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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展览是中国当代艺
术家在国际舞台上的一次重
要亮相，也是中国早期当代艺
术在海外非常重要的一个展
览。”此次文献展主要策展人
之一、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陈颖艳副馆长介绍，当年“非

常口”展览的艺术家包括蔡国
强、黄永砯（pīng）、杨诘苍、谷
文达，以及代表新刻度小组
的王鲁炎。以大型装置和实
验性作品为特点，艺术家们
不仅通过独特的方式诠释了
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交

汇，也为中日两国之间的文
化交流搭建了一座桥梁。

山野真悟则表示，当年
的展览对日本的艺术界而言
也是一件极具影响力的事
件。尽管时光流逝，34年后
的今天，他希望能与中国的

朋友们一同回顾这场展览的
意义。山野真悟希望能举办
一个连接厦门与泉州的大型
展，让这两个城市成为亚洲
地区艺术交流的枢纽。

本次展览从 1月 11日
一直持续至2月28日。

海都讯（记者 陈丹萍
通讯员 吴圣超） 历时
8个月，巨幅油画《世界茶
都安溪全景图》近日创作
完成并在泉州安溪县青少
年宫展出，画作整体长度
达 11米，宽度为 1.8米，生
动展现了安溪的山川之
美、茶香之韵，以及非遗文
化的独特魅力。

“安溪的文化底蕴深
深地吸引着我，这里的每
一寸土地、每一缕茶香都
充满了故事，我希望通过
画笔，将安溪的美全方位
地展现出来，让更多人了
解并爱上大美安溪。”《世
界茶都安溪全景图》的创

作者、知名军旅书画家戴
文军说。

为了这次创作，戴文
军先后到西坪铁观音发源
地、安溪文庙、安溪清水岩
及一些知名茶庄园调研采
风。每到一处，他都积极
调研、收集资料，多维度了
解茶乡文化，在青山茶园
间寻找创作灵感，在街巷
庙宇内体味人文气息。

据悉 ，戴文军长期
致力于通过艺术创作展
现各地特色文化，创作
有描绘泉州的《半城烟
火半城仙》，用绚丽多彩
的色调，展现古城的美
丽风光。

海都讯（记者 柳小玲）
随着新春的脚步渐近，七
彩刺桐蛇将于本周集结完
毕，在泉州古城的各个点
位，准备好与泉城人共度
蛇年佳节！

记者获悉 ，本周五
15：30，最后一只蛇蛇老三

“泉泉”压轴登场，将在泉
州工艺美术合作社（花巷）
登场，与其他六只蛇蛇，一
同发来“海丝泉州欢迎鲤”
的新春祝福。

此次蛇蛇出街仍有
精彩活动一同登场，周边
贴纸、快闪车依然继续，
还有“一元换购汤圆”、
《春灯照童心》舞蹈表演
配套活动。

2024 年 12 月，“春节
——中国人庆祝传统新
年的社会实践”项目正式
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作名录》。而在
世遗古城泉州，迎接春节
的喜庆活动也是琳琅满
目，由鲤城区政协特别策
划的“世遗古城·非遗春
节”文化体验主题活动也
将在周五上午开展。届
时，将有非遗剧目观赏、
写春联送祝福、非遗文化
交流、茶艺品鉴、水仙花
雕刻体验、非遗民俗广
场、剪纸、纸扎工艺体验、
非遗工艺美术成果展示、
非遗集市等活动。

此外，七彩刺桐蛇集
结完毕后，还有“宝宝蛇”
即将在清源山神秘亮相。
1月 18日上午，在清源山
老君岩广场将开展“蛇行
大运 好巳发生”2025新
春活动发布会，现场将有
一组宝宝版七彩刺桐蛇精
彩亮相。

30年前中国艺术家海外“拓荒”之路
“非常口”文献展在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展出

巨幅油画
《世界茶都安溪全景图》展出

“七彩刺桐蛇”
本周将集结完毕

最后一只蛇蛇“泉泉”周五将
在泉州工艺美术合作社压轴登场

值得一提的是，文华
表演奖、“二度梅”获得者曾
静萍是全省唯一一位连续
4次入选该项目录制演员
（剧目）名单的演员。1988
年，她凭借新编梨园戏《节
妇吟》，荣获“梅花奖”，当时
她年仅25岁。44岁那年，
曾静萍又以《董生与李氏》
摘得第二朵“梅花”，这部作
品也成为她流传最广的代
表作。曾静萍主工梨园戏
旦角，她的表演韵味醇厚。

中国戏曲像音像工

程是中宣部、文化和旅游
部牵头实施的保护传统
戏曲的工程，2020 年以
来已实施 4批，旨在挖掘
保护地方戏曲文化，入选
剧目要求为抢救复排或
整理改编的优秀传统剧
目和 1949年后新创作的
优秀保留剧目（不含京
剧）。此次入选后，福建
省入选数达到 22 部，仅
次于江苏、浙江，凸显了
福建作为中国戏曲文化
版图的高地地位。

2024—2025年度中国戏曲像音像工程录制演员（剧目）

泉州2部剧目入选，入选数全省第一
近日，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公布了2024—2025

年度中国戏曲像音像工程录制演员（剧目）入选名
单，全国共有100部剧目入选，其中泉州2部剧目入
选，入选数并列位居福建省第一。而自中国戏曲像
音像工程实施以来，泉州市入选剧目共8部，位列全
省第一。

记者获悉，泉州入选剧
目分别是泉州安溪县高甲戏
艺术保护传承中心石福林主
演的高甲戏《玉珠串》、福建
省梨园戏传承中心曾静萍主
演的梨园戏《朱弁》。

高甲戏《玉珠串》是安溪
县高甲戏剧团于 20世纪 90
年代创作演出的一部讽刺喜
剧舞台作品，该剧讲述的是这
样的故事：古时某朝代，皇帝
为寻找公主丢失的玉珠串，发
布悬赏公告，拾得玉珠串的
人，可得巨金，或做官，或升
迁，或做驸马。因此，剧情发
展经过“失珠、寻珠、得珠、追
珠、弃珠、献珠、送珠、辨珠”
一系列尔虞我诈、丑态百出

的事件，最终寻得珠串。这
部戏充分吸收和运用了高甲
戏丑行的表演特点，根据剧
情需要，剧中设计了多种丑
角角色，将高甲戏的喜剧性
元素发挥得淋漓尽致。

梨园戏《朱弁》则是一部
反映南宋时期历史事件的戏
剧，主要讲述的是这样的故
事：新科状元朱弁，力主抗
金，奉旨出战金国，不幸被俘，
禁于冷山。金兀术之女雪花
公主见之爱慕，求婚遭拒，结
为兄妹。朱弁妻王氏，在家侍
奉婆婆颜氏至孝，于战乱中弃
子扶姑。朱弁被困金国十六
年，兀术感其忠诚，放他回
国，公主长亭送别。

高甲戏《玉珠串》和梨园戏《朱弁》入选

“二度梅”获得者曾静萍
连续4次入选名单

上世纪 90 年代初，中国多位艺
术家联合在日本举办的“非常口”展
览，让中国当代艺术在国际舞台上名
声大噪，被称为中国当代艺术家海外

“拓荒”的标志性转折点。1月11日，
“非常口”策划人费大为保存了30多
年的档案文献展在泉州海外交通史
博物馆及晋江龙湖97号国际艺术社
区同步展出。在一份一份珍贵的文
献材料里，感受上世纪 90 年代初中
国当代艺术家的国际视野。

“非常口”在日本是一
个随处可见的紧急出口标
记，在中文里却有“非同寻常
的出口，特殊通道”的意思。

据了解，“非常口”展览
是 1991 年在日本福冈由

“博物馆城市计划”举办的
一场中国当代艺术展览。
展览由中国独立策展人费
大为策划，“博物馆城市计
划”创始人山野真悟是展览
的制作人。

本次展览的文献主要

来自费大为保存了 30多年
的珍贵档案材料，总共包含
有 2345份手稿、图片、录像
等，另外也包括“非常口”的
参展艺术团体“新刻度小
组”的 7257 份文件。“非常
口”展览的制作人山野真悟
也为此次文献展带来了珍
贵的实物收藏以及一些手
稿、文献资料等。

此次文献展分设两个
展馆，一部分在泉州海外交
通史博物馆，以“非常口”展

览为主，另外一部分则在晋
江龙湖镇福林村西区 97号
国际艺术社区，以参加“非
常口”展览的新刻度小组的
作品为主。“非常口”策划人
费大为先生介绍，在此次文
献展筹备过程中，主办方分
别从该展览的策展人、制作
人和艺术家那里获得了他
们之间从未互相接触到的
内容。通过这次展览的筹
备和收集，这些故事首次被
整合在一起呈现，是这次文

献展的重要意义所在。它
们有艺术家的作品草图和
笔记，有艺术家和策展人、
策展人和制作人之间的私
人通信，有来自当时展览过
程的历史性图片和纪录片，
还有一些展览背后生动和
感人的故事。

记者了解到，此次展出
的资料都是高精度的扫描
件，并与原件尺寸尽可能保
持一致，以还原资料本身的
原貌。

策展人保存了30多年的珍贵档案

当年的展览，在日本极具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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