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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推动福建省街
头文化艺术繁荣发展，活跃
街头文化艺术氛围，近日，

“街艺福见”——第二届福建
省街头文化艺术入围节目评
选活动正式启动。目前全省
共有 41 件街头艺术作品进
入网络票选平台。其中泉州
有 5 件作品入围，分别是流
行与南音《刺桐》、民间画字

《街艺福见》、柯派小戏《骑驴
探亲》、掌中木偶戏《玩虎和
打藤牌》、原创歌曲《望》。

记者获悉，该活动以“街
艺福见”为主题，面向文艺爱
好者、街头艺人等群体，征集
具有地域特色、个性化和创
意性强的群众喜闻乐见的表
演艺术类、视觉艺术类、创意
工艺类、非遗传统技艺类以
及适合在地标景区、广场、街
道展演的街头文化艺术动态
节目及静态节目。

记者获悉，艺术品《红
色的蜻蜓》从最初的构思到
成型，用了两个月时间。作
品创作难度大，主要是采用
了新能源实现自动供电的
方式，此外，要把这么重的

“蜻蜓”安全放置在 9米空
中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为此，他还专门前往北京向
神舟七号设计团队请教创
作的可行性，并提供技术支
持，最终利用“三点重力平
衡”的物理特性，帮助完成
这个“异想天开”的创作。

前两日，“蜻蜓”被吊
车运往中山公园后，吴达

新和工作人员共同协作，
把这个作品立起来了。顶
着炎炎烈日，把它安装在
钢柱上，也是一件难事，用
了好几个小时，临近午时
才完成，吴达新被晒黑了
一圈。

据悉，《红色的蜻蜓》

作品运用了“科技+工业”
的表现手法，体现绿色环
保的主题，展示经济发展
与环保共生的平衡。“也寓
意着寻找最初的美好，守
护蓝天，让儿时的蜻蜓再
次回到人们的视野里。”吴
达新说道。

海都讯（记者 董加固）
记者从泉州市丰泽区获
悉，27 日上午，丰泽区召
开泉州数字经济产业园
三期征迁工作动员大会。

据悉，泉州数字经济
产业园三期占地约 461
亩，总建筑面积约 55.7万
平方米，总投资估算约 30
亿元，将建设统建型园
区、定制型园区、人才公

寓社区和市政配套基础
设施等，实现产城融合。
园区以研发生产为主，兼
顾商业服务、生活配套，
聚焦光电子信息、智能机
器人、工业互联网、软件
信息服务、智慧城市和工
业设计、数字创意等行业
领域，引入行业领域龙头
企业，培育本地优质潜力
企业。

海都讯(记者 柳小玲)
在夜晚的泉州清源山，登
高望远，悠然自得，不少
市民朋友都会来这里一
睹繁华的泉州夜景。然
而，泉州清源山下的霓虹
人间也不容错过，泉州文
旅部门现以山下空间为
核心，打造“悦清源”重要
夜间休闲场所，免费开放
清源山风景区山下夜间
经营。

记者获悉，开放时间
为每天晚上 6点至 10点，
免费开放。开放线路为
老君管理所（千手管理
所）—老君木平台—清泰
停车场—欧阳书院停车
场—欧阳书院。

此次山下夜间经营
是围绕清源山下的空间，
结合固有的文化与自然

优势，打造泉州夜间新的
休闲场所，赏月、闲聊，品
茶、看景。目前，各经营
场所正陆续开放，后续更
有“点亮清源山”等多种
活动。

休闲打卡、娱乐桌
游、素食茶点……在欧阳
书院，沿路而上的灯光氛
围场景，巧妙地与周围景
色融合在一起，“刺桐城
外读书台”呈现出泉州特
有的人文历史风貌。书
院里还精心准备各类轻
食、茶歇茶点，为市民游
客提供一站式的服务选
择。除欧阳书院，位于景
区老君木平台附近的商
店也将会同步开放，各类
餐饮美食、旅游伴手礼、
文创商品等供您多样化
选择。

街艺福见 跃动街头
泉州5件作品入围全省街头文化艺术评选

“红蜻蜓”亮灯 泉州靓了
泉籍艺术家吴达新的最新艺术作品《红色的蜻蜓》，振翅飞翔

在泉州中山公园半空

泉州数字经济产业园三期征迁开启

总投资约30亿元

泉州清源山风景区

山下夜间经营免费开放

字为花鸟变，花鸟字中
现。该节目由街头艺人刘
毅然、杨文江、王南山三人
合作完成。在杨文江、王南
山的伴奏下，刘毅然拿起特
制的画笔，快速绘出简洁的
形状、线条，随着画笔的跃
动，五颜六色的墨彩演变成
绽放的花、啼鸣的鸟、跳跃
的鱼，最终组合成栩栩如生

的“福”字。整个过程一气
呵成，文字别有意趣，又带
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

据了解，刘毅然是鲤
城首批街头艺人之一，从
事街头画字这一行业已经
20年。“选择花、鸟、鱼这些
意象来绘画是因为它们象
征着吉祥喜庆，与’福’字
的寓意不谋而合，同时也

祝福民间街头艺术发展越
来越好、蒸蒸日上。”刘毅
然告诉记者，自己已经“漂
泊”多年，最终选择留在鲤
城，晚上常到肃清门广场
街头表演示范点进行表
演，“每次演出时，听到别
人的赞叹和肯定，我都会
感到很自豪，也更有动力
去表演”。

“古早南门有船入港，
海上丝绸万里航”“南音讲
古茶清香，甜点蜜味请客
人”……一曲《刺桐》唱不
完“涨海声中万国商”的繁
华，道不尽“半城烟火半城
仙”的闲适。该歌曲由原
创音乐人张波作词、作曲
并演唱，结合吉他、琵琶、
手鼓等乐器，将闽南语民
谣与泉州南音、梨园戏融

合编曲。“歌词改了两次，
原来是普通话版本，最终
决定用闽南语来唱出我对
泉州的感受，更加原汁原
味。”张波介绍道。

《刺桐》中还穿插南音
和戏曲念白，经南音传习
人陈桂敏的演绎，更显空
灵悠远。“得知张波有将南
音与流行音乐相结合的想
法后，我们一拍即合，在创

作过程中彼此分享，多次
调整。在录制表演时，也
有一些即兴又恰到好处的
发挥，最终呈现了这首完
美的《刺桐》。”陈桂敏介
绍，自己选取了《风落梧
桐》《元宵十五》两个曲目，
以戏曲念白、南音演唱的
形式呈现，“这两个曲目的
意境十分美好，与我理想
中的刺桐城非常贴切”。

流行与南音相结合 《刺桐》一曲意境远

花鸟鱼随画笔跃动 飘逸画字“福”自来

N海都记者 柳小玲 田米 文/图

25 日晚 7 时，一只红色的“蜻蜓”悬停
在泉州市区中山公园半空，“蜻蜓”发出微
弱的红光，在夜幕衬托下，格外显眼独特，
吸引许多散步锻炼的市民朋友凑近观赏。

原来，这是泉籍艺术家吴达新的最新
当地艺术作品——《红色的蜻蜓》迎来正式
亮灯。这只“蜻蜓”展翅20米宽，立于近10
米高的钢柱上，两侧翅膀张开，一副振翅飞
翔的姿态。

“这是我的新作品，一
只钢制的蜻蜓，总重量足足
3吨，两侧翅膀及中间是由
大钢柱组成，其中一侧翅膀
是由带有电池的新能源汽
车底盘组成，另一侧翅膀则
装置了光伏发电板，集合太
阳能后可供亮灯，实现绿色
能源自主供给。”吴达新介
绍道。

昨晚，在中山公园草坪
上，“蜻蜓”被正式点亮，
之所以选择红色亮灯，吴达
新进一步解释，红色喜庆，
整个作品寓意着幸福吉
祥。92岁的母亲在他的陪
伴下，也来到现场看他的作
品，算是满足了他内心的小
小愿望。

“我小时候经常跟玩

伴一起捕捉蜻蜓。”吴达
新说，因此，他一下子就
唤醒了脑海中埋藏已久
的 回 忆 ，触 发 了 其 创 作

“红色的蜻蜓”雕塑的灵
感源泉。

而之所以选择将作品
立在中山公园，是因为他
从小就生活在中山路，他
回忆，儿时经常会跟父亲

来这里跑步玩耍，而当谈
及父亲时，他一度哽咽。
而此次能将作品安置于
此，也是他儿时情怀的寄
托。“蜻蜓”将在中山公园
展示一个月左右，在此期
间，也是对该作品进一步
测试，之后将被运往南京
参加今年的国际雕塑艺术
展。

“科技+工业”创作“异想天开”立高空

钢制蜻蜓足足3吨 集合太阳能可供亮灯

市民打卡“红蜻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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