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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都讯（记者 田米） 昨日凌晨，
泉州市沿海地区遭遇了一场猛烈的短
时强降水，局部达到暴雨量级，其中南
安水头镇累积降水超过90毫米，最大小
时雨量达81.7毫米。

气象部门预计，今明两天泉州市仍
将处于活跃的季风槽内，多午后对流性
降水，气温方面变化不大。市民要及时
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

福建均达拍卖有限公司受委托，定于2021年08月19日下午三点在厦门市思明区金星路41号
2号楼一楼会议室举办拍卖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物：尼桑牌ZN1033U2G4轻型普通货车一部（闽E088KF）
二、标的展示、咨询、报名：即日起至2021年08月17日下午5点止接受咨询、看样。有意竞买者

凭有效证件向福建均达拍卖有限公司账户交纳保证金。
三、报名时间、地点：2021年 08月 17日下午 5点止到厦门市思明区金星路 41号福建均达拍卖

有限公司办理报名手续。
四、未尽事宜，详见拍卖须知和规则。
咨询电话：18960085510

福建均达拍卖有限公司
2021年08月12日

福建均达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今明两天午后
或有对流性降水

采访当天，我们在新门街南音艺苑见
到了江南。他掏出背后那把“等候”多时
的二弦，兀自弹唱起来。淡淡的弦音，如
天籁，穿过上空，氤氲开来。这把二弦跟
着他有 10 年了，被磨得发亮。江南边拉
边唱，一曲曲遗韵，古意盎然。尔后，他拎
起二弦，精心擦拭一番。

江南年纪轻轻，但和南音的故事很
长。他并不是出生在南音世家，但从9岁
就开始学南音，至今已是第19个年头。

孩童时，被农事弄得一身疲惫的
爷爷，到了夜晚，总会带他到村里的南
音馆阁听南音，在吹拉弹唱的悠悠扬
扬声里，解去一身疲乏。江南第一次
被带进馆阁时，像打开了新世界，馆阁
内搭的“彩棚”，舞台上放置的宫灯、黄
凉伞，让他眼花缭乱。来的次数多了，
竟觉得这音乐怎么那么好听，也跟着
唱念唱念。忽然有天，竟能完整唱出
一首曲子。

“要不要学南音？”一天回家路上，爷
爷问他，江南没半点犹豫就回答“要”。馆
阁里请了南音先生教学。初学南音的那
段日子，是漫长无趣的，但江南还是坚持
了下来，利用晚上、周末时间，一遍一遍练
习，很快就会弹会唱。后来进入变声期，
不再适合吟唱南音，便学了乐器。因为身
子小，琵琶抱不动，洞箫又太长，先生便教
他学拉二弦，二弦的音调缠绵温存，江南
喜欢，便欣然接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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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南音，被称为音乐文化的“活化石”，南音所用的乐器，主
要有洞箫、琵琶、二弦、三弦、拍板。其中，二弦是四管中唯一的拉
弦乐器，至今仍保留着古老形态和独特的演奏技法。

今年28岁的郑江南，是泉州市南音传承中心最年轻的二弦演
奏者。他从9岁学南音时，就开始接触二弦，从此与二弦形影不
离。每每拉起二弦，伴着弦乐声声，如聆听仙乐一般，绵绵不绝。
他最大的梦想是，未来10年内，办一场独属二弦的专场音乐会。
近日，海都记者走近江南，听他讲述与南音结缘19载背后的故事。

“我刚步入大学时，也曾对自己的
南音之路怀疑过，当时南音比较小众，
并不被完全接受，不如民乐团受欢迎，
家人也担心出来后就失业了，其实是内
心还未真正接受它。”江南说，当时，班
上有 20名学生，只有 3名是男生，身边
的人看他学南音，都觉得很“另类”。他
内心的声音告诉他，坚持下去。在大学
的很多演出交流、新加坡教学交流，以
及公益课程分享会上，江南接触到越来
越多爱好南音、崇敬南音的人，也真正
接受了内心的想法。

他的老朋友二弦，是南音“四管”中
的唯一弓弦乐器，它和“四管”中的弹拨
乐琵琶、三弦、吹奏乐洞箫组成南音乐
队，南音缺了任何一种乐器演奏，都会
丢了它的魂。但与洞箫、琵琶相比，二
弦的知晓度并不高，常常会被人们忽
略，所以，他眼前最大的梦想是，未来十
年内，办一场属于二弦的专场音乐会，
他想让这种原本只在南音吟唱者背后
吹奏的乐器，变为真正的主角，在舞台
上崭露头角，让更多的人认识二弦。

而去掉了琵琶、洞箫、三弦，只剩下
一把二弦，就愈加考验演奏者的技艺。
他说，为了这个梦想，他还需更加努力。

毕业后，江南并未按部就班留在泉州考编制当老师，他在
学长的推荐下，到新加坡城隍艺术学院任教，专职教学南音。

任教的两年时间，是他迄今为止最珍贵的一段时光。对
于新加坡当地的南音浓厚氛围，他并不感到意外，因为有闽
南人的地方就有南音，对于在那里落地生根的海外华人华
侨，更是一种乡音。让他觉得惊喜的反倒是，南音跟当地人
并没有产生违和感，很多来自当地不同行业不同层次的男女
老少，因南音很开心地聚在一块玩，他深受感动的同时，也更
无比认真投身其中。

在新加坡韭菜芭城隍庙100周年之际，为了让南音崭露
头角，江南精心组织和策划了南音表演节目，惊艳了全场。后
来，新加坡艺术管理会特别邀请他带着南音参加上万人的“妆
艺大游行”表演，他牵头组织了一支200多人的方阵，穿着古
老服饰，手持着琵琶、洞箫等南音乐器，伴随其创新改变并吟
唱的南音《风打梨》入场，与观众们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夜晚。

那场演出结束不久后，江南就决定回国了。回国后，江南
用一年时间，考进了泉州市南音传承中心，成为南音乐团里最
年轻的二弦演奏者。闲余之时，他还会到一些中小学校当外
聘老师，教学生吟唱南音，他希望有更多的新生能爱上南音。

为了让学生更快进入状态，他有一套自己的教学方式，
通过演奏一些熟悉的流行歌曲入手，引起学生的兴趣，再逐
步教学，让他们喜欢上南音。他说，有一位学生，学了洞箫
后，在出国到加拿大时还不忘带上洞箫，演奏南音曲子给那
边的亲人听，他觉得目的就达到了。

南音在过去，是热闹生活里的一部分。元宵、中秋、祭
祀、婚丧嫁娶，都有南音乐队的袅袅清音，踩街过道，越是乡
村里越见勃勃生机。江南所在的这支南音乐队，也经常会有
人来请他们去表演南音，小小年纪的江南，从小便有了很多
演出机会。

但他回忆起那段时间，其实内心对南音是有所抗拒的。
因为学南音，和他玩耍的男孩子不愿意跟他玩了，说江南天
天只在女生堆里玩，还吟唱那么奇怪的腔调。年幼的江南气
坏了，躲在角落里哭，不愿再去学南音。后来，在南音先生的
鼓励下，江南又坚持回到学习南音的轨道上。

因为二弦拉得好，江南在参加当时的泉州市南音中小学
生比赛中还拿过第一名。后来，在南音洞箫演奏家王大浩老
师的推荐下，他被特招到培元中学，加入了学校的南音乐
团。高考时，江南顺利被全国南音最高学府——泉州师范学
院音乐与舞蹈学院音乐学（南音方向）录取。大学四年里，他
潜心钻研南音二弦，也参加过各类大小演出。

N海都记者
柳小玲 田米 文/图

乡村馆阁里玩耍
玩着玩着学起了南音

年幼时也曾退缩过
后来潜心钻研二弦

出国任教交流两年
希望更多人爱南音

举办二弦音乐会
是他最大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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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伴了10年的二弦，已被磨得发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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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市区天气预报
12日 小雨 27℃~32℃
13日 小雨 27℃~32℃

厦门市区天气预报
12日 小雨 26℃~32℃
13日 小雨 26℃~32℃

漳州市区天气预报
12日 中雨 26℃~33℃
13日 小雨 26℃~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