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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
2022 年是陈化成殉国 180

周年，厦门市金莲陞高甲剧团创
排了高甲历史剧《陈化成》。经
过一年的精心打磨，26日晚，《陈
化成》将在闽南戏曲艺术中心迎
来首演，并于27日、28日晚继续
演出两场。该剧是厦门市文艺
发展专项资金资助项目。

陈化成的一生金戈铁马，从
同安丙洲发端，扼守吴淞炮台英
勇战殁。高甲戏《陈化成》以真
实历史事件为基础，通过国家级
非遗高甲戏艺术的再创作，讲述
了民族英雄陈化成在花甲之年
临危受命赴沪就任江南水师提
督的故事。

用地方戏曲唱响出生于厦
门的民族英雄，高甲戏《陈化成》
提供了一个范本。日前，本报记
者采访了该剧的主创人员。

●许晓春
对于闽南人来说，除了粥饭之外，面线

就是餐桌上的常客了。早餐吃面线糊，一早
有精神头；夜宵来碗鸭肉面线，外加烧酒配
话仙。宴席上总是少不了一道炒面线，老朋
友聚餐不点个蚵仔面线、猪脚面线，没味道。

“炒面线”作为厦门独具特色的主食，最
早是由“全福楼”和“双全酒楼”的几位老师傅
打出名声的，后来“绿岛”“广丰”“好清香”这
些后起之秀，逐渐传承并改良了做法和风味。

不过，很多人不知道，在炒面线界，一
向有“姐妹双姝”争雄的说法。

现在大家吃到的炒面线，色泽黄褐，油
润醇香，但吃到嘴里一点也不油腻，柔韧的
面线夹带着肉丝、虾仁、香菇，金光闪闪。
所以，江湖人称“金丝面线”。

正宗的“金丝面线”简约而不简单。首
先，要选Q劲比较足的上等面线，把面线放
进有三分半热的油锅里，炸到赤黄色时捞
出来，在沸水里小浸一会去油腻；旺火煸炒
肉丝、鱼片、虾仁、香菇、冬笋、红萝卜等配
料，加入虾头、虾壳熬制的狗虾汤，煮开后
再把之前的面线加进去拌炒一小会儿。

炒面线起锅前，加入几滴绍兴酒和油酥
过的鳊鱼碎，风味更佳。旁边再放上一碟沙
茶酱或厦门本地甜辣酱佐味，味道更酸爽。

而早期“双全酒楼”的师傅们另有一道
拿手面线，叫“玉丝面线”。顾名思义，“玉
丝”，面线如玉般爽滑不黏糊，入口鲜美细
腻。除了卖相上的小差异，“玉丝面线”的
原料、配料和“金丝面线”基本是相同的，差
别在于炒之前面线不用经油锅炸过，只需
放到沸水里烫过再滤干。

老厦门人说过，早年有些华侨出国时，
曾经特地把炒面线带回去，让国外的亲戚
朋友们能尝一尝家乡的风味。为了保证风
味，必须用高级保温瓶装，让长长细细的面
线飞越千山万水。

其实，在闽南，面线是很有仪式感的食
物，寓意着祝福和好彩头。

正月初一，很多老一辈的闽南人都有
吃面线的习俗。如初一早上吃面线，一年
好运、幸福安康。有些地方招待远方客人
请吃猪脚面线，寓意接风洗尘，相反“送顺
风”则要请吃甜鸡蛋太平面线。

“蚵仔煮面线，好人来逗伴”，吃蚵仔面
线可以交到好朋友；婴儿满月酒的“头道
菜”也一般是面线；老人做寿，儿女的寿礼
里往往少不了猪脚、鱼、面线等。

而面线糊，当然更是厦门头牌小吃之
一。海鲜汤或猪骨汤作汤头，凭个人喜好
加入虾仁、海蛎、鱿鱼、瘦肉、猪肝沿、小肠、
鸭血、豆干，小清新、重口味均可。再配上
油条、炸油葱、胡椒末，一碗吃下去，从头到
脚都是舒爽的。

手作的面线已经越来越少了，现在同
安、翔安还有漳州一带的一些村子里仅存
一些作坊。做手工面线有揉、抽、拉、甩、
摺、晒等十多道工序，手作人要起早摸黑一
天忙到晚。好的面线特别有韧性和弹性，
拿起来不容易断和掉屑，煮了不易糊成
团。要做出这样的面线，面粉质量很重要，
同时确保发酵、晾晒时间。

本报讯（记者 郭睿）“2023厦门水彩画展”
23日在厦门市美术馆二楼开展，现场共展出40
余位画家的百余幅作品。

展览作品以丰富的色彩、完美的造型表现强
烈的时代精神和地域风貌，展现水彩画的艺术魅
力。与此同时，这些作品高度凝练了当今厦门水
彩画界的学术水平，梳理和展现厦门本土水彩画
家的创作状态，有助于进一步激发水彩画家的创
作激情，为市民献上一场水彩画的艺术盛宴。

此次展览由厦门市美术馆、厦门市美术家协
会主办，厦门市美术家协会水彩画专业委员会承
办，将持续展出至3月4日，免费向公众开放，感
兴趣的市民可前往观展。

本报讯（记者 陈冬）22日，厦门市
文联十届五次全委会召开。会议总结了
过去一年来的工作，并对下一步工作进
行动员部署。

过去一年，市文联工作创下了五个
新高，即获得荣誉的数量创新高；争取国
家级、省级重大赛事的数量创新高；与中
国文联、全国有关文艺家协会、省文联、

全市机关企事业单位合作办展、办节、办
活动，助力开展各种文艺活动数量、合作
单位数量创新高；信息被转发的数量和
媒体数量创新高；承接市委市政府的工
作任务量也创新高。

今年，市文联将持续开展主题突出、
特色鲜明、影响显著的重大文艺活动，包
括全面助力提升“中华情·中国梦”中秋

展演活动，承接中国曲协“海峡两岸曲艺
欢乐汇”，举办福建省第三届花鸟画大
展、“红土地 蓝海洋”文学笔会等文艺项
目和赛事；同时，丰富“文艺惠民服务菜
单”，组织文艺工作者走进社区、乡村、学
校、企业。通过一系列活动持续为厦门
文艺的繁荣发展接续努力。

“侯莹、谭平双人展”
在厦展出

本报讯（记者 许舒昕 通讯员 方思梦）日前，
“侯莹、谭平双人展”在TCCA红顶当代艺术中心
开展，展览呈现了两位艺术家近十年来的合作作
品，包括影像、装置艺术、绘画等。开幕当日，以
现代舞跨界谭平场域创作《山 水 经》的舞蹈作
品《一 ｜》在美术馆中上演。

演出由谭平执笔沿长卷划下一道横线开始，
长卷背后是被遮蔽的舞者身体。谭平收笔后，长
卷在舞者的身体运动中撕裂，碎裂的纸片依附在
他们身上。纸上的横线随着舞者的身体动作自
然皱褶，或像是山峰背阳的阴面，或像是亘历千
年的山水和地质变迁。将身体表演艺术与绘画
融合，打破舞蹈与绘画的边界，这是一次大胆的
实验创作，也是侯莹与谭平近十年来创作对话与
艺术融合的叙说。

此次展览将持续至5月21日，其间将举办相
关的跨界艺术活动。

本报讯（记者 陈冬）日前，第34届陈
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举行线上颁奖仪式，
厦门儿童文学作家李秋沅的少年成长小
说《你看月亮的脸》，从1000多部作品中
脱颖而出获得“最佳文字奖”，这是福建省
作家首次获此大奖。

《你看月亮的脸》被命名为“寻找自
我”的成长小说，也可以说是一部少女的
心灵史。李秋沅以少女金杏的视角描摹
童年敏感而又真实的故事，主人公在他人
的目光里变得焦虑、自卑，幸而在钢琴的
陪伴下寻找到面向未来的光。正如月亮
也有暗淡的一面，成长的阵痛是每个人的
必修课。小岛、音乐与“蓝色世界”，李秋
沅以细腻空灵的文字展开了一幅带有独
特童年生命体验的历史画卷。

李秋沅在发表获奖感言时表示，成长
的心灵体验是每个人心中的珍宝，而她愿
意把自己的珍宝呈现给青少年朋友们。

“我要告诉他们，我和你们在一起，你们并
不孤单。”

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CICLA）由
上海籍儿童文学作家、翻译家、教育家陈
伯吹（1906-1997年）的名字命名，是我国
目前连续运作时间最长、获奖作家最多的
文学奖项之一。

此外，李秋沅还于日前入围“第三届
蒋风儿童文学奖青年作家奖”之“提名作
家奖”。蒋风儿童文学奖（青年作家奖）是
为了表彰在儿童文学创作上已取得一定
成绩、并具有创作潜力的青年作家，鼓励
广大儿童文学工作者“讲好中国故事”。

持续开展重大活动
助力文艺繁荣发展

市文联十届五次全委会召开，去年市文联工作创“五个新高”

本报讯（记者 陈冬）市文联
十届五次全委会现场，举办了福
建省新时代特色文艺示范基地、
省文联“文艺两新”实践聚集地授
牌仪式。

去年，福建省文联、省财政厅

全面启动全省新时代特色文艺示范基地
建设，遴选确定全省第一批57个示范基
地建设。厦门共有7个文艺基地入选，
分别是爱乐乐团基地、闽南戏剧曲艺创
作基地、闽南民间歌舞传习演示基地、翔
安宋江阵民俗文化广场、厦门惠和石文

化园、海丝艺术品中心、海峡风文艺示范
基地。

厦门还有4家文艺基地获评福建省
文联“文艺两新”实践聚集地，分别是海丝
艺术品中心、不二轩书画、龙山文创园、惠
和石文化园。

特色文艺示范基地授牌

李秋沅《你看月亮的脸》获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

味蕾 记忆

闽南面线寓意丰

赏本土水彩画家佳作

用地方戏曲唱响生于厦门的民族英雄，高甲戏《陈化成》提供了一个范本

去年《陈化成》验收演出前，因“陈化成”一角
戏份吃重，体量庞大，临阵换角，“80后”的庄友
龙仅用18天便完成了从“0到1”的排演。他回
忆说，“当时边看剧本边排练，从早到晚连轴转，
50多页的剧本都被翻烂了，整个人瘦了十几斤，
到现在，连走路、说话都会不自觉地模仿剧中的
陈化成。”

庄友龙平常主工小生，这次的《陈化成》，他
突破自己，首次演绎老生。“二者的身段、唱腔、走
路姿势都不一样，因此难度特别大。”庄友龙说，
因为年纪大，说话声音要低沉浑厚，但陈化成又
是一位武将，气势不能弱，走路时虽要佝偻着腿，
但也要走出挺拔的英姿。为了演好陈化成，庄友
龙搜集了大量陈化成的历史资料、纪录片，反复
学习，揣摩人物。

高甲戏《陈化成》的剧本改编自作家
高宏斌的同名话剧，由本土优秀青年编剧
黄相平操刀。“从初稿到定稿，历经一年多
时间，修改了数十稿，最困难之处在于如
何塑造一个英雄的人格，这就需要找到典
型事件。”黄相平说，他用倒推的方式，选
择在陈化成的最后一战——吴淞保卫战，
以英雄的黎明和悲壮的余晖回溯经历，试
图还原一个在悲情时代中壮烈牺牲的人，
在厚重历史中探索人性的幽微。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国难当
头，陈化成于这一年调任江南提督。
1842年6月16日清晨，英国侵略军出动
所有舰船，向吴淞口发动疯狂炮击。面
对内忧外患，陈化成在最后一战的炮台
上再回首，已是满门忠烈，父子身死尽为
国殇。随着一声炮响，巍巍炮台终与英
雄同毁，萧然于茫茫烟水，其浩然正气却
长存天地之间。

黄相平说，陈化成虽为英雄，但情感
却与普通人无异。尤其他年已花甲，为
国为家一生操劳，终在最后马革裹尸。

“因此，我们从‘家’的意象上铺陈情节，
设置了重要的道具，营造出强烈的戏剧
氛围。”

在音乐编配上，《陈化成》还运用了
独具厦门地方特色的南音，突出乡音乡
情乡愁，将陈化成为国捐躯、落叶不能归
根的悲剧渲染到极致。

高甲戏《陈化成》特邀国家一级导
演、武汉楚剧院副院长王文华担任导
演。虽然接触过一些地方剧种，但导
演高甲戏，王文华还是第一次，“作为
一名戏曲导演，我特别享受这样的挑
战。”

王文华说，陈化成是与林则徐、邓
世昌等并称的、中国近代史上抗击外
侮、以身殉国的民族英雄。说起林则
徐，大家会立马想起虎门销烟；谈及邓
世昌，自然而然提到黄海战役。相比
之下，陈化成在吴淞抗英、壮烈牺牲的
故事，知者甚少。

“陈化成是厦门的骄傲。”王文华
表示，地方戏曲的创作应该要为地方
百姓提供接地气、贴民心的观赏角度，
厦门市金莲陞高甲剧团演绎厦门民族
英雄，对地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对地
方文化符号的运用，以及构建地方百
姓的精神家园有着重要意义。无论是
从剧本改编还是演员表现来看，高甲
戏《陈化成》可以发挥这样的作用。一
个生动鲜活、血肉丰满、真实可信的陈
化成艺术形象呼之欲出，栩栩如生跃
上当代戏曲舞台，希望通过高甲戏《陈
化成》把陈化成坚贞忠诚的爱国品质、
宁死不屈的英雄气节、勤政廉洁的为
官之道、忠厚善良的崇高品格传播开
来，让英雄精神代代相传。

编剧说：
用典型事件
来塑造典型人物

导演说：
地方戏曲
要提供接地气
的观赏角度

高甲历史剧《陈化成》今晚首演
再现忠烈悲壮爱国故事

高甲戏高甲戏《《陈化成陈化成》》海报海报。。

35岁演员演绎花甲老人。

通过高甲戏艺术的再创作讲述陈化成故事。

吴宁榆吴宁榆《《晨曲晨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