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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的民俗表演、独特的海
峡元素、丰富的非遗技艺……昨
日，2024海峡两岸民俗文化节在
上下杭历史文化街区开幕，以“龙
腾盛世·万物‘福俗’”为主题，深
入挖掘整合两岸文化旅游资源，
为市民群众献上一场囊括吃、喝、
玩、乐、赏的民俗盛会，全力营造

“福州年 最有福”的欢乐祥和节
庆氛围。

此次活动由福州市人民政府
指导，福州市文化和旅游局、台江
区人民政府、福州古厝集团有限
公司主办，福州市文化馆（福州市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各县
（市）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福州
高新区文化和旅游局、福州名城
保护开发有限公司承办，福州市
上下杭保护开发有限公司执行。

民俗展演年味浓浓
红红火火的灯笼、吉祥喜庆

的窗花、红彤彤的“福”字……走
在节日期间的上下杭，人们与福
气、喜气撞个满怀。

“快看快看，‘婆姐’来了！”当
天上午，在市民呼声中，“婆姐”手
持油纸伞，迈着摇步一路走来，向
沿途游客送上平安祝福。

活动现场，潮格肩头戏让市
民游客啧啧称奇。只见小演员身
穿古装戏服扮成小生、小旦、小丑
等站在大人的肩头，大人负重若
轻，用双手抓住孩子的双腿悠然
前行，精彩表演惹得不少小朋友
也纷纷爬上家长肩头围观。“太热
闹了！”“年味十足！”大家不约而
同发出感叹。

伴着强烈的锣鼓节奏，踏着
变化多样的步伐，脸涂油彩的英
歌舞者手里的舞槌上下翻飞……
在育智广场，集戏剧、舞蹈、武术
于一体的广东潮汕英歌舞同样人
气满满。“又燃又炫！”“太有活
力了！”现场市民纷纷举起手机
记录下精彩瞬间。

当天，民俗专场表演在上下
杭金银里广场精彩上演，舞蹈《疍
家渔鼓》、福州话歌曲《金厝边银
乡里》、歌舞《礼乐闽清》等节目纷
纷登台，赢得观众阵阵掌声。活
动现场，还有灯谜有奖竞答和套
圈、投壶、拓福等各类庙会小游
戏，让群众热热闹闹游园，欢欢喜
喜迎元宵。

据介绍，本次活动着力打破
空间限制，融合运用古厝场景，搭
建原生态舞台和沿途多个一步一
景的民俗展演区，营造沉浸式体
验。此外，通过在下杭路主街和

三捷河开展“福俗·双杭巡游”“福
俗·河上民俗”活动，开启陆上、水
上双线玩法，以多维度视角呈现
两岸民俗文化。“一个街区就可以
看遍两岸民俗表演，不虚此行！”
来自江西的游客陈先生说。

海峡元素异彩纷呈
昨日，在上下杭台湾“两岸同

福”主题展馆前，台湾中华少数民
族艺术文创促进会理事长朱王碧
玉带着十余名台湾少数民族姑娘
载歌载舞，点燃上下杭的喜庆氛
围。

朱王碧玉告诉记者，她今年
已经 70多岁了，是第三次来福建
参加这种文化交流活动。“两岸的
民俗文化有许多共通之处，我希
望通过这种民俗文化交流，让更
多台湾的年轻人了解祖国大陆，
携手为两岸的文化传承与弘扬贡
献力量。”

此次海峡两岸民俗文化节延
续往届传统，发挥榕台地缘优势，
着重引入海峡元素，呈现海峡两
岸一脉相承又各具特色的传统文
化，打造增进两岸情感交流的品
牌载体和促进交流合作的亮丽名
片。

台湾“两岸同福”主题展馆
里，“90后”台湾女孩陈筱婷身着
汉服，为大家介绍由她带来的“两
岸朋友圈”系列文创的设计理
念。“我的作品融入福州的乌塔、
白塔和台湾的101大楼等元素，希
望通过环保这个两岸热议的话

题，加强两岸的交流。”
在“两岸文创”主题市集上，

苔藓微景观、精油手工皂、造型毛
巾等台湾手作文创以及台企品牌
商品、台湾少数民族服饰等也悉
数亮相，让市民游客一睹台湾文
创 IP创新发展和创造性转化的亮
点。据统计，本次活动共有 20余
项台湾项目和一批台湾手工艺人
参展，有在榕30多年的老朋友，也
有来榕不久的新朋友。

“翁财记”是在福州扎根30多
年的老台企，在各种闽台文化交
流活动中总能看到它的身影。此
次活动中，摊主带来了传统凤梨
酥、玫瑰瓜子等休闲零食。摊主
告诉记者，福州和台湾文化同根
同源，饮食文化亦是如此，口味相
似，“翁财记”食品也深受福州人
喜爱。

在文创市集的“台湾环保开
运小铺”内，刚来福州一个多月的
台胞吴子瑄正在拼装灯笼。“这是
我第一次来大陆，被大陆的民俗
文化吸引，想过来切身感受一
下。刚好元宵节要到了，赏灯也
是我们都有的民俗，寓意家庭团
圆、吉祥如意。”他告诉记者，此次
来大陆参加民俗文化节，不仅是
为展示从台湾带来的用环保竹制
成的灯笼，更是来探探文创产业
的市场，今后考虑来福建或者广
东工作生活。

非遗技艺魅力无穷
柏山岩青茶、高楼米线、木

雕、脱胎漆器……昨日，上百项非
遗技艺“组团”亮相上下杭，吸引
众多市民游客驻足观看。

走进长乐馆，一股茶香扑鼻
而来，泮野柏山岩青茶制作非遗
传承人林建志正在现场展示制茶
技艺。在展位上，一块块茶饼设
计精美，其中一块茶饼上雕刻着

“闽”字。由于“葫”与“福”发音相
似，林建志巧妙地将闽字中间的

“虫”设计成葫芦形状，代表了闽
茶文化的设计理念。林建志告诉
记者，泮野柏山岩青茶的制作工
艺复杂，包含十几道工序，2020年
该技艺成为福州市第六批非物质
文化遗产项目。

“太精湛了！”现场，一个个

以米为线缀连成的福州高楼米
线作品玲珑洁白、栩栩如生，让
市民游客惊叹不已。福建省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福
州高楼米线的传承人陈国锐，向
游客介绍起高楼米线的起源和
制作工艺。高楼米线起源可追
溯至清朝同治年间，在民国时期
最为盛行，后来这项民间技艺断
档近 70 年，几近绝迹。2015 年，
陈国锐通过摸索重新拾起这项
民间技艺。在他的巧手下，一颗
颗晶莹剔透的米粒被拼接成小
三角形、正方形或六边形等单元
形态，再通过拼接组合，变成镂
空状的精美装饰品。

据介绍，此次民俗文化节参
展内容涉及全市各县（市）区、省
内外和台湾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项目上百项，涵盖了传统舞蹈、

传统音乐、传统戏剧、曲艺、传统
美术、传统技艺、民间文学、传统
体育游艺与竞技等各大类别，汇
聚了眼前的、耳边的、手中的、舌
尖的精彩民俗内容。

活动现场，还设置上下杭“非
遗一条街”标识及非遗地图，展示
双杭非遗文化的创新和活力，进
一步推动文化和旅游双向赋能，
焕发闽都文化的新时代光彩。福
州市文化馆副馆长、福州市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主任李君
表示：“上下杭历史文化街区是福
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业态的重要聚
集地。此次在上下杭举办海峡两
岸民俗文化节，在古厝宅院中引
入非遗、民俗、文化等元素，旨在
让更多的市民和游客能够身临其
境地体验福州非遗文化和传统文
化。”

本报讯（记者 王玉萍）张灯结
彩闹元宵，欢欢喜喜庆佳节。22
日，仓山区建新镇在台屿乡村博物
馆开展“新春庆元宵 同心贺团圆”
我们的节日·元宵节主题党日活动，
通过文艺汇演、志愿服务、传统手工
制作等形式载体，以寓教于乐、寓学
于趣的方式，创新将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教育与党的理论知识教育相结
合，营造“福州年 最有福”的浓厚氛
围。

舞龙是春节和元宵节期间的主
要活动之一。活动伊始，现场就上
演了一场欢乐的舞龙闹元宵表演。
一群萌娃舞龙，跟随龙珠在舞台上
奔跑，不停变换手里的动作，通过精

彩的表演将美好的祝福送给现场观
众，赢得阵阵掌声。

随后，音乐舞蹈快板《寻足迹勇
奋进》、葫芦丝演奏伴舞《月光下的
凤尾竹》、情景表演、福州评话等节
目轮番上演，展现美好幸福生活，庆
祝元宵节的到来。元宵有奖问答环
节更是将活动推向了高潮，大家踊
跃抢答，现场欢声笑语，好不热闹。

灯笼是元宵节的重要元素。活
动现场设置了传统手工体验互动
区，现场的观众跟着党员志愿者一
起，体验制作元宵灯笼、手工绘制油
纸伞、手绘陶瓷娃娃等，不一会儿，
精美的灯笼、油纸伞就呈现在大家
面前。

现场还开展了口腔义诊等志愿
服务，医护人员免费为居民检查牙
齿，科普口腔知识，为健康保驾护
航。

“现场很热闹，一系列活动让大
家在轻松喜悦的氛围中沉浸式体验
传统文化和民俗，感受浓郁的元宵
节氛围，无论大人和小孩都非常开
心。”周边居民林丰高兴地说。

本次活动作为“福州年 最有
福”系列活动之一，由建新镇新时代
文明实践所、建新镇综合文化站携
手福州福至万家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开展，旨在丰富党员文化生活，让大
家更好地感受中国传统文化，营造
喜庆、祥和、温馨的节日氛围。

喜乐闹元宵 同心贺团圆
仓山建新镇开展“我们的节日·元宵节”主题党日活动

罗源文旅推介活动
走进“闽江之心”

本报讯（记者 任思言 通讯员 林晋如
刘舒婷）22日晚，“春暖回家路 月是故乡明”
罗源文旅推介活动在“闽江之心”广场精彩上
演，国家一级演员、中央歌剧院女高音歌唱家
阮余群携返乡音乐学子、罗源籍模仿达人黄
枭、罗源文艺工作者、基层干部等登上海丝舞
台，更有许多原创节目吸引了不少观众。

活动现场，罗源原创说唱歌曲《罗源丫好
卡溜》带领观众感受罗源的美丽风光；畲族情
景歌舞《乌乌的歌》展示畲乡的独特民俗风情；
舞蹈《烟雨后张》以动人的舞姿展示历史文化
街区坊巷文化的传统魅力。此外，音乐情景剧
《就地过年》让罗源县各行各业的文化志愿者
和回乡大学生也登上舞台；罗源县的乡镇干部
带来《文明家园新风尚》、簸箕谣《在希望的田
野上》等节目，讲述罗源的乡村振兴故事。

晚会最后，由阮余群和罗源籍中国音乐学
院大学生丁柳匀、罗源籍四川音乐学院大学生
杜静雯演出的罗源城市形象宣传歌曲《明月照
罗源》，把对家乡的深情娓娓道来。

活动期间，同时开展罗源县文旅推介及
非遗展示等活动，全方位呈现罗源多彩的文
旅资源，生动展现新时代罗源人民的幸福生
活和蓬勃活力。

畲族情景歌舞畲族情景歌舞《《乌乌的歌乌乌的歌》。》。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郑帅摄郑帅摄

古礼祭典缅怀先祖

闽侯尚干义姑文化节举行
本报讯（记者 谭湘竹 通讯员 林若野

陈堡）21日，在闽侯县尚干镇，尚干林氏子孙
以古礼祭典缅怀先祖，共同见证尚干义姑文
化节开幕。

当天上午 9时许，随着典礼开始的钟鼓
声鸣起，悠扬的古乐响彻全场，祭祀官按历史
记载举行“朝觐”“进宝”“三献礼”等一系列仪
式。整个祭典还有宗亲代表进香、饮福受胙、
焚帛望燎等仪程，用庄严古朴的仪式，纪念义
姑逝世715周年，并传达族人对义姑“延嗣之
恩”的由衷敬仰和感怀。祭典之后，林氏族人
抬着义姑像在全镇巡游，宗亲们抬着各代先
祖及林氏历史名人的画像紧随其后。此次巡
游全程5公里，参加人数超过3000人，来自尚
干镇、祥谦镇和省内外及部分海外宗亲的代
表，带来了十番音乐、踩高跷等精彩表演，吸
引数万人上街观看。

正月十二是义姑的诞辰，为纪念这位先
人，尚干还衍生出一个特殊的风俗，从这天开
始到正月底，尚干地区林氏族人便会举行“排
暝”习俗，依房支顺序轮流煮锅边、炸油饼，邀
请街坊邻居、亲戚好友一同品尝，以此纪念义
姑，是具有“尚干特色”的邻里节，至今已延续
数百年之久。

“历届义姑文化节都盛况空前，也为义姑纪
念活动注入新的时代精神和文化内涵。未来，
我们将以文化节为依托，激励林氏乡贤砥砺奋
进，为‘我的家乡我建设’行动献力献策，助力乡
村振兴。”陶江林氏宗亲联谊会会长林晓说。

游神踩街话民俗
两岸同胞庆元宵

本报讯（记者 唐蔚嫱）22日，榕台“鸡角
企糖粿”闹元宵民俗踩街活动热闹开场，队伍
抬着当地民间信仰神明，以“踩街巡游”的形
式庆祝元宵佳节，表达对美好生活的期盼。

“队伍中抬的神明是临水夫人陈靖姑，是
两岸人民共同尊奉的平安女神。”福州市九案
十三乡管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陈靖姑文化
在海内外广泛流传1200多年，已成为联结两
岸同胞感情的重要纽带。2008年，陈靖姑信
俗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游神队伍中，也不乏台湾青年的身影。
“在台湾时，我基本每年都会参加这样的民俗
活动，甚至徒步几天绕境进香。今天在这里
感受到的场面也非常热闹，很高兴看到两岸
民间信俗之间的密切交流。”刚来福州一年多
的台湾青年阿文，第一次在大陆参加这样的
活动，“通过参与其中，我对自己的根在哪里
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整场活动持续2个多小时，民俗表演艺阵
从台江区九案泰山府出发，巡游上下杭、“闽
江之心”、宁化夜市等地。踩街表演时，队伍
每到一处，沿途市民都热情地报以鞭炮和掌
声，共同祈求新的一年风调雨顺、平安顺遂。

“每逢元宵，台江洋中路周围百姓有‘鸡
角企糖粿’的习俗，据传此俗是早年长乐人迁
居该地，为供奉弄里真人庙里的真人而形成
的。”福州市九案十三乡管委会相关负责人介
绍，“鸡角企糖粿”民俗活动的内涵十分丰富。

本次活动由福州市九案同心堂管委会
（非遗文化）联合福州市九案十三乡管委会和
台湾宜兰东岳庙共同举办。

吃喝玩乐赏 精彩一箩筐

两岸民俗文化盛宴亮相上下杭
本报记者 颜澜萍 燕晓 实习生 傅亦静

传统手工体验区热闹非凡。本报记者 王玉萍摄

非遗一条街上，游人如织。本报记者 张旭阳摄

下
杭
路
上
的
潮
汕
英
歌
舞
巡
游
表
演
。
本
报
记
者

张
旭
阳
摄

下杭路上，国潮小丑剧表演吸
引了众多游客。

本报记者 张旭阳摄

台湾“两岸同福”
主题展馆内，文创产
品琳琅满目。

本报记者 张旭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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