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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海都小记
者洪光熙。时值泉州申遗成
功一周年，今天，我们来到了
泉州非物质文化遗产馆。

首先，我们观看了一段栩
栩如生的木偶戏《小沙弥下
山》。木偶戏讲述了一个小和
尚平时念经不认真，有一天，
师父让他下山化斋，结果他走
到一半，天空就下起瓢泼大
雨。小沙弥急忙念经请佛祖
保佑，但由于平时不认真念
经，再加上着急，他越念越错，
雨也越下越大……台上，表演
者的手指灵巧地来回环绕着，
几根木偶线被他玩得收放自
如，在他的操控下，小沙弥一
会躲雨，一会念经，每一个动
作都那么的惟妙惟肖！

接着，我们来到了花灯
馆。据说，花灯起源于汉明帝
永平年间，至今已有近 2000
年的历史。这儿的花灯五颜
六色，造型五花八门，花灯上
的图案亦栩栩如生！

这场活动让我感触良
多。泉州给生在斯、长在斯的
年轻人提供了良好的非物质
文化传承土壤，随着越来越多
的年轻人关注传统文化，并愿
意走近、学习和传承传统文
化，家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将
会更好地被推广。民族的，才
是世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传承给了我们每个中华儿
女更有文化自信的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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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艺术的殿堂
流连忘返

非遗文化之旅

小沙弥下山

见证世界的泉州
寻迹非遗

这是我第一次走进泉州
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第一次
深入了解家乡的文化艺术，
踏寻古老的文化足迹。

首先，我们观看了木偶
表演。在我看来，木偶戏是
一种奇妙的艺术，它通过拉
扯简单的丝线，就能牵动木
偶身体的各个部位，进行协
调流畅的表演。而每个木偶
本身也是栩栩如生。

我们看的第一场木偶戏
是《小沙弥下山》，一个很可
爱的小沙弥自言自语，敲木
鱼诵经，不时还摔一
跤 。 下 暴 雨
了，小沙弥
奔跑的样
子 既 滑
稽 又 憨
态可掬，
看 得 我
们 哈 哈
大笑。第
二场是《钟
馗醉酒》。钟
馗因为相貌丑
陋，不受重用，他对
酒的热爱，让人感受到了他
的忧愁。木偶师傅通过拉动
丝线，准确地控制钟馗手提
起酒杯和酒壶，让钟馗喝酒
的动作如行云流水，引来观
众阵阵掌声。

看完木偶戏演出，我们来
到了展览馆，沉浸在艺术的殿
堂里流连忘返。这里有制作
精良的无骨花灯，有色彩淡雅
画面朦胧的永春纸织画，还有
高甲戏、南音、惠安石雕、惠安
女服饰、脸谱艺术……

最后，我们依依不舍地
告别了非遗文化馆，今天真
是让我难忘的一天！

在太阳炙热的怀抱下，我们来到
了泉州非物质文化遗产馆。我开心地
搓着手，猜想着：非遗文化到底是什么
呢？

带队老师领着我们走进一个小剧
场，我们观看了两场提线木偶戏。在
表演者的控制下，两个木偶灵活地做
着各种动作，加上闽南语配音，简直跟
真人一模一样，让人不由得赞叹表演
者的高超技术。后来听一位表演者
说，他练习了十几年才练成这样，真的
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接着，我们一路观赏非遗产品，有
演奏南音的各种乐器，有精雕细

刻的惠安木雕，有各具特色的
灯笼，还有艳丽的惠安女
服饰。

老师给我们讲解惠
安女服饰的特征：“封建
头，民主肚，节约衫，浪费
裤”，意思是，头部被头笠
和头巾包裹得仅露出眼

睛和鼻子，这是“封建”；
腰、腹部却坦然显露，这是

“民主”；筒裤的裤脚宽达 40厘
米，这是“浪费”；上衣却短得连肚脐

都遮不住，这叫“节约”——这么一说，
让我对惠安女服饰有了新的认知。

随后，我们观看了另一项极具泉
州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高甲
戏，妙趣横生的表演把我深深地吸引
住了。表演结束，表演者还邀请我们
5位小记者上台学习高甲戏的基本动
作。我认真地跟着学，无奈自己动作
笨拙，表情僵硬，后背不由得流下冷
汗，真是一点都不容
易啊！

我想，这些非遗项
目向全世界展现了我的
家乡独特的一面，非常值得
我们后辈们努力学习，并永久
传承下去。

7 月 30 日下午，作为融创
泉州·海都小记者站的成员，我
参加了泉州非遗研学活动。

一走进非遗馆，就见展厅
大堂上方挂着很多像红色砖柱
一样的灯箱，每个灯箱都写着
一个泉州非遗项目，有拍胸舞、
南音、乌龙茶、妆糕人、花灯、五
祖拳、提线木偶戏……

我们来到“非遗剧场”，观
看提线木偶戏《小沙弥下山》和
《钟馗醉酒》。表演非常有趣、
精彩，让我印象最深刻
的就是钟馗喝酒的
场景。他先是用
小酒杯一杯一杯
地喝，喝得不过
瘾，干脆捧起
酒缸直接把酒
倒进嘴里——
在表演者的操
控下，钟馗醉酒
的每一个动作如
行云流水一气呵
成，嘴里还不住喊着：

“何究，何究（闽南语：好
酒）！”而且我发现，木偶小人手
里的酒壶居然真的有水滴了出
来！好神奇！

演出结束后，我们还参观
了花灯展厅，观看了高甲戏，欣
赏了石雕木雕艺术、地方戏的
脸谱和惠安女传统服饰……

这次泉州非遗馆之旅，让我
对泉州的传统饮食、服装、戏曲、
风土人情等文化都有了更多了
解。我的故乡泉州，还有很多有
趣的故事是我从未听过、见过、经
历过的，我想多到故乡的各个角
落走一走，继续倾听故乡的故事。

在烈日炎炎的午后，我怀
揣着一颗激动的心，来到了泉
州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开启了
我的非遗半日游。

首先，我们走进“非遗剧
场”，观看提线木偶表演《小沙弥
下山》和《钟馗醉酒》。表演老
师娴熟地将手中的线一提一拉，
那小木偶便开始舞动起来，或
走路，或坐下，或把盏……表演
得惟妙惟肖，赢得了全场掌声。

看完演出，小记者们来到
花灯区。头顶上悬挂着各种各

样的灯笼，我们认真
地听着导游老

师的介绍，了
解 花 灯 的
分 类 ，发
现 每 盏
灯 都 有
着自身
的独特
之 处 ，
十 分 美
丽。

接着，
我们来到高

甲戏表演区。大
家席地而坐，抬头看着

表演老师的精湛演出。演出
后，老师给我们讲解高甲戏的
知识，并与我们交流，让我们
尝试高甲戏的一些基本动
作。我举手上台，近距离领略
了高甲戏的精彩。

之后，我们还了解了惠安女
服饰，聆听美妙的南音，领略梨
园戏的独特，了解泉州南少林的
历史渊源……通过这次参观，我
了解了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迷人之处。我想，我们应该尊重
这种文化，去保护它，传承它。

泉州提线木偶戏，古称悬丝傀儡，源于秦汉，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
录。据文献记载，提线木偶戏最迟于唐末五代就在泉州及周边地区流行，此后历经宋、元、明、清以
至当代，至今保存700余出传统剧目和由300余支曲牌唱腔构成的独有剧种音乐“傀儡调”。

7月30日，融创泉州·海峡都市报小记者站的小记者们，走进泉州非物质文化遗产馆，欣赏了
两出提线木偶戏，感受泉州非遗的魅力。

哇，这些花灯太漂亮了！

小记者们都爱提线木偶戏

来
，跟
老
师
一
起
学
习
高
甲
戏

（活动执行：姚青青、朱惠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