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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星奖”是文化和旅游
部为繁荣群众文艺创作、促进
社会文化事业繁荣发展而设
立的全国群众文化艺术政府
最高奖，每三年评选一次。第
十九届“群星奖”共有145件
作品和32个群众合唱团队入
围决赛，集中展示了近三年我
国群众文艺最新成果、最高成
就，最终评出音乐、舞蹈、喜
剧、曲艺、广场舞、群众合唱团
队六个门类共 30 个“群星
奖”，每个门类5个，竞争激烈，
含金量高。

福建今年共拿下4个决
赛席位，厦门占据3席，分别是
厦门六中合唱团，厦门市文化
馆和厦门市翔安区文化馆、翔
安区文化艺术交流协会联合
打造的高甲小戏《送枪》，厦门
六中群舞《与妻书》。其中，厦
门六中合唱团凭借对《我和我
的祖国》《彩色锦鲤》2首歌曲
的精彩演绎，成功斩获群众合
唱团队“群星奖”。该合唱团
近年来以清新的演唱及独特
的身体打击表演方式声名鹊
起，截至目前34次登上央视，

32次登上人民日报微博、公众
号，推出多个爆款曲目，已成
为厦门乃至福建的一张文化
名片。今年是群众合唱首次
纳入“群星奖”评奖范畴，也是
厦门六中合唱团在“群星奖”
的初亮相。

入围第十九届“群星奖”
决赛的高甲小戏《送枪》、群舞
《与妻书》同样实力不俗。前
者是我省今年唯一登上“群星
奖”决赛舞台的戏剧类作品，
由厦门市文化馆和厦门市翔
安区文化馆、翔安区文化艺术
交流协会联合打造，把地下党
员秘密送枪支援厦门破狱斗
争的真实历史，以地方戏曲小
戏的形式搬上舞台，从内容到
形式都极具厦门特色。后者
由厦门六中博雅舞蹈团打造，
创新性地将革命烈士林觉民
写给妻子陈意映的“书信”以
群舞的形式拟人化，带来“书
信”群舞与妻子独舞的交织对
话，情境式演绎这封信背后的
家国情怀，成为我省今年唯一
入围“群星奖”决赛的舞蹈类
作品。

本报记者 郭睿
中国群众文艺领

域政府最高奖“群星
奖”的星空亮起厦门
星。

第十九届“群星
奖”获奖名单近日揭
晓，全国30件（个）作
品或团队榜上有名，
厦门六中合唱团位列
其中，填补了我市在
该奖项上的空白。这
也是2015年全国文
艺评奖制度改革以
来，福建省摘得的首
个“群星奖”。厦门选
送的高甲小戏《送
枪》、群舞《与妻书》也
成功入围本届“群星
奖”决赛。

厦门在“群星奖”
上的绽放，是厦门群
众文艺创作从高原走
向高峰的具体体现。
这一现象背后，是厦
门多年来深耕群众文
化事业的厚积薄发，
有力推动了厦门“文
化中心、艺术之城、音
乐之岛”建设。从家
门口的美术大篷车到
年年有约的厦门“海
之韵”合唱音乐会，从
节假日的文化进万家
活动到深入基层的文
化惠民演出，从成立
21年的厦门青年民
族乐团到连续举办
24届的厦门市南音
比赛……厦门致力于
培育群众文化品牌，
服务群众文化需求，
搭建群众文化舞台，
让群众成为文化生活
的主角，群众文化作
品创作焕发强大生命
力。来自厦门市文旅
局的数据显示，如今
厦门市、区两级公共
文化场馆年均开展线
下文化活动约1万场
次，全市镇（街）文化
站年均开展线下活动
4000余场次。政府
搭台，群众唱戏，生机
盎然的群众文化生
态，孕育着更多“厦门
星”。

部分厦门群众文化
品牌展示

●创办“闽南文化走透透”
特色项目：通过互动展演、解说
展示等方式让闽南文化真正在
民众当中“走透透”，该项目是
2017 年度全国文化馆年会 20
个示范案例之一。

●连续11年打造“美术大
篷车”特色品牌，将优秀美术展
览送到基层，入选2011年文化
部发展扶持计划，被称为“家门
口的美术馆”。

●组建“厦门青年民族乐
团”，历经21载的发展，成为厦
门市开展志愿服务和对外交流
的一支重要社会力量。

●每年创新举办“文化和
自然遗产日”系列活动，以“非
遗+旅游”“非遗+商贸”“非遗+
数字化”等模式每年联动举办
百余场展示展演活动。

●连续举办24届次“厦门
市南音比赛”，成为传承千年古
乐南音、弘扬发展闽南文化的
一张重要名片。

●连续12年举办厦门“海
之韵”合唱音乐会，成为群众合
唱艺术交流的大舞台，大力推
动厦门群众合唱工作的繁荣发
展。

●先后举办 21 届次厦门
市群众文化理论研讨会，近年
来共推荐70余篇论文在国家、
省征文活动中获奖，成为展示
厦门群文理论研究成果的重要
品牌阵地。

●组织承办 7 届次中国
（厦门）漆画展、5届次全国（厦
门）工笔画作品展览等高规格
的专业美术展览，打造了全国
性的漆画、工笔画展示交流平
台。

●依托“爱心厦门·文化惠
民”“我们的节日·文化进万家”
等惠民演出品牌，每年到军营、
景区、广场、社区、乡村、学校等
地举办演出活动70余场次。

●闽南文化社区讲坛、沙
坡尾文化沙龙、闽南文化夏令
营等非遗传承活动在群众中广
泛开展，让传统文化融入百姓
生活。

●创建“厦门数字文化馆
联合网”，整合市、区两级数字
文化资源，打造出一站式数字
化综合服务联合网络平台。该
项目2016年被列入文化部“基
层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推广项
目”。

厦门群文力量闪耀“群星
奖”，离不开演出团队的精益
求精，也凝聚着我市文艺界的
群策群力、倾情付出。以高甲
小戏《送枪》为例，市文旅局不
仅组织本土高甲戏名角对该
剧演员进行表演指导，还数度
邀请省内外知名专家对《送
枪》剧本进行研讨，仅剧本修
改就进行了三十余次。

对参赛作品的反复打
磨，体现出厦门创作优秀群
众文艺作品的匠心，也是厦
门用心用情繁荣发展群众文
化事业的缩影。近年来，厦
门以文化品牌为引领，不断
做强群众文化工作，优化公
共文化服务，打造了厦门青
年民族乐团、厦门“海之韵”
合唱音乐会、厦门市南音比
赛、闽南文化走透透等一批
响当当的群众文化品牌，形
成了浓厚的群众文化氛围。
经过多年培育，厦门群文品
牌呈现出专业性、市民性、
本土性、长效性的鲜明特
色，比如：中国（厦门）漆画
展、全国（厦门）工笔画作品
展览是专业的展览平台；闽
南文化走透透、美术大篷车
是落在基层、开到群众家门

口的文化普及活动；厦门市
南音比赛、厦门“海之韵”合
唱音乐会源自厦门丰厚的闽
南文化土壤、活跃的群众合
唱基础；连续举办21届的厦
门市群众文化研讨会、长达
21 年活跃在舞台上的厦门
青年民族乐团等生生不息，
彰显着厦门群文品牌蓬勃的
生命力。

文化为民，文化惠民。当
前，厦门拥有10家公共图书
馆、7家文化馆、5家博物馆、
38家镇（街）文化站、504家村
（居）文化服务中心。公共文
化服务的繁荣发展，丰富了厦
门人的群众文化生活，涵养着
群众文化土壤，为更多优秀群
众文化作品的涌现打下坚实
基础。借力“群星奖”星光，厦
门市文旅局将进一步通过常
态化开展文化惠民、文化辅
导、全民艺术普及活动，让群
文服务“更细致”；通过整合资
源、典型带动、宣传推广，让群
文品牌“更响亮”；通过市区联
动、企业联动、院校联动，让群
文工作协同“更广泛”，为厦门
加快打造“文化中心、艺术之
城、音乐之岛”续写群众文化
新篇章。

群策群力《送枪》
走上“群星奖”舞台

高甲小戏《送枪》长度不到15分钟，没有华
丽宏大的舞美，可以随时随地开演。“这部作品编
剧是群众、演员是群众，创排的目的也是希望以
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把厦门的红色故事演给百
姓看。”《送枪》辅导老师、厦门市金莲陞高甲剧团
副团长洪炳举说。

原创高甲现代小戏《送枪》是厦门市文化馆和
厦门翔安区文化馆、翔安区文化艺术交流中心联合
打造的红色主旋律题材作品，讲述了“厦门破狱斗
争”前夕，两名普通的地下党交通员为送枪到厦门
支援破狱，与盘查的国民党排长斗智斗勇的故事。

这是一部典型的群众文艺作品。它的第一
版剧本，由厦门市翔安区珩厝社区87岁高龄的
王泗水先生创作，故事也是珩厝村真实发生过的
历史。2021年，挂职任翔安区文化和旅游局副局
长的洪炳举看到该剧本，开始推动这部作品搬上
舞台。此次参评“群星奖”，《送枪》的三位演员也
都来自基层，其中还有一对开服装店的夫妻。

导演魏小春也被这部作品的题材吸引，他说
《送枪》既是反映共产党人革命精神的红色作品，
也是精彩的厦门故事，在创作构思时，他特别选
择了富有本土特色的高甲戏加以演绎，高甲戏在
表演风格上大收大放，表演程式和方言富有特
色，尤其是以“丑”为美的特点特别适合刻画剧中
人物个性。而高甲戏与现代题材的相遇，也是一
次丰富剧种表现力的积极尝试。在魏小春看来，
《送枪》对题材的把握，以及省、市相关专家、非遗
传承人在创排过程中的合力打磨，是推动《送枪》
走上“群星奖”决赛舞台的重要力量。

尽管是一部群众文艺作品，但《送枪》的实力经
得起推敲。省市区各级文旅部门高度重视，要把精
品剧目送到百姓身边，让该剧“立得住、留得下、传
得开”，全力支持该剧打磨提升。在剧本创作上，
《送枪》力求突出主题、结构合理、以点带面、小中见
大、紧张有序、层层铺开；音乐处理上，运用高甲戏
的传统曲牌，糅入现代配器手法，在保留剧种音乐
特色的同时又服务剧情需要，使观众在听觉上更具
有欣赏性；导演手法上，突出角色台词的个性、动作
的典型性、表演的关联性，尽可能让演员的每句台
词、每个动作既有戏曲特性又有“粗粝感”。

据悉，高甲现代小戏《送枪》排完定稿后，已
深入基层开展文化惠民演出 53 场，观众人数
5600人次，不仅为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精神
血脉贡献了文艺力量，也在一次次的舞台实践中
继续打磨提升，追寻群众文艺作品的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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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六中合唱团参与演出剧照厦门六中合唱团参与演出剧照（（厦门六中厦门六中 供图供图））

读者可扫码观看厦门
文旅融媒体“群星奖”
厦门作品展播。

厦门群众合唱生态
孕育“群星奖”合唱团
合唱团斩获“群星奖”，舞蹈团入围决赛，厦

门六中在第十九届“群星奖”收获颇丰。“感谢厦
门市文旅局慧眼识珠，我们才有机会站上‘群星
奖’的舞台，才有机会一路过关斩将。”厦门六中
博雅艺术团团长陈琦说，“我们以往参加的多是
教育系统赛事，这是第一次参加全国性的群文比
赛，为我们打开了新的艺术之门。”

厦门六中合唱团参赛曲目是《我和我的祖国》
《彩色锦鲤》。如何将《我和我的祖国》这样一首大
家耳熟能详的作品演绎出六中特色，合唱团特别邀
请中国台湾作曲家余忠元先生将作品改编成适合
学生演唱的同声合唱版本，采用抒情和激情相结合
的笔调，歌唱孩子们对伟大祖国的爱。《彩色锦鲤》
是难度极大的9声部交织错综的无伴奏合唱。“这
首曲目的歌词是中国民间绕口令，我觉得这个风格
特色非常契合‘群星奖’的群文主题，就选择了这首
作品。”合唱团团长占蓉潇介绍，参赛过程中合唱团
得到市文旅局和市教育局的大力支持，录制参赛视
频的场地也是市教育局帮忙协调的。

厦门合唱团在“群星奖”的惊艳亮相，离不开
厦门对群众合唱生态的培育。厦门群众合唱基
础好、实力强，现有各类群众性合唱团体300多
支，校园合唱团是其中一股重要力量。在市文旅
局的支持下，厦门艺术学校还与厦门六中联合共
建“阿卡贝拉”班，提升了六中合唱团的艺术水
平。多年来，厦门还树立起两个极具影响力的合
唱活动品牌——厦门“海之韵”合唱音乐会、“鹭
岛少年”厦门市中小学合唱展演，成功托举一支
支优秀的群众合唱团从厦门走向全国。

厦门六中群舞厦门六中群舞《《与妻书与妻书》》剧照剧照
（（厦门六中厦门六中 供图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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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拿下4个决赛席位
厦门占3席1

品牌引领
繁荣群众文化事业2

高甲小戏高甲小戏《《送枪送枪》》剧照剧照（（市文旅局市文旅局 供图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