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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郭睿）25日、26日晚，
郑小瑛歌剧艺术中心携手厦门歌舞剧院交
响乐团，在厦门嘉庚大剧院连演两场意大
利经典歌剧《茶花女》中文版。此次演出由
中国著名指挥家吴灵芬领衔执棒，集结当
前活跃于国内外各大歌剧舞台的新生代佼
佼者和一线歌唱家，以“洋戏中唱”的方式，
让观众感受《茶花女》中文版的独特魅力。

据介绍，早在1956年，歌剧《茶花女》就
被搬上了中国的舞台，成为中国人看到的第
一部西洋歌剧。今年，郑小瑛歌剧艺术中心
继2011年、2020年成功上演这部经典歌剧
的中文版后，再一次集结活跃在国内各大歌
剧舞台上的优秀歌唱家，经过数月的精心筹
备和反复演练，持续在音乐和表演上雕琢，
将《茶花女》中文版带给福建观众。在此前
于福州成功演出后，此次在厦演出也收获了
观众喝彩。

除了歌剧《茶花女》本身的看点，吸引
厦门观众的还有此次演出阵容。指挥吴灵
芬是中国音乐学院指挥系教授、中国国家
大剧院合唱团指挥、中国教育部艺术教育
委员会专家团成员、世界音乐与艺术教育
协会副主席，于1998年在中国音乐学院创

建指挥系，为我国音乐教育和合唱事业的
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是一位少有的既站
讲台又站舞台，并掌握了大量的古今中外
不同风格合唱经典作品的艺术家。吴灵芬
另一个身份是郑小瑛的开门弟子，此次与
郑小瑛歌剧艺术中心合作，执棒歌剧《茶花
女》中文版，对于她而言不仅是一次阔别歌
剧舞台已久的全新亮相，也是对于师生情
谊的致敬与传承。

本报讯（文/图 记者 陈冬）第14届爱
心书画展正在厦门市老年活动中心新大楼
一楼展厅举办，共展出书画作品140余幅，
由香港书画家交流协会、厦门市老年书画
研究会、两岸青年书画交流协会的艺术家
会员精心创作，将持续至11月30日。

书法作品行、草、隶、篆俱全，绘画作品
山水、花鸟、人物皆备。作品描绘了美丽中
国、多彩厦门，诠释着书画艺术家们对中国
书画的认识和理解，表达他们热爱生活、陶
冶情操的人文素养和进取向上的精神风
貌。展览结束后，作品将进行义卖，筹集的
全部善款将捐赠给特殊儿童教育事业。

本报讯（记者 张觉尹）近日，74岁的厦
门老三届知青傅鸿仁，将自己花费三年多时
间完成的“壮举”——毛笔手抄全本《红楼
梦》，举办了一场观摩交流展。展出的部分
虽是局部长卷，但工整清秀的楷书，让到场
的人赞叹不已。

现场摆放着40个樟木匣子，每个匣子
装一卷 25米左右的长卷，拼接起来长达
1000多米。长卷上誊写的是中国四大名著
之一《红楼梦》全文。这场观摩交流展是由
厦门知青文学艺术基金会主办的。

20世纪80年代，傅鸿仁为自己许下夙
愿——行百万里路、写百万个字。随着岁月
流逝，“行百万里路”的夙愿已经达成，但进
入古稀之年的他深感写百万个字太难了。
既然写不了自己的文章，傅鸿仁选择了誊写
古典文学名著，首选便是《红楼梦》。

傅鸿仁第一次读《红楼梦》，距今已有近
60年，那时候的他，刚进中学。他说，那个
年代绝大多数同学买不起新书，但可以租
书，于是就和几个同学商量合租轮着看。除
了四大名著，傅鸿仁还阅读了其他古典名
著。不过，唯有《红楼梦》一书一直萦绕于
心。“它是中华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品，是一
部具有高度思想性和高度艺术性的文学巨
著，是古典小说语言艺术的高峰……”看到
对《红楼梦》有如此高的评价，傅鸿仁想要以
抄写的方式重读，一探究竟。

“全书一百零七万字，如果我每天坚持
誊写一千字，持之以恒，可望三年之内完
成。”2019年5月，傅鸿仁开始用狼毫小楷誊
写《红楼梦》，每天伏案五六个小时，几乎所
有的业余时间都用来抄写《红楼梦》。“一卷
宣纸写《红楼梦》的三回内容，每一卷都尽可
能地做到一口气写下来，如果出现了错字，
不可能整卷重写，就将错字用刀刻掉，再另
找宣纸写后补上。”

知道此事的友人，都说这是项艰巨而漫
长的工程，枯燥乏味，要耐得住寂寞，当得了

“苦行僧”。傅鸿仁说，“我仅仅是喜欢写字，
谈不上书法，也没上过书法课。古稀之年平
平淡淡生活，做点自己喜欢的事，仅此而
已。”最终，他凭借认真的态度、非凡的毅力
和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历时三年多，终于在
今年中秋之夜完成了这一洋洋洒洒的大作。

74岁厦门老三届知青

三年誊写
百万余字《红楼梦》

舞剧《花儿与海》
月底首演

爱心书画展
在厦举办

歌剧《茶花女》中文版再度上演
中国著名指挥家吴灵芬领衔执棒

文/本报记者 陈冬
图/厦门小白鹭民间舞艺术中心 提供
26年间，一批又一批人从大海边来到

黄土高原，他们把沿海地区的先进理念、技
术、项目带到贫困地区，探索出新时代“造
血式”扶贫的科技援宁新路子。如何用舞
剧讲述闽宁间的深厚情缘，厦门小白鹭民
间舞艺术中心（以下简称“小白鹭”）与厦门
艺术学校做了一次具有挑战性的实践尝
试。

本月底，舞剧《花儿与海》将作为
2022年厦门市民文化节系列活动之
一在小白鹭金荣剧场进行首
演。目前，该剧正在进行紧
张排练，随着舞美视觉的
逐步完善，舞剧的全貌日
渐呈现，演员渐入佳境，
首演蓄势待发。该剧已
入选2022年度福建省
舞台艺术精品工程重
点剧目，并获得2022
年度厦门市文艺发展
专项资金资助。

从1996年开始，福建与宁夏，3800
多名援宁工作者，用智慧、心血和决心，向
贫穷发起挑战，创造了全国东西部扶贫协
作的典范——“闽宁模式”，尤其是在脱贫
攻坚的道路上，发生了许多感人至深、催
人奋进的故事，涌现了一批值得颂扬和铭
记的模范人物。

“我们一直在考虑创作一部与扶贫题
材有关的作品，经过反复商讨，最终敲定
闽宁协作这个主题。”厦门艺术学校党总
支书记、副校长，厦门小白鹭民间舞艺术
中心主任林乃桢说，受疫情影响，今年7
月，主创团队才得以前往宁夏进行为期一
周的采风，实地体验援宁工作者和当地人
的生活。“只有亲眼看到、亲身体验，才能
感受到援宁工作的艰辛和援宁工作者身
上背负的使命。”

厦门大学教授傅小凡是舞剧《花儿与
海》的编剧，作为西北人，他对当地风土人
情比较了解，更容易产生共鸣。采风回厦
后，傅小凡提炼、塑造出一个凝聚了新时
代科技工作者美好品质的人物角色——
福建省科技特派员杨一琼。

《花儿与海》讲述了杨一琼带着研究
生和宁夏青年回到福建研究葡萄培植技
术，然而研究尚未成功，杨一琼因为白血
病离开人世，她废寝忘食的身影，成为激
励学生们不断前行的灯火。学生们带着
老师的成果以及“爱拼才会赢”的福建精
神和“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宁夏精神，毅然
回到宁夏，将葡萄园建了起来。虽经历了
一场寒潮风雨，但大家凭着心中的那股信
念，最终保住了葡萄园。当一串串葡萄成
熟，葡萄园喜获丰收，并逐步形成葡萄酒
产业，带领当地村民脱贫致富。

担任《花儿与海》的导演，是从“小白鹭”成长
起来的郭勇滨和何颖。两位年轻的编导，虽然有
着编排舞蹈的丰富经验，但完成一部长达90分钟
的舞剧，都是第一次。

舞蹈界常说“舞剧拙于叙事”，特别是对于扶
贫这样的现实题材来说，戏剧冲突本身不强，不少
场景也难以用艺术的形式展现在舞台上。郭勇滨
说，编导要做的就是克服这个难点，和演员不断磨
合、沟通，尽可能地将人物性格刻画得更加鲜明。
饰演杨一琼的演员缪斯琦，下了舞台也依然戴着
眼镜、身穿衬衣，从生活的点滴细节去加深对剧中
人物的理解。

“闽宁协作”是个宏大的叙事主题，如何在短
短的90分钟内去体现如此伟大的壮举，对于郭勇
滨和何颖来说，又是一番巨大的挑战。“我们选择
跨时空的叙事方式，在光影交错的舞台空间里，紧
紧围绕主人公内心对生命真善美的极致追求展开
陈述，力图让故事随着人物情感流淌出来，呈现出
纪实电影那种自然而朴素的质感。”

有别于电视剧的多景别、多视点、多线性的
叙事方式，《花儿与海》力求在舞台方寸间有序地
承载“天高地阔”的空间立意。不过，在编排过程
中，郭勇滨和何颖也曾遇到瓶颈。“第二幕中有一
段讲述宁夏青年在福建过中秋的场景，当时排了
好几个版本，大家都不太满意。”何颖说，那天正
好恰逢中秋，望着天空的明月，突然有了灵感
——采用虚实结合的方式，在表达宁夏青年思乡
之情的同时，也能体现出厦门中秋博饼的民俗文
化。

《花儿与海》包括序、四幕和尾声六部分，除了
小白鹭的专业演员，还加入了2019级舞蹈班的学
生。郭勇滨告诉记者，演员们在突破重重挑战的
过程中，不畏困难，与角色同奋战，共进退，也收获
了成长。“在尾声部分，当全新创作的歌曲《山海》
响起时，山海交融的情怀一下就迸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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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小白鹭”与厦门艺术
学校联袂打造，向福建援
宁工作者致敬

该剧已入选2022年度
福建省舞台艺术精品工
程重点剧目

艺文 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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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冬）“礼赞家乡——八
闽文旅故事系列”黄妍架上连环画展，于11
月27日至12月4日在市文联艺术展览馆展
出。该展系2022年度厦门市文艺发展专项
资金资助项目（优秀中青年个人文艺项目）。

插图、连环画，并非专业画种，但这些
年逐步成为可独立发展不断焕发艺术生机
的阵地，历届全国综合大展专为插图、连环
画开辟了独立展区，这其中不乏一批青年
艺术者和插图、连环画家。黄妍，就是这其
中之一，在插图、连环画创作上勠力耕耘，
并初见成效，屡有作品入选中国美协主办
的画展。

黄妍是福州人，毕业于厦门大学，美术学
硕士，现任厦门大学嘉庚学院建筑学系副教
授，作品大多取材于闽地风情风物。此次展
览展出其画作百余幅，她结合多年从事建筑
教学的经验，运用国画线面结合、墨色交融的
技法加以个人主观意向的创作表达，带领观
众领略福建星罗棋布的文物古迹、丰富多彩
的文化遗产和瑰丽多姿的自然风貌。此外，
黄妍还以连环画的方式生动讲述红色革命故
事。

▲▲剧中杨一琼的离世让大家伤心不已剧中杨一琼的离世让大家伤心不已。。

学生们带着老师的遗愿毅然回到宁夏继续开展研究。

杨一琼（左三）带着学生们做实验。

宁夏生活场景。

舞剧《花儿与海》向福建援宁工作者致敬。

傅鸿仁在誊写傅鸿仁在誊写《《红楼梦红楼梦》。（》。（受访者受访者 供图供图））

百余幅连环画作
展现八闽风物

观众驻足欣赏画作观众驻足欣赏画作。。

《茶花女》中文版剧照。
（郑小瑛歌剧艺术中心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