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04 花巷
2023年5月22日 星期一 责编/周德庆 美编/唐昊 校对/凌美

智

慧

海

都

智 慧 海 都
95060

据悉，安溪高甲戏经
典剧《玉珠串》，是闽南戏
曲剧目经典中的经典，先
后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
程奖”、文化部“文华奖”、

“曹禺戏剧文学奖”等国字
号重量级奖项，曾创下两
年演出超过400场的纪录。

泉州市委宣传部副部
长王斯诚表示，高甲戏作

为第一批列入国家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地方戏种，其
表现的“能美能丑，亦庄亦
谐”的丑角艺术，是闽南、
福建草根文化的重要载
体，其影响力已经逾越方
言地域，是闽南侨乡人民
情感交流和海外侨胞文化
认同的重要符号。

作为南戏的主要发源

地与传播地，泉州的戏剧
历经千年长盛不衰，是名
副其实的“闽南戏窝子”，
有演绎古朴生动、细腻典
雅的梨园，有展诙谐讨喜、
妙趣横生的高甲戏，有舞
动指尖艺术、妙手传神的
提线木偶，更有传承浅唱
低吟、韵味深长的南音。
近两年来，泉州对优秀传

统文化做出了革故鼎新的
“双创”新尝试，4月底，泉
州举办的“首届海丝泉州
戏剧周——2023全国南戏
展演”获得好评如潮。据
悉，继《玉珠串》之后，目
前，泉州提线木偶《钦差大
臣》、泉州高甲戏《连升三
级》两台经典剧目也被列
入八闽戏曲电影工程。

陈梅生先生离世后，
泉州众多文艺界人士以各
种方式缅怀纪念他。

“每次见到陈梅生老
先生，都是一幅手捧书籍
在阅读的画面，一位慈祥、
古风的老人，走好。”泉州
桑莲居艺术馆负责人黄文
生说道。与陈梅生曾经共
事过的泉州南音乐团前团
长尤春成，在谈及陈梅生
之前对管弦南音传承的建
言献策时，感慨其“精神令

人感动”。
“2021年，我去拜访老

先生时，百岁的先生依然挂
记关心南音的传承和发
展。”国家一级演员、泉州市
南音传承中心负责人（泉州
南音乐团负责人）庄丽芬告
诉记者，陈梅生不但为人平
易近人，对年轻人关心提
携，在传统乐曲上的造诣
也可谓是高山仰止，“《南
音生南国》这首经典的曲
子就是出自老先生之手”。

世界首部高甲戏电影《玉珠串》公映
该片在泉州举行首映式，5月20日起将在全国各大院线公映

102岁的“泉州先生”离世
5月20日下午，一生专注于泉州地方戏曲音乐研究的陈梅生老先生在家中离世，

他曾参与编纂《中国曲艺音乐集成·福建卷》、《中国戏曲志·福建卷》等

“令人耳目一新。”首映
式上，媒体人杜女士直呼过
瘾，她说这种创新再次震撼
了她对南戏的观感。对于
将经典高甲戏拍成电影的
现实意义，戏曲电影《玉珠
串》导演陈茂林认为，这种
表现手法“不仅能让老戏迷
得到高甲戏与电影美学上
的双重体验，年轻观众和海
外友人也可以凭借丰富的、
直观的视听体验，走近、了
解、喜欢高甲戏”。电影《玉
珠串》总制片人洪雷则认
为，“这部戏曲电影将舞台
的戏曲魅力与电影的表达
手法巧妙结合，让高甲戏这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突

破时空对舞台表演的限制，
得以随时随地呈现”。

“高甲戏是安溪的一张
靓丽文化名片，也是闽南文
化的瑰宝，更是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首映式
上，安溪县委常委、宣传部
长吕宝贝介绍说，早在上
世纪末，安溪高甲戏就跨
省晋京、走出国门，精品迭
出。此次将《玉珠串》搬上
电影银幕，是推进传统戏
曲文化与现代影视产业深
度融合的一次大胆探索，将
有利于戏曲文化创造性转
化和创新性发展，助力闽派
精品文化更好地“传下去”

“活起来”“走出去”。

5月19日，世界首部改编自高甲戏经典剧目的戏曲电影《玉珠串》在泉州举行
首映式，5月20日起，该片将在全国各大院线公映。

《玉珠串》由已故著名剧作家诸葛辂编剧、著名戏曲导演艺术家吕忠文导演，
全片围绕某朝皇家公主丢失玉珠串后，皇帝公开悬赏，拾珠之人，“庶民百姓者赏
金千金、能仕赐官三品，朝廷命官者晋升三级，少年郎者招为驸马”，以诙谐幽默的
戏曲手法，在“失珠、寻珠、得珠、追珠、弃珠、献珠、送珠、辨珠”中，照见人性的美
丑，批判功利、揭示贪婪、思辨善恶。情节令人捧腹的同时，蕴含的深意发人深思。

国家二级作曲，对泉州高甲戏、木偶戏、南音等地方传统民乐研究
有重要贡献，被称为“泉州先生”的陈梅生老先生，于5月20日下午在泉
州鲤城的家中安详离世，享年102岁。

陈梅生一生专注于地方
戏曲音乐的研究和教育事
业。从母亲嫁妆里的一台留
声机和 30多盘南音黑胶唱片
里，陈梅生与闽南传统民乐结
下了不解之缘。年轻时，他曾
辗转泉州多所中小学担任音
乐美术老师，1956年调任泉州
大众剧社（泉州市高甲戏团前
身）担任音乐指导，其间，他用
了一年时间写出了后来由人
民音乐出版社正式出版的实
用教材《高甲戏音乐》。后
来，又主要参与搜集整理《高
甲戏剧种史》，并参与了《中
国曲艺音乐集成·福建卷》、
《中国戏曲志·福建卷》等多部
地方戏曲重要文献的编纂。

1960年，获得国际木偶戏

联欢节最高荣誉奖的泉州木
偶戏《水漫金山》的配曲，就是
由陈梅生独立完成。2007年，
他还作为申报文本专家组成
员参与泉州南音的申遗。

陈梅生家庭还是泉州市
公布的首批“教育世家”。陈
梅生父母、兄弟，七个子女均
在不同时期从事教育或文艺
工作。2021年六一儿童节，海
都记者登门采访陈梅生，当时
已经寿登人瑞的他聊起孩子
们的成长故事时，依然生动清
晰。当时，记者还了解到一个
令人感动的细节，在其母亲刘
瑜璧在世时，每年的六一节都
会带着膝下的孩子到照相馆
拍照留念，这个习惯，陈梅生
的子女们传承至今。

个人作曲曾获国际大奖
家庭被评首批“教育世家”

百岁高龄仍心系南音
文艺界缅怀先生精神

N海都记者 吴日锦
林良标 文/图

戏曲经典：曾获多项国字号重量级奖项

大胆探索：
突破时空对舞台表演的限制

N

海
都
记
者

吴
日
锦

林
良
标

电影剧照

高
甲
戏
《
玉
珠
串
》
是
经
典
中
的
经
典
（
资
料
图
）

陈梅生先生生前资料图

生
前
整
理
的
手
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