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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润珠扮演了 40多
年的“火鼎婆”，作为非遗
传承人，她深刻感受非遗
传承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非遗的传承离不开年轻
人，我们不仅要传承技
艺，还要通过非遗文化的
感知，让年轻人牢固树立
文化自信。”吴润珠说，近
年来，古城文化氛围日益
浓厚，社会各界高度重视
非遗文化的传承和保护，
泉中职校“火鼎公婆”传
习所正是一个生动缩影。

据介绍，该传习所成

立于 2015 年，由吴润珠
负责非遗教学。今年 6
月，该传习所升级为泉州
市第三批市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传习所。7年来，
已有 150 多名学生顺利

“出师”。“我学习‘火鼎
公婆’表演已经三年了，
希望这个项目能一直传
承下去。”传习所学生张
盈盈读的是学前教育专
业，她希望，能把“火鼎公
婆”项目融入今后的工作
中，让更多孩子接触、了
解非遗文化。

N据新华社

微微泛红的火星与皎
洁明亮的月球近距离“相
遇”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天
文科普专家介绍，11 月 11
日晚，一次赏心悦目的火星
合月将亮相天宇，届时只要
天气晴好，我国感兴趣的公
众凭借肉眼就能目睹这幕
浪漫的“星月童话”。

所谓行星合月，是指月
球和行星出现视赤经相同
的时刻。视觉上来看，合月
之时是行星与月球比较接
近的时候。如果发生合月

时，月球和行星的视赤纬也
比较接近，地球上部分地区
还可能看到月掩行星的景
象。

作为太阳系八大行星
之一，火星是地球轨道外的
第一颗行星，颜色呈橘红
色。可以说，除月球之外，
火星是最受人类关注的天
体。截至目前，人类已经陆
续向火星发射了数十个探
测器。在火星上寻找生命
的痕迹，成为人类一直孜孜
不倦探索火星的重要动力
之一。

中国天文学会会员、天

津市天文学会理事修立鹏
介绍，今年 10月 30日起，火
星开始逆行，自东向西移
动。逆行期间，火星的亮度
会持续上升，从逆行初时
的-0.9等逐渐增加到 12月
8 日冲日时的-2.6 等。眼
下，微微泛红的火星已是非
常醒目，几乎整夜可见，成
为夜空中不容忽视的存
在。它与熠熠生辉的木星
遥相辉映，竞放光芒。

11月 11日 21时 46分，
火星合月。这是一次比较
好看的行星合月。天黑后
不久，一轮农历十八的亏凸

月会与火星携手从东方升
起，微微泛红的火星位于月
球右下方。此次合月时，火
星的亮度已经达到-1.5等，
灿若宝石。

“我国感兴趣的公众可
在前半夜观赏，后半夜月亮
就与火星渐行渐远了。观
测时只需挑选无遮蔽物、看
得到月亮的地方即可。喜
欢天体摄影的公众可以尝
试拍摄一张‘星月同框’的
照片。如果使用小型天文
望远镜还可能观测到火星
表面的颜色和两极的白色
极冠。”修立鹏说。

浓妆艳抹媒婆痣，宽袖
阔腿摇摆姿，熊熊烈焰烧妖
氛，公婆抬鼎留乾坤……说
起泉州乃至闽南最“魔性”的
民俗表演，火鼎公婆一定榜
上有名。独具特色的乡土气
息、诙谐逗趣的表演形式、神
秘的民间信仰色彩，让它根
植于泉州草根文化的血液
中，寄托着百姓对消灾解难、
国泰民安的希冀。

史料记载，清代中后期，
火鼎公婆表演已在泉州城乡
流行，多见于迎神赛会的民
俗踩街活动。民间认为，这
种表演源于城隍、王爷等神
祇出巡时抬火鼎“踩路”，表
达了人们对驱除疾疫、驱邪
镇恶的向往和对风调雨顺、
国泰民安的祈求。

过去，火鼎公婆表演一
般由抬着火鼎的“火鼎公”

“火鼎婆”及挑着柴火担子的
“女儿”组成。“女儿”需不时
往火鼎中添加柴火，让火鼎
越烧越旺。但表演者也常被
烫伤，脸会被熏黑。随着时
代变迁，柴火已为“电子火”
替代，同时不再有“女儿”挑
柴，表演核心集中于“公”

“婆”二人。2007年，“泉州鲤
城火鼎公婆”被列入第二批
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名录。

作为“丑角”，火鼎公婆
的装扮与泉州高甲戏中的

“破衫丑”“家婆丑”相似，有
浓郁的地方戏曲韵味。单是
火鼎婆的舞蹈步法，就分为
小碎步、掌中木偶步、提线木
偶步、四方步、上山步、下山
步、过独木桥步等近十种。

更妙的是火鼎公婆的神
情手势。踩街时，演员根据
队伍节奏自由发挥，舞姿神
态变化无穷。虽然是丑角，

“公婆”表演“打情骂俏”须体
现出诙谐滑稽感，“歪唇咧
嘴”亦显可爱。如何神形俱
佳，全凭演员自身的经验和
默契。

为了达到更好的效果，
装扮和道具就显得特别重
要。“火鼎婆”浓妆艳抹的脸
上，常点着一颗蜘蛛状的媒
婆痣，寓意“知足常乐”；“火
鼎公”则头戴圆帽，身穿马甲
褂子和宽筒裤，脚着黑布鞋，
手拿长旱烟管。两者风格既
诙谐又和谐。 （东南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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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生物学家近日的研
究成果揭示了一个有趣现
象：约 2 亿年前的昆虫会
把卵产到银杏类叶片中，
而这些“藏”在叶片中的卵
竟被其他昆虫取食了。该
成果于 11月 8日发表在国
际期刊《当代生物学》上。

昆虫会在植物内产
卵，这是它们的一种特殊
生殖策略。昆虫使用特殊
的产卵器将卵产到叶片或
树皮等植物组织里，使虫
卵得到保护，以提高后代
存活率。

云南大学古生物研究
院冯卓团队经过长期野外
科考，在四川自贡距今约2
亿年前的三叠纪晚期地层
中，采集到了大量保存精
美、物种丰富的植物化
石。从这批化石中，古生
物学家找到了昆虫植内产
卵的化石证据。

通过比较解剖学研
究，团队在一种银杏类叶
化石内发现了大量昆虫卵
化石。分析表明，这些虫

卵与现生蜻蜓目昆虫卵最
接近。

冯卓解释，从解剖学
特征看，保存虫卵的植物
叶片的上表皮比下表皮角
质层更厚，而角质层具有
良好的隔热和防紫外线辐
射作用。此外，叶脉间柔
软的叶肉组织也更利于昆
虫插入产卵器并产卵。

有趣的是，研究者还
发现，这些叶片中的虫卵
竟被其他昆虫取食过卵
液。“可能是某种半翅目昆
虫利用刺吸式口器刺穿卵
壳、吸食卵液，并在卵壳上
留下了直径约 1 至 3 微米
的取食孔，有些卵壳上甚
至留下了多个取食孔。”冯
卓说，虫卵具有丰富的营
养物质，但如何准确找到
这些“藏”在叶片里的卵，
需要昆虫具有特殊的嗅觉
或视觉神经系统。

冯卓说：“昆虫的植内
产卵代表了一种先进的生
存方式，而取食卵液也是高
效获取营养的策略。这两
种行为都利于物种繁衍且
在约2亿年前就出现了。”

非遗“火鼎公婆”跳进社区

“星月童话”明晚将浪漫上演

火鼎“踩路”，“公婆”扮丑
源自草根的“魔性”之舞

□相关链接

2亿年前
“藏”叶片内的虫卵被偷吃了

我国古生物学家找到昆虫在
植物内产卵的化石证据

N海都记者 柳小玲
通讯员 赖良德 文/图

近日，泉州市鲤城区常
泰街道五星社区通过非遗表
演、非遗传承人宣讲的形式，
让社区居民在家门口感受非
遗魅力。

一大早，“火鼎公婆”
项目省级非遗传承人吴
润珠，就带着泉中职校

“火鼎公婆”传习所的学
生们来到社区新时代文
明实践站，大家抓紧时间
换装、化妆、彩排，只为了
给社区居民呈现最佳的
表演。经过一番紧张有
序的准备，演出正式拉开
序幕。

头顶盘起高高的发
髻，身穿镶边大襟红衫，
下着镶边宽筒大红裤，一
手拿红手帕，一手执大圆
蒲扇……吴润珠和学生
们扮相夸张，表情诙谐，
舞姿灵动，她们一边表演
一边同现场居民群众互
动，接地气的表演，让居
民乐开了花，赢得了现场
阵阵掌声。

表演诙谐逗趣 居民乐开了花

非遗传承离不开年轻人
她7年带150多名学生“出师”

吴润珠的学生
正在表演“火鼎公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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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天文爱好者王硕2021年4月17日
在天津拍摄到的火星合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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