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闹厅的乐队不能少于
10 人，当天演奏的 13 位艺
人，是湖洋镇最擅长演奏闹
厅的村民。84 岁的陈谷先
老先生，是当地一名文学爱
好者。这次的闹厅表演，他
和其他老人一样兴奋、激动。

他介绍，“闹厅”二字，
意为热闹厅堂，古而有之。
唐宋以来，永春兴建了许多

庙宇祠堂，每逢庆祀之时，
皆有音乐助兴，闹厅开始进
入宗教场所，在神佛生日、
观灯做照时，也有鼓乐闹
厅。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
把永春闹厅引进吉祥场合，
营造热闹气氛。

闹厅没有唱词，而是打
击乐、吹奏乐、管弦乐相互交
替进行，由三大乐段组成。

开头是洪亮激昂的吹打乐，
欢 快 的 传 统 曲 目《百 家
春》。中间是婉转悠扬的管
弦乐，属于抒情乐段，选择
了南音中的指谱《出庭前》，
乐曲明朗而典雅。结尾是
村民们耳熟能详的《三千两
金》，各种乐器合奏，最后戛
然而止，令人回味无穷。

闹厅演奏内容十分丰

富，结构相当严谨，各乐段
的组合具有一定的规律。
艺人们把它概括为“龙头凤
尾麒麟身”，乐曲豪伟雍容，
在当地民间器乐演奏中拥
有最为华贵的地位。因此
在湖洋，只有春节、中秋节、
重阳节等重要节日或大场
面，才能听得到闹厅，“乐声
响起，村里一下热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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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老年人
吃得满意

“这里环境干净卫生，
饭菜更是营养美味！”今年
88岁的许福星连连称赞，他
告诉记者，自己长居香港50
多年，近两年才回到家乡，
目前 4个孩子都在香港，他
一人独居生活，爱心食堂解
决了他买菜、做饭的大麻
烦，为表示支持，他还特意
捐赠了1000元。

“我们在入户调查过程
中发现，社区空巢、独居老人
数量颇多，他们常常早上煮

一锅粥，应付一日三餐。”和
平社区党支部书记杨海红介
绍，社区目前共有居民3777
人，60岁以上老年人 900多
名，其中空巢老人42名。

为解决他们的吃饭问
题，和平社区依托居家养老
服务中心，筹办爱心食堂。
爱心食堂占地面积约140平
方米，场所是社区自有资产，
将长期免费提供。经营由鲤
城教育集团旗下公司负责，
经费主要来自爱心单位、个
人捐赠、上级部门专项补助
和社区自筹等，“目前收到的
爱心捐赠已经有 5 万多元
了”。

社区环卫工
可享优惠

据介绍，爱心食堂目前
仅开放午餐服务，提供两荤
两素一汤的套餐，主要为空
巢、独居老年人服务，最多
可接待 30 位老人同时用
餐。其中，低保、残疾、行动
不便、优抚、生活困难、失独
家庭的老年人可在食堂免
费用餐；80 岁以上空巢、独
居的老年人则按人每餐 12
元的公益标准收费。

针对高龄、残疾等行动
不便的老人，爱心食堂还会

安排社区志愿者为老人们
送餐到家。

记者发现，爱心食堂还
为社区6名环卫工开放午餐
服务，并提供7元午餐补助。

“每餐只要 5 元就能享
用爱心食堂午餐。”在社区
居住工作了 20多年的环卫
工朱金水表示，爱心食堂
味道好、价格实惠，还很方
便。

记者获悉，今年年底
前，鲤中街道将争取实现辖
区 12个社区爱心食堂全覆
盖，解决更多空巢、独居老
年人的吃饭问题，让老年人
安享幸福晚年。

海都讯（记者董加固）
“公园里头出现一个大
坑，很危险。”泉州市民
黄先生近日向智慧海都
APP 报料，反映泉州北
滨江公园白水营园有一
处人行道路面塌陷，出
现一个大坑，存在安全
隐患。

当天上午 10 点多，
海都记者接报后赶到现
场，在白水营园靠篮球场
一侧附近约 100 米的人
行道，找到了这个大坑，
面积约3平方米，深约10
厘米，几乎把人行道“拦
腰”截了。

“塌陷出现有一段时
间了，不见有人来处理。”
一名正在附近散步的七

旬阿伯说，公园人行道出
现这么大的坑，比较危
险，夜间如有行人特别是
老人途经，在视线不佳的
情况下，可能会发生摔倒
摔伤的意外。

当日上午，记者还在
白水营园溪墘桥边上的
锦溪胜境广场，见到 2棵
被大风吹倒的大型绿化
树刺桐，其中一棵被连根
拔起，包括底座的设施也
被掀起，占据了广场的部
分空间。

记者随后将了解到
的两处情况，反映到泉州
市 12345便民服务平台，
平台工作人员回电称，已
受理此事，并将联系相关
部门来及时处理。

乐声响起 村里一下热闹了
永春闹厅源于南音，2007年被列为泉州“非遗项目”；永春县湖洋镇13位艺人

合奏一曲闹厅，为村里老人送去重阳节祝福

爱心食堂开张 为老人提供营养午餐
鲤中街道丰富敬老服务内容，争取年底实现爱心食堂全覆盖

泉州北滨江公园

人行道惊现一大坑
2棵刺桐倒卧广场

N海都记者
柳小玲 田米 文/图

说起泉州特色民间音乐，
有些人会想到“永春闹厅”。
前日，淅淅沥沥的秋雨中，永
春县湖洋镇湖城村种德堂前，
13 位新老艺人共同合奏了一
曲闹厅，为村里的老人们送去
了最真挚的重阳节祝福。

永春闹厅源于泉州南音，
是具有独特艺术风格、浓郁乡
土特色的一种合奏音乐，早在
2007 年就被列为泉州市非物
质文化遗产项目，目前，当地
文旅部门正在申请将其列入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为了传承与保护永

春闹厅，新中国成立以
来，永春县就以参加活动
的形式进行保护，积极参
加音乐会、南音大会唱等
活动，进一步扩大闹厅的
影响。例如，1960年闹厅
曲艺节目《井边会》参加
了晋江地区首届音乐会
荣 获 演 出 奖 ；1986 年 、
1988 年在泉州举行的南
音大会唱和 1987 年厦门
举行的南音大会唱中，永
春代表队均携闹厅节目
参加演出；2005 年开始，
永春闹厅曾连续五次荣
获泉州市民间音乐邀请
赛一等奖。如今，闹厅常
被定为活动开头或结尾
的节目，得到较大的关
注。

“由于种种原因，闹
厅目前处于濒危状态，传
承人缺乏的危机尤其严
重。”永春县文化馆相关

人士介绍道。为此，永春
县正在通过政府扶持、社
会投入、市场运作等办
法，对传承人进行资助扶
持和培养，努力改善永春
闹厅的生存状况，让这

“闽南文化的活化石”重
现曾经的辉煌。

非遗活态传承要从
娃娃抓起，为此，湖洋镇
文化学会设立的南音组，
鼓励当地孩子来学闹厅，
老艺人与孩子面对面互
动、手把手教学。永春还
开展闹厅进校园活动，在
五里街中心小学、蓬壶中
心小学等十几所中小学
组织闹厅兴趣小组，培养
闹厅传承人。接下来，永
春县还将积极与海内外
弦友进行交流，走出去、
请进来，积极传承闹厅技
艺，并组织人员搜集整理
相关文献资料，进行有效
保护。

“非遗”活态传承 从娃娃抓起

闹厅来源于泉州南音，
据民间艺人相传，每年农历
二月十二及八月十二日，是
永春的“郎君会”，民间鼓乐
手、宗教音乐手，经常与南音
乐师、乐手以艺会友，互磋技
艺，在清末和民国年间，便将
鼓乐的“闹厅”与南音的“八

音”精华结合起来，组编新的
闹厅乐曲，一直延续至今。

如今，永春闹厅和南音
一样成为群众喜闻乐见的
民间音乐，不仅各种庆典、
祭祀活动有闹厅出场，许多
群众文艺晚会，闹厅是“压
轴戏”，成为永春民间音乐

品牌。
此外，因闹厅演奏的音

乐都离不开南音的曲牌，也
成为研究南音和闽台民间
弹弦音乐及其艺术活动的
不可多得的活化石，具有重
要的历史价值。

“旅居海外的许多永春

人不忘桑梓，积极传承永春
文化，因此闹厅除在泉州、
厦门外，也在我国台湾以及
东南亚一带广泛流传。”陈
谷先说道。成立于 1983 年
的印尼东方音乐基金会，就
将永春闹厅作为他们表演
交流的保留节目。

永春闹厅 源于泉州南音

重要节日 营造热闹气氛

N海都记者 柳小玲
通讯员 李淑媚

每天中午12点，爱心食堂开放，老人们开始享用午餐，黑椒牛肉、香菇滑鸡、丝瓜、
上汤芥蓝……午餐菜色丰富，营养均衡，大家围坐一桌，边吃边聊，十分惬意。

记者获悉，近日，泉州市鲤城区鲤中街道和平社区爱心食堂正式揭牌投用，为符
合条件的社区老人提供营养、实惠的午餐服务。

永春古厝表演闹厅庆祝重阳节

非遗文化“闹厅”，大部分是老艺人在表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