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陈冬 通讯员
严昕）9月10日晚，94岁的著名指
挥家郑小瑛将携歌剧《弄臣》中文
版亮相厦门嘉庚剧院，进行第三
场演出。此前，该剧在福建大剧
院已完成两场演出，郑小瑛指挥
创造了歌剧历史上的奇迹，在线
观看人数突破700万。

一年多来，在厦门市文艺发
展专项基金的扶持下，郑小瑛歌
剧艺术中心坚持不懈推动西方歌
剧的“洋戏中唱”，去年夏季上演
了歌剧《茶花女》中文版。

《弄臣》是由意大利作曲家朱塞
佩·威尔第创作的著名三幕歌剧。
其中文版演出共两个半小时，从筹

备、排练到演出近一年的时间，郑
小瑛都亲力亲为。演出开始及每
一幕前，郑小瑛都会以标志性的

“郑小瑛模式”向观众介绍作品。
此次在厦的演出阵容，依旧是

郑小瑛担任艺术总监、指挥，王湖
泉担任导演，老中青声乐艺术家章
亚伦、孙砾、林子豪、王亢、顾文梦
等歌唱家领衔主演，携手爱乐男声
合唱团、福建省歌舞剧院舞剧团、
福州海峡交响乐团演出。

“‘洋戏中唱’的《弄臣》打破
了语言障碍，让歌剧更贴近中国
观众。”郑小瑛表示，歌剧不能自
我陶醉，应该要让更多中国观众
欣赏到经典的西方歌剧。

本报讯（记者 陈冬）8月30日晚，厦
门市金莲陞高甲剧团复排的高甲戏《半把
剪刀》在闽南戏曲艺术中心上演，这是“为
人民绽放”福建省梅花奖演员演出季的
推荐剧目。

《半把剪刀》讲述的是普通妇女陈金蛾
的故事，情节丰富生动，扣人心弦。自从
1982年剧团首演以来，在观众中反响热
烈，经过进一步的修改打磨提升，由最初的
清装版改为明装版，更符合观众喜好。

国家一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
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主角奖获得者吴
晶晶饰演陈金娥。她运用唱腔、身段、技
巧等表现出人物在不同时期的特点。除
了吴晶晶，剧中主要角色也都由剧团知
名艺人饰演，并邀请退休老艺人林丽雅
共同演绎，阵容强大。

集美大学“与‘梨’
一起”实践队走进井城
村开展“三下乡”活动

本报讯（记者 许舒昕 通
讯员 陈婉清）日前，集美大学
师范学院“与‘梨’一起”实践
队走进集美区灌口镇井城村
开展为期一周的暑期“三下
乡”活动。活动以戏剧表演为
抓手，在高校学生的带领下，
井城村的孩子们身临其境感
受戏剧艺术的魅力。

活动中，实践队成员以
角色扮演、情景表演等游戏
形式来让孩子们认识戏剧。
从简单的肢体动作到口头语
言表达，再到情感表现……
孩子们在游戏中习得话剧相
关的知识，也在集体活动中
培养团队合作精神。最终，
实践队与孩子们共同编创了
一出弘扬红色精神的话剧
《鸡毛信》。

不少孩子表示在此次活
动中收获良多，认识不少汉
字，也从主角“海娃”身上学到
和敌人周旋的勇气。

文/本报记者 陈冬
图/受访者 提供
他是土生土长的闽南人，却

钟情于西北高原的广阔苍凉。他
用10年时间，西行昆仑，纵览丝
绸之路人文风物，用画笔展现新
疆、陕北的秀美山川。

他叫林文德，一名独立艺术
家。今年，是林文德60岁，又适逢

“一带一路”倡议十周年，他精选了
10年来创作的100幅作品，包括《一
带一路·望昆仑》《西行漫道》两个系
列，于厦门美术馆举办名为“一带一
路·望昆仑”林文德油画作品展。

据悉，如此大规模、呈现丝路
风景的个人画展，在厦门尚属首
次。展览将持续至9月7日。

《一带一路·望昆仑》系列是
林文德倾注一腔热忱创作的。他
多次奔波于帕米尔高原，昆仑山
上白雪皑皑，山下牛羊满山坡，斜
阳映照下的村庄炊烟袅袅，羊群
围绕着村舍……这些风光打动着
林文德，激发他的创作灵感，最终
浓缩为一幅幅油画。

昆仑山宏伟高峻，被誉为中国
脊梁，是“一带一路”地缘地脉。林
文德的昆仑系列作品，题材厚重却
感觉不到凝重，色调和谐、细腻丰
富，让观者感受到生命的融合与重
生、心灵与自然的感应和释放，也
看到一个画家的坦荡心胸和艺术
功底。

最让林文德引以为傲的作品，
是一幅维吾尔族老汉肖像画，名为
《向往》。画面中的老汉如山峰挺
拔，目光深邃，对未来生活充满期
盼。林文德说，如果自己没有深入
当地采风，就无从认识具有使命担
当、坚毅的维吾尔族老村支书。

“帕米尔高原的所闻所见，将
成为我的生命印记，伴随着我的一
生。”林文德说，虽然已是花甲之
年，但他愿意不停地画莽昆仑、画
帕米尔高原、画陕北、画各族同胞，
以期通过作品去传递美好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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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注热忱
创作昆仑系列B

真正的艺术家，眼光向来是独到的，他们总能在寻常人看不到的寻常事物里发现美，
并以独特的艺术语言、艺术形式表现出来，在厦门生活的摄影师雷雨亭、油画家林文德就
是这样的艺术家。近日，他们分别举办个展——“我走了”雷雨亭个人摄影展、“一带一
路·望昆仑”林文德油画作品展。

文/本报记者 陈冬
图/受访者 提供
在厦门，有一位叫雷雨亭的摄

影师，他像独行侠一样行走在城市
里，用镜头与城市对话，记录下厦
门城市变迁的影像“碎片”。

因为拍摄者的用心，人们从他
的镜头里读到这座城市各种不同
的样子。正因为此，他用影像呈现
出的“城镇化”，不是一个空泛的概
念，而是实实在在的生活，是岁月
带来的人和城市的变迁。

最近，雷雨亭受邀在白灼影像
举办“我走了”雷雨亭个人摄影展，
展期持续至9月24日。

雷雨亭：

用20多年

定格
城市各种不同

从前，林文德醉心于故乡漳
州风物的描绘，灵秀、温润。而
今，他被昆仑的巍峨、帕米尔高原
的苍凉、雪山的神圣、塔吉克族淳
朴的民风、陕北的孤独所震撼，并
将水墨实验化入油彩，彰显写意
精神。

“朋友们都惊讶于我的画风和
绘画题材的重大变化，连我自己也
疑惑过。”林文德说，儿时的一部黑
白电影《冰山上的来客》，让他难以
忘怀。后来，有一年的央视春晚讲
述帕米尔高原红其拉甫边防哨所
的故事，再次触动自己的心弦。

2011年，出于好奇的林文德
沿着丝绸之路一路西行。在采风
和创作过程中，他的好奇变成面
对自然风物、历史人文的敬仰和
敬畏。“我至今仍清晰记得，第一
次亲眼望见昆仑群峰无与伦比的
壮美和无法言说的内心震撼。”林
文德说，2013年，在朋友的鼓励
下，他决定要用画笔和几十年对
艺术表现的探寻，去表现昆仑山
麓之天地大美和民风淳良，2018
年他开始更多地关注陕北。

画风和绘画题材
发生重大变化A

林文德：

闽南画家

钟情
西北高原

雷雨亭，
中 国 摄 影 家
协会会员，独
立摄影师，黑
田 画 廊 主 理
人，策展人。

人物

一直以来，雷雨亭保持着随时
拍照的习惯，走在路上静心观察周
围的事物。在他看来，摄影作品的
好坏，并非玩弄技巧与器材，而在
于提升摄影者自身的观念与素
养。“日积月累的艺术底蕴和人生
阅历，不仅能丰富摄影作品的内
涵，还能加深作品折射的思想深
度。如果拘泥于技巧，反而会被条
条框框所束缚。”

目前，雷雨亭除了摄影师的身
份，还是黑田画廊的主理人。黑田
画廊是一家以摄影为主的艺术空
间。“摄影是表达自己，而开画廊是
服务别人。”雷雨亭认为，自己摄影
是很舒服、自然的行为，就像钓鱼一
样，即使钓不到鱼也很快乐；而开办
画廊则需要去欣赏与认同别人，需
要资金去养活场地，这就得走出舒
适圈，去做自己不太擅长的事情。

作品好坏取决于
摄影者自身素养B

20多年前，雷雨亭来到厦门
工作，同时也开始接触摄影。千禧
年后的厦门城市建设进入快车道，
多个城中村成片改造，玻璃幕墙、
高楼大厦比比皆是。从那时起，雷
雨亭迷上了镜头里的世界，“记录
城市变迁”的念头一发而不可遏。
他说，摄影者需怀有社会责任感，
通过镜头记录下被社会逐渐淡忘
的人物与事件。

“我走了”组照拍摄完成于
2015年，取景地是雷雨亭生活的
地方，曾入围2019（第九届）“蚂蚁
摄影奖”。10张黑白照片，彰显具有
个人特色的影像风格，大树、飞鸟、
梯子……低沉的情绪，恍惚而缥
缈。爱好诗歌的雷雨亭为这组照片
创作了一段话，反思未能留住“乡
愁”的简单化开发。

对于雷雨亭而言，厦门是第二
故乡，因此，他对这座城市产生了
诸多无法厘清的复杂情愫，并坚持
用20多年时间做着拍摄城市这么
一件事。“我对周边的事物比较敏
感，在学摄影之前，我大多用文字
记录，现在更多的则是用影像。”雷
雨亭说，摄影中分量最重也最见功
力的莫过于专题拍摄，它需要不断
地挖掘生活，走进一个群体的生存
状态和内心世界，记录具有历史意
义的影像，而不是简单地举起相
机、按下快门，所以现在他的拍摄
更有计划与目的性，比如拆迁之
地、不可移动文物等。

记录具有
历史意义的影像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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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文德，生长
于林语堂的故乡
——闽南平和县
坂仔镇，毕业并曾
工作于厦门大学
艺术学院，现为独
立艺术家。其创
作的油画见诸报
端，在国内外多个
城市展出，作品被
国内外美术机构
出版过画册。

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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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把剪刀》剧照。（闽南戏曲艺术中心 供图）

油画《向往》

▲▼“我走了”组照

油画《白云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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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闽南人
这样“调戏”菜肴
●许晓春
闽南有句俗话“吃鱼吃肉也得菜搭”，同

理，要烹制美馔佳肴，丰富的食材固然是主
角，但更少不了调味品这个优秀的配角。

“辣酱干、姜母干和葱头蒜头等油炸后主料
下锅”，闽南话叫“芡香”，菜还没下锅，香气就已
把胃里的贪吃虫勾搭得痒痒的；还有一种“芡
卤”，取“酸辣醋”加水粉勾芡，更是风味诱人。

具有闽南和厦门特色的调味品大致可分
为四类：以大豆为原料的酱油，而它也催生了
厦门名声在外的独特的“酱油水”煮法；以海
鲜水产品为原料制成的蚝油、鱼露（虾油）、花
蛤汁、油蛤汁、蚝汁、鲍鱼酱、蚝粉等；海水制
成的海盐；以糯米为原料制成的醋制品。

厦门作为侨乡，饮食具有浓郁的南洋风
味，沙茶酱、胡椒粉、咖喱粉和甜辣椒酱，也为
各种美味佳肴的烹制增添了别样风情。

酱油
厦门话称酱油为“豆油”，有着100多年

的生产历史。清末和民国时期的“酱油”家族
人丁还是很兴旺的。

早在清末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由归
国华侨杨格非发起创办的厦门淘化罐头食品
厂，主打产品除了酱菜、水果罐头之外就是酱
油，还远销东南亚华侨聚居地。后来升级的

“淘化大同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宝塔牌酱
油”名噪一时。1927年，鼓浪屿兆和酱油厂
的酱油以寿星、和字为商标。厂址设于厦禾
路禾盛街的“厦门民生酱油股份有限公司”，
生产的酱油主打“古法煮豆加入养生的麦精
酿造”。1947年6月厦门中国酱油罐头食品
厂成立。1956年，淘化大同公司和厦门其他
22家私人酱油厂合营成立厦门酱油厂。20
世纪90年代初，厦门酱油厂获得“中华老字
号”称号。

鱼露
鱼露，在福建常被称为“虾油”，是一种营

养成分丰富、滋味鲜美的家庭调味品，可与酱
油相媲美。福建的鱼露生产有200多年的历
史，鱼露以新鲜小鱼虾为原料，经过腌渍、发
酵、日晒、过滤、蒸煮、熬炼等一系列工序后，
酿制出味道鲜美的汁液，味道分为咸味和鲜
味两种。鱼露可蘸、炒、凉拌，用于汤类、鱼贝
类、畜肉、蔬菜等菜肴的调味、提鲜等。

沙茶
沙茶原是印尼的一种风味食品，印尼文

为“SATE”（沙嗲），原意是“烤肉串”，调料味道
辛辣，后经华侨传入闽南地区后，取其辛辣的
特点制成一种调味品保留流传下来，就是色
泽金黄的沙茶酱。沙茶酱可以直接蘸食佐
餐，还可以调制别有风味的复合味，烹制各种
佳肴。

辣酱
20世纪20年代，闽南很多酱料都以广东

“冠益”牌号为上等货，后来，厦门本地人创立
的“圆美”“慎记”等辣椒酱品牌异军突起，深
受大众欢迎。目前厦门市面上有本地产的辣
椒酱、特级辣椒酱、泰式辣椒酱、番茄沙司等
佐餐佳品。

▲歌剧《弄臣》中文版福州演出现场，郑小瑛（中）上台谢幕。（郑小瑛歌剧艺术中心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