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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都讯（记者 田米
实习生 熊智祥 文/图）
昨日上午，第五届石狮市海
峡两岸狮阵武术大汇演在
卢厝村举行。

2021年 6月，以石狮狮
阵为代表的泉州刣狮被列
入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石狮作为闽南狮阵的主要
区域，具有深厚的群众基
础，包括卢厝、沙美、东园三

队狮阵。
据了解，卢厝狮阵已有

300多年历史，近年来，卢厝
狮阵成立武术馆，有计划地
组织村民操练狮阵，开展

“非遗”进校园、入警营等活
动，多次受邀在闽南文化
节、海峡论坛等大型活动中
表演，并在国内外重大武术
比赛中屡获佳绩，成为石狮
文化活动中的靓丽名片、金
字招牌。

石狮已多次举办海峡
两岸狮阵武术大汇演，此次
活动汇集了台湾兰贤陵武
馆金狮阵和泉州地区的 15
支狮阵表演团队。

其中，卢厝狮阵阵法操
演以龙虎旗为前导，队员分
为二列阵队，持各种武器，
拥簇青狮冲入场中，串绕变
幻青龙阵、蝴蝶阵、蜈蚣阵、
八卦阵、连环阵、长蛇阵等
各种阵法。整场操演充分

体现军事阵法、武术技艺和
刣狮盘打的实战风貌，尽显
勇猛坚毅的武林风范。

台湾金狮阵操演来源
于闽南,是舞狮与武术结合
的武阵，经常出现在民间的
各种迎神赛会节庆中，具有
威镇邪魔、祈福吉祥之意。

据了解，此次活动还开
展狮阵文化交流和乡村参
访，并举行卢厝狮阵传习馆
落成仪式。

两岸狮阵武术汇演 切磋百年传统艺术

陈媚媚，1995年出生于闽南一个古建世家，从小
对古建雕刻耳濡目染。外公庄维昌是闽南地区传统古
建名匠，“师父”陈向阳，也是她的父亲，是泉州市闽南
传统民居营造技艺非遗传承人，从艺35年。

父亲很严厉，让陈媚媚只能称他为“师父”，而不是
“爸爸”。陈媚媚从最基本的拌糖水灰开始学起，“师
父”教她堆剪的主要技法为“堆塑”与“剪粘”。

“师父从小就把我带到工地里，当‘小监工’，师兄
弟们还经常叫我帮忙堆灰塑、绑铜丝，我从小的玩具就
是各种建筑部件，整个童年是伴随着各种工具碰撞声
成长的。”陈媚媚向记者回忆道。

陈媚媚去年 12月获批惠安县闽南传统民居营造
技艺非遗传承人。她说，在大学毕业以前，根本不知道
自己家庭所做的手艺是国家级非遗项目。五年前，学
校要求学生拍毕业作品，拍摄 15分钟的纪录片，题材
不限，当时她就想着用镜头对着父母，记录一段他们的
工作场景视频。

“我爸在镜头里说，现在年轻人没人做这种技艺了，
不知道以后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传承。听到这里，我就掉
眼泪了，因为知道我爸对石雕的那种深刻的情怀，能感
受到父亲的那种担忧。而我妈一讲到惠女服饰的时候，
语气就变得很严肃，她说：‘我这代人还在穿，可是你的
阿姨们都没穿了，更不用说你了，以后说不定就会失传
了。’我听了感到特别难受。”媚媚的妈妈是惠安女，亲手
给她制作、刺绣了各式各样的惠女传统服饰。

在查找文案资料的时候，陈媚媚才知道，惠安服饰、
惠安石雕、闽南古民居营造技艺都是国家级非遗，“从外
公传到爸爸，他们一直从事石雕、堆剪、砖雕等建筑工
作，突然感觉到他们好伟大。惠女服饰、堆剪、古建石
雕，一直伴随着我成长，曾经对这些习以为常，没想到非
遗就在我家，一种传承的使命感油然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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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小的瓷片精心粘贴堆叠成各种造型，烦琐的
工艺背后，是对匠心的传承和坚持。

堆剪选用的瓷料是用薄瓷碗(盘)刷上色彩后大
烤而成，或用釉下彩瓷片，耐久不褪色。将瓷料用
专用工具，根据构图设计的要求，剪成不同形状的
瓷片，进而贴雕人物、动物、花卉和山水等。

“堆剪最传统而牢固的黏料是糖水灰，糖水灰
用红糖、白灰、贝壳、树皮、沙子、麻绳、水泥等制成，
经过石臼千锤百炼后方可以使用，它的黏合度高到
什么程度，都是师傅们凭经验而定，这样做出的堆
剪，保持几百年都没问题。”陈媚媚的父亲陈向阳师
傅向海都记者介绍道。

父亲这十几年来对陈媚媚手口相传，即使她很多
理念同父亲相悖，伴随着争吵和新旧思想的碰撞，她
依然在尝试寻找和现代文化融合的机会。如作品《时
代风采》表达的是新时代惠女参政议政的画面，《惠
狮》又表达了新惠女打破传统突破束缚的内容。她
这样的作品还有很多很多，都被拿到全国各地展览。

为了将堆剪技艺发扬光大，年轻的陈媚媚还会
到学校去上课，她的有关课程相继编入高校选修
课，每年寒暑假研学团教育1000人次以上。

陈媚媚为自己的未来规划了很多，研学基地、
文旅作品、非遗展示……她要把手上的传统技艺一
直传承下去，并焕发新的光彩。

闽南人常说“厝顶上有出戏”，这出戏
就是通过堆剪技艺表现而来的。堆剪技
艺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闽南传统建筑营造技艺中独具特色
的手工技艺之一。

堆剪，一种在灰塑基础上，运用彩色
瓷片，镶嵌在屋脊、檐下、照壁的装饰工
艺。几百年来，见证着岁月的更迭，承载
着民间的信仰，是闽南建筑里不可或缺的
文化印记。在闽南人的心里，古厝承载了
他们对于家的想念，也是大部分闽南人心
中最难忘的乡愁记忆。而对于惠安“95
后”非遗传承人陈媚媚来说，古厝几乎承
载了她所有的童年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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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的玩具是各种建筑部件

烦琐工艺的背后
是对匠心的传承和创新

糖水灰需用石臼千锤百炼后方可使用

堆剪所需的工具，挂满一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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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厝狮阵阵法操演

陈媚媚的作品《惠狮》
（左）、《时代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