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逛腻了商场，吃遍了美食，如
今越来越多福州市民将目光转向

“文化过年”，去剧院看演出、到坊
巷看展，既能放松身心，又能了解
更多知识。

昨日是正月初六，福州市非物
质文化遗产展示馆里依旧人头攒
动，“龙吟福地——甲辰龙年福州非
遗艺术展”在此展出。据了解，该展
览将持续至2月25日。

本次展览共展出 30余件围绕
“龙”元素与“福”文化创作的寿山石
雕、福州脱胎漆器髹饰技艺、福州木
雕、福州剪纸等福州非遗代表性项
目精品和福建省内各地工艺佳作，
以及大型“龙”元素创意艺术装置。

8岁的小朋友刘阳拿着一张台历
卡，踮着脚在桌边费力地盖着章。“我
集到了4个印章！这是龙的图案，还
有这次展览的名字……”刘阳向记者
展示他手里的台历集章卡，说罢，便
兴冲冲地转身寻找最后一个印章。
据了解，展览共推出5款“龙吟福地”
限定印章，逛展之余，观众可以在展
示馆参与集章活动。一拓一印，解锁

“到此一游”的最佳凭证。
“我们希望通过此次展览，向市

民们展示福州非遗的魅力。”福州市
文化馆相关负责人表示，展示馆打
造了非遗与古厝交融的沉浸式展览
空间，不仅是备受群众喜爱的闽都
文化打卡点，更是促进多元文化交
流合作的“传承人之家”与“非遗创
意工坊”。

新春佳节，展览多多。在三坊
七巷南后街展览馆内，“古厝里的中
国图片展”同样吸引了众多游客。

“在这里可以看到众多福州名
人故事，孩子也可以在游玩的同时
学到更多知识。”市民张先生告诉记

者，今天他带着 12岁的孩子前来逛
展，和孩子一起走近启蒙先驱严复、
革命烈士林觉民的世界。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寿山石
雕展区，也吸引了不少人驻足欣
赏。只见展台上摆放着虾蛄、牡蛎
等由寿山石雕刻而成的美食，看起
来栩栩如生，似乎香味都快要溢出
玻璃展柜。“太诱人了！”从东北来到
福州的游客郭女士赞叹道，“这让我
更想深入地了解福州，看看是什么
样的城市能够孕育出这样的文化。”

该主题图片展共分为“福州名
人”“福州古厝”“古厝新韵”“山海福
厝”四大篇章。图片展涵盖了福州、
厦门、泉州等福建各个地域的古厝
图片，以及精巧的古厝构件、美丽的
脱胎漆器、国家级非遗寿山石雕等，

漫步展区，足不出户，即可遍览八闽
大地秀丽风光及各地特产。

这一边各类艺术展人头攒动，
另一边各类文化演出也格外热闹。
新春佳节，福州各地均举办了各类
特色文艺演出，评话、伬艺等特色非
遗，让市民游客大饱眼福。

傍晚时分，“闽江之心”群艺荟
萃舞台前分外热闹，台上，评话演员
抑扬顿挫，全情投入演出当中；台
下，观众们沉醉其间，鸦雀无声，待
到演出结束，方才大声叫好。人群
中，林依伯已是第二次前来欣赏评
话表演，“从鼓楼专程赶来，今天的
演出很正宗，很爱看！”

“古色古香的建筑，配上丝竹声
与古风小曲，很有韵味。”来自上海
的方先生看了一圈攻略，专程来到

安澜会馆，欣赏了闽剧及曲艺表演，
“到一个城市旅游，既要看风景，也
要赏文化。能感受到具有福州风格
的艺术演出，不虚此行！”

在各区县，特色文化演出也深
入大街小巷，把快乐送到广大市民
的身边。在闽清文庙，一场民俗文
化节贯穿整个春节假期，综艺、歌
舞、器乐、民乐等精彩演出轮番上
阵，大街小巷充满了欢快的笑声。

“前几天是综艺演出，随后是乐
队弹唱，最后一天是闽剧演出，天天
都有新花样。”市民高丽芳今年将老
人接到县城过年，一连 5天的精彩
演出，让他们今年的假期其乐融融，

“有歌听，有演出看，还有老人家喜
欢的戏剧，一家人都看的津津有味，
希望来年还能有这样的演出！”

本报讯（记者 莫思予）当瓦
当遇上非遗技艺，会碰撞出什么
样的火花？15 日上午，20 名小学
生齐聚冶山春秋园，参加“非遗拓
印·龙年大吉”新春研学活动，以
非遗体验的方式展示福州冶山文
化内涵。孩子们拿着自己制作的
文创摆台说：“我把 2200 多年的福
州城文化带回家啦！”

“瓦当，作为中国传统古民居重
要的组成部分，在每个朝代都有专
属的历史特点。”跟随研学导师的脚
步走进冶山春秋博物馆，学员们看

到每一块瓦当上的纹样，都寄寓着
国泰民安、风调雨顺的美好祝愿。

在瓦当拓印体验环节，就读福
州市温泉小学五年级的林以茉选中
了“青龙”纹样的瓦当。跟着老师的
指导轻轻拍打，一拓一印间，千年古
龙跃然纸上。

主办方介绍，活动结合龙年元
素制作文创摆台，选取了一些具有
朝代特色的瓦当，每一块都有着吉
祥的寓意，让小朋友们体验非遗拓
片技艺的同时把“历史”带回家，把

“祝福”带回家。

文化过年新潮流 放松之余长知识
春节长假福州展览演出人气旺

本报记者 阮冠达 陈君沂

非遗拓印 把福州文化带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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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阮冠达）玉兔辞
岁，金龙迎春。今年春节假期，闽清
县启动新春文化旅游月活动，为市
民游客献上一场文化盛宴，以满城
墨香为新春佳节增添喜庆气氛。

“今年的文化月，我们推出集章
活动，邀请市民打卡全城文化景
点。”闽清县文体旅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市民游客可前往县文庙、县美术
馆、县博物馆、县图书馆、县非物质
文化遗产展示馆5处打卡集章，集齐
5个章，即可在县非遗馆领取礼品。
县文体旅局也根据 5处打卡点的特
色，推出了不同的主题展览，丰富市
民的假期文化生活。

“寓教于乐，孩子们一连好几天

都来这里的大学堂，很有意思！”闽清
县文庙内，市民林女士带着孩子，连
连点赞。据悉，县文庙在春节期间举
办文庙民俗文化节，连续推出国学大
课堂、书画、美工互动等活动，让孩子
们过一个有意义的春节。

此外，闽清县博物馆春节期间
还推出“梅瓷拾遗”专题展览，依托
明代、清代、民国时期的陶瓷产品，
讲述闽清陶窑业的发展史及故事；
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举办了非
遗展览；县美术馆推出“闽彩之韵”
福建省水彩画优秀作品巡展（闽清
站）活动；县图书馆遴选闽清县部门
志、部分闽清作家文学作品等地方
文献进行展出。

闽清：墨香满城添喜庆

本报讯（记者 林文婧 通讯员
连融媒）龙年赏龙灯泡温泉，好运福
气滚滚来。春节期间，一条长达
1000米的金色“巨龙”盘旋于“中国
温泉之乡”连江县潘渡镇贵安新天
地的潘渡溪上。

这条金色“巨龙”的龙头长 1.43
米、宽 85厘米，龙身由 166个竹筏连
接，每一只竹筏都被精心装饰，点缀
上盏盏竹灯，龙头正对着“福建贵

安 富贵安康”雕刻大字。春节期间
这里还开启了网红直播通道，在带
观众实时感受龙年的喜庆氛围的同
时，还可以在直播间与主播进行绚
丽烟花秀的互动以及放送许愿河
灯，营造出浓浓年味，吸引了不少市
民游客前来打卡拍照。

据连江县文投公司有关负责人
介绍，本次龙灯展将持续至 2 月 24
日。

连江：“巨龙”盘旋潘渡溪

本报讯（记者 颜澜萍）四大地标
联动，百余场活动“添福”；商圈联袂
促销，活力商都“送福”……这个春
节，台江区依托“闽江之心”、上下杭
街区、三宝城片区、福文化街区等平
台和“苏万宝”“百万富”等大型商圈，
推出“龙腾盛世 福暖台江”2024 年
迎新春百场系列活动，让广大市民游
客可一站式打卡吃喝玩乐潮流体验。

春节期间，“福创满目”——“闽
江之心”新春国潮庙会人流如织，热
闹非凡，有卖糖葫芦的、猜灯谜的、吹
糖人的等各种民间艺人前来献艺，各
式各样的花灯、彩旗、饰品点缀其间，

香气四溢，光彩夺目，让人目不暇接，
为人们带来一场视觉和听觉的盛宴。

水上民俗巡游、桥上主题快闪、
三通桥实景秀、黄包车体验、双杭卖
货郎、新春大集、新年装置艺术展
……连日来，上下杭历史文化街区开
展丰富多彩的迎春活动，与来自全国
各地的游客共庆佳节。

行走台江，从“闽江之心”到上下
杭，从三宝城到福文化街区，在沿街
的大红灯笼拉满了新年氛围之余，平
话讲堂、民俗表演、文艺表演等台江
文化大餐也不断档，零距离地融入了
市民游客的假期生活。

台江：百余场活动“添福”

本报讯（记者 欧阳进权 通讯
员 郑婷）马尾亭江镇长柄村是远近
闻名的侨村。春节期间，长柄村举办
了“福州年·最有福——留住乡愁·喜
迎新春”幸福家园系列活动，庆祝新
春佳节，丰富文化生活。

“我们举办了第三届‘村晚’，还
发行了甲辰年生肖纪念封，这个春节
很有意义。”长柄村党支部书记杨人
渠说。

今年，长柄村以“村晚、村潮、村
宴、村贤”为主线，融合闽剧、评话、伬
唱、宴席等多种元素，打造长柄村特
色文旅活动，吸引大家共聚长柄，建
设美丽乡村。其中“村晚”上精彩纷

呈的民俗歌舞表演让人一饱眼福，
“迎春纳福·长福宴”上琳琅满目的乡
村特色美食更是令人大饱口福。

长柄村还发行了甲辰年生肖纪
念封，纪念封主图展示长柄村美丽的
村落风貌和自然景观，充分展现长柄
村历史文化的厚重和魅力。

杨人渠说，长柄村因古有朱熹篆
刻碑文“跃龙津”而以“龙津”闻名，后
演变成“龙柄”，又因“朱子道柄，龙津
博长”，现称“长柄”。此次结合长柄
村旧时曾用名“龙津村”的历史渊源
开展系列活动，尤其通过纪念封发行
以及景点纪念戳打卡形式，进一步提
高长柄村的知名度。

马尾：侨村发行纪念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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