光怪陆离的世
界。有黄脸的“六头猕猴”，嘴巴可以
同时一张一合，仿佛能与我们对话；有

穿着华丽的小花旦，两眉弯弯似月钩，
眼瞳黑如煤，散发着迷人的魅力；而那
齐天大圣孙悟空，瞪眼睛、翻跟斗，仿
佛随时准备施展神通……我们连连赞
叹：“太精彩了！太精彩了！”

紧接着，傅师傅的儿子傅晓艺老
师，为我们详细介绍了木偶头的制作
过程。他绘声绘色地讲解着，木偶的
头部是最重要的部分，要先把樟木锯
成一块一块，然后劈成三角形，接着，
用刀大概定出它的五官，再把粗糙的
木头给打磨平整、光滑，并上一层底漆
修补一下；然后刷上五颜六色的染料，
再次打磨，最后要根据具体人物配上
胡须、头发等，如果是新娘子还要盘头
发。听到这，我们都不约而同地发出
感叹：“雕刻木偶头真不容易啊！”

在成品室的另一侧，我们看到了
傅师傅的女儿正埋头彩绘木偶，她的
专注与用心，让我们对这家人的技艺
更加敬佩。这些栩栩如生的木偶头，
是他们一刀一刀精雕细琢，一笔一画
用心描绘出来的艺术品。站在这些精

美的木偶前，我们不禁对一
代代工匠们的传承与

创新肃然起敬。他
们用自己的双手

和智慧，将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
传 承 下 来 ，并
赋予其新的生
命与活力。

快乐的时
光是短暂的，我
们期盼着有机会

再次走进明筑雕
刻工作室，详细了解

木偶头悠久的历史。

方特之旅

小记者 尤长宇 指导老师 黄玲

每当我看到电视里
欢乐度假的场景，

我会想起那令人
难忘的方特之

旅。
在厦门

方特东方神
画 ，“ 女 娲
补天”可是
一 个 好 玩
的项目。我
望 向 周 围 ，

只 见 奇 形 怪
状的巨石，如狮

子、如小兔、如牧
人、如树木。四周的

灯光闪烁，营造出一种神
秘莫测的氛围。当我坐上动感游

览车，仿佛穿越时空，跟随女娲冲出天
机阁，置身上古洪荒，感受水神共工、
火神祝融的惊世大战，躲过异兽的贪
婪觊觎，共同完成五彩石补天的重任
……整个过程既刺激又震撼。

令我印象深刻的还有神州塔。这
是一个室内跳楼机。餐后，我们撑起

雨伞，兴致勃勃地奔向神州塔。
一到塔下，同学们便如潮水

般涌入。然而，我刚坐稳，
系好安全带，便听闻有
人因恐惧而退出，这更
让我增添了几分神秘
与紧张。随着工作人
员轻轻按下开关，只
听“噗”的一声，座椅
便如离弦之箭般疾驰
而出。突然，座椅停了

下来，眼前赫然出现一只
大蜘蛛，其巨大身形令人心

惊胆战。接着，座椅在骷髅与白
蛇间穿梭，最后，又回到大蜘蛛面前，
整个过程速度之快，仿佛要冲破天
际。真是一场惊险刺激的体验！

此外，我们还体验了“牛郎织女”
“梁山伯与祝英台”“熊出没剧场”等有
趣的项目，沉浸在中华经典传说的文
化氛围中。

活动在不知不觉中结束了，我恋
恋不舍地离开了，心里憧憬着下次有
机会还要到此一玩。

游厦门方特

小记者 黄泓瑞 指导老师 陈素玲

今天，我们小记者团走进厦门方
特东方神画。

在老师的带领下，我们先参观了
“女娲补天”。我们坐上动感游览车
后，小车缓缓启动，沿途展示着女娲补
天的各种场景图片。小车在行进间还
不时摇晃，仿佛让我们置身于那个神
话般的时代，亲身感受着女娲采石补
天的艰辛。

紧接着，我们参观了“哪吒闹
海”。随着大门的推开，我们坐的
车移动起来，我们看到了精彩绝伦
的画面：哪吒为了保护陈塘关的百
姓而大闹龙宫，他手持乾坤圈和火
尖枪，臂缠混天绫，脚踩风火轮追
赶着东海龙王，东海龙王眼见打不
过哪吒，便同意收回成命，让陈塘
关再次恢复到从前的样子。虽然只
有短短的 5 分钟，但画面十分精彩，
我们仿佛身临其境，都忘了自己是
游客了。

参观完神话故事，我们开始体
验情侣飞车项目。一坐上车，机器
便响起了轰鸣声，座椅开始急速旋
转，整个地板也随之震动起来，转
得我眼花缭乱，头晕目眩。几分钟
后，飞车缓缓停下，我虽有些晕眩，
但那种刺激的感觉却让我久久未能
平静下来。

稍作休息后，我怀揣着期待的心
情，体验了期待已久的项目——神州
塔。神州塔以《白娘子传》中的雷峰塔
为设计原型，塔内“危机四伏”。我坐
上座椅，系好安全带，随着工作人员按
下开关，一场刺激的跳楼机体验便开
始了。在高速升降的过程中，我们从
多面立体银幕上重温白娘子与许仙的
凄美爱情故事，不时还会有蛇、骷髅等
立体影像窜出，让我们仿佛置身于故
事之中。

随后，我们参观了景区内的小剧
场，观看了熊出没、九州神韵等精彩节
目。特别是梁山伯与祝英台的舞台
剧，由真人演绎，情感真挚动人，让我
们陶醉其中。

活动即将落下帷幕，我们依依
不舍地离开了厦门方特。这真是
一个好玩又能让我们增长见识的
地方。

青石板路的村间小道，似有似无的高甲旋律，
还有铿锵的锣鼓声……今天，在老师的带领下，我
们小记者团踏上了探寻闽南高甲戏发祥地——岑
兜村的旅程。

首先，我们来到了戏台，我好奇地瞥向旁边的
剑鞘，顺手拔出一把长剑。随着剑身的轻盈挥舞，我
摆出了各种威武挺拔的剑姿，仿佛自己已化身为戏
中那位英勇无畏的角色，沉浸在戏曲的世界中。

参观完戏台，我们来到岑兜村高甲戏主题户
外博物馆，“看，这墙好特别……”一堵海蛎壳做的
墙壁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这样
做，不仅防雨坚固，更是一道独特的风景。在这堵
墙的旁边，我们细细品读着五大闽戏的详细介绍，
它们分别是高甲戏、莆仙戏、芗剧、闽剧和梨园剧，
每一种戏曲都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

紧接着，工作人员一边带领我们参观，一边讲
解：“岑兜村有‘十家九戏’之说，是名副其实的‘戏
窝子’。有人扮演角色，有人敲鼓吹唢呐，全部以
高甲戏为生，村里高甲戏的创始人洪埔大师被尊
称为‘戏公祖’。洪埔见识渊博，多才多艺，编、导、
演、奏，样样精通。在‘四平戏’的基础上，他保留
了明末时期闽南盛行‘宋江戏’的乡土原味及武打
套路特色，去粗取精，创造出一套新型戏剧，即现
在的高甲戏。高甲戏的角色有生、旦、丑……”我
饶有兴趣地听着。

通过此次小记者活动，我不仅深深喜欢上了
高甲戏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更感受到了戏曲的
无穷魅力。

今天，我们小记者走进金穗米业粮食安全宣
教基地，了解大米的故事。

在工作人员的引领下，我们驻足于一面栩栩
如生的油画墙前。画面上，农民们正忙碌于水稻
的种植，汗水浸湿了衣背，但他们脸上却洋溢着满
足和幸福的笑容，让人不禁感慨劳动真光荣啊！

在参观过程中，我们深入了解了水稻种植的
完整过程。从插秧开始，历经耕耘、灌溉、收割、打
谷、脱粒、椿米、过筛等，每一个环节都至关重要，
缺一不可。耕种水稻是多么不容易啊！回想起以
往，我时常未能将米饭吃完，总会留下几口。有一
次，妈妈发现我没有将米饭吃完，对我进行了一番
教诲：“现在的生活条件虽然好了，但我们不能忘
记农民伯伯们的付出，我们应该珍惜每一粒粮食，
尊重他们的劳动成果。”妈妈的话让我深感愧疚，
我意识到自己对食物的浪费是多么不应该。

我们一路走一路记，生怕漏掉每一个知识
点。通过参观，我明白了珍惜粮食的意义。在此，
我想对农民伯伯说声：“农民伯伯你们辛苦了！是
你们的辛勤付出，才让我们吃上了可口又美味的
饭菜，谢谢你们！”

米的精彩历程
下房小学 王思涵 指导老师 洪珊玲

那天周五，我正在悠然自得地散步。傍晚时
分，天空没有了昔日绚烂的夕阳余晖，也没有停留
在电线杆上的鸟鸣在耳中回荡。抬头望去，只见
一片乌云遮住了天空，眼前突然泛起一层淡淡的
银白色。

突然，“轰隆”一声巨响，犹如神明的怒火，闪
电划破长空，瞬间点燃了整个天空。刹那间，雨水
从空中掉落，拂过我的脸庞，它既不像豆大的雨点
那般狂躁，也不像毛毛细雨那般绵密。反而像一
位温婉的小姑娘，轻轻的！

天色渐暗，空中漆黑如墨，又带着一抹浅蓝，
四周弥漫着清冷的气息。

此情此景，不正是一篇美妙的散文诗吗？

这一天，天气晴朗，太阳公公露出了笑脸。
小白兔提着精致的小篮子，欢快地踏入森林，

准备去采集那些新鲜的蘑菇。不一会儿，天空中
乌云密布、电闪雷鸣，下起了倾盆大雨。小白兔没
带伞，焦急地在原地打转，心里琢磨着该如何应对
这突如其来的大雨。怎么办呢？小白兔望了望四
周，目光突然落在了一片蘑菇上。它灵机一动，想
出办法来。“咦！我可以用蘑菇当伞啊！”小白兔兴
奋地喊道。

于是，小白兔迅速采下一朵大蘑菇，将其当作
雨伞举在头顶。就这样，它撑着这把特别的“伞”，
欢天喜地地踏上了回家的路。

□优秀学生习作选登

南山实验小学

学习高甲戏
南翼实验小学 李骏侨 指导老师 吴雅爽

雷雨天
第一实验小学 王弘毅 指导老师 李莉

蘑菇伞
第一实验小学 洪一宸 指导老师 林凤凰

泉州市超能大药房有限公司，不慎
遗失南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23年3
月21日核发的药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
可证编号：闽DA5951559，现声明作废。

泉州市超能大药房有限公司
2024年4月22日

遗失声明

第二实验小学
“偶”遇非遗 感受传统艺术魅力

在中华民族绵延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非遗文化犹如散落其中的璀璨珍珠，承载着绚烂的中华文明和民族精神，凝
聚着万千先辈的智慧结晶。为了近距离感受非遗文化魅力，近日，南安市第二实验小学20名小记者来到南安市康美镇
明筑雕刻工作室，拜访非遗大师。

在非遗技艺大师傅老师的讲解中，小记者们了解到每一项非遗文化的背后都有一代代为之传承的“守艺人”，他们沿
袭着古老的传统，用他们的精神和作品坚守着一个个活着的文化宝藏。从中，小记者也明白了非遗传承绝不只是个人的
责任，还需要每个人贡献力量。 陈丽红 文/图

东方有神话 一览尽古今

近日，南山实验小学65名小记者怀揣着对知
识的渴望和对新奇世界的向往，探访厦门方特东
方神画，开启一场感受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
体验现代先进科技的研学之旅。 陈丽红 文/图

小记者合影。

▲聆听木偶制作流程。

体验掌中木偶。

我在厦门方特。

◀

探
索
海
底
龙
宫
。

▲一起探秘华夏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