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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进容）华侨博物
院面向海内外征集文物藏品、“华侨
旗帜 民族光辉——陈嘉庚生平事迹
展”巡展走进香港校园，海外华裔青
少年夏令营在线上举办……今年的

“嘉庚精神宣传月”内容丰富、形式
多样。昨日上午，市委宣传部、市委
统战部联合召开2022年“嘉庚精神
宣传月”新闻通气会。记者从会上获
悉，2022 年厦门市“嘉庚精神宣传
月”共包括25项主要活动，将持续至
年底，形式包括征文大赛、展览、线上
夏令营、研讨会、文艺演出、电视访谈
等。

据悉，由集美学校校友、著名导
演黄健中执导的电影《陈嘉庚》已开
机。此外，集美学校委员会将于本月
举办第五届“嘉庚文化周”活动，包括
主题征文颁奖及赠书、陈嘉庚先生亲
笔书信捐赠仪式、陈嘉庚与中国共产
党主题展览VR现场互动体验等。值
得一提的是，“嘉庚文化周”活动今年

将继续牵手厦门日报社读者节，以市
民读者喜闻乐见的形式讲好“嘉庚故
事”，打造弘扬嘉庚精神的闪亮舞台。

据介绍，今年的“嘉庚精神宣传
月”在主题内容上，着力突出迎接党
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主旋律；在
表现形式上，着力通过文
化创意引入更多“嘉庚
元素”；在对外交流
上，着力突出线上
线下平台双保障，
围绕涵养新侨资
源、拓展海外联
谊、汇聚侨资侨
智侨力，策划了
一 系 列 、有 新
意、接地气的活
动。其中，《“嘉庚
精神”的时代价值
研究》理论课题研
究、“传承嘉庚精神
弘扬时代价值”主题征

文、“光辉旗帜 时代榜样”电视访谈节
目等系列活动，全方位、多角度解读
嘉庚精神及其时代价值的丰富内涵
和核心要义。

何丙仲新书
《一灯精舍随笔》出版

本报讯（记者 龚小莞）厦门市博物馆、
郑成功纪念馆原副馆长、文博研究员何丙
仲的文史随笔集《一灯精舍随笔》近日由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兼顾学术性和
可读性，文笔古雅，生动有趣，深得中国传
统笔记妙谛，是厦门文史研究中一部个性
鲜明的作品。

自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何丙仲仿照
《世说新语》《阅微草堂笔记》的笔调，将读
书所得陆续写成文史随笔，此次从三十余
年的积累中精选562篇，厘为稽古、蠡测、
昔贤、铎音、诗话和风物六大部分。上溯唐
宋古迹，下迄明清诗刻，展现了厦门深厚的
历史底蕴。书中有蠡测厦门海洋文化的考
证篇章，有关于闽南乡贤的史迹珍闻，有师
友的嘉言懿行，有厦门的岁时风物，内容丰
富，形式多样。例如考证南普陀肇基于唐大
中年间，确定其始建于唐代。书中“昔贤”一
篇记录了许多活跃于厦门的名宦贤人的事
迹，有籍贯闽南的名臣洪朝选、周起元、苏
廷玉等，也有行踪偶过厦门的易顺鼎、连
横、秋瑾等，还有阮旻锡、卢若腾等明郑遗
民，可从中体会厦门之地灵人杰。

这部书还注重对厦门历代诗词及其本
事的辑佚、考证、辨析及本地诗词佚稿的整
理搜集，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如《<鹭江志
>八景诗词重校》《南池林兆鲲》两篇考证了
《鹭江志》八景诗词作者林兆鲲的履历，又
以《林太史集》和《鹭江志》原本对诗词内容
作了对校。《<梦梅花馆诗钞>补遗》和《<虚
白楼诗>补遗》分别补辑李禧和虞愚先生的
佚诗数十首。

旅游和音乐文化可以有机结合。
陈燕茹提出，可以结合鼓浪屿上的历
史文化资源，打造华侨剧目、郑成功历
史剧、红色文化剧目等。她和方思特建
议打造鼓浪屿原创音乐专辑，开设专
门场所让年轻音乐人到鼓浪屿举办自
己的音乐会，甚至可以邀请国际知名
大师到岛上开设工作室。

陈燕茹强调，音乐品牌的打造不
是一朝一夕的，还需要孵化人才、留住
人才，形成长效机制。可以依托“音乐
厦门”的文化品牌，组织老音乐家制订
艺术重生计划，面向全国征集鼓浪屿
音乐原创作品，同时盘活闲置公房资
源提供给获奖者到鼓浪屿上开展短期
创作。

本报讯（文/图 记者 陈满意 通讯员 王
明瀚）昨日，“喜迎二十大·翰墨歌华章”中
国画名家邀请展开幕式在集美区兑艺美术
馆隆重举行。展览将持续至21日。

这次展览共展出100幅作品，其中福
建省内画家的作品40幅、福建省外画家的
作品60幅。参展的画家们，有陈传席、朱全
增、李晖、王新伦、林涛、张葆冬等著名大
家，也有王从莲、赵伟田、高志刚、章学增、
吴良才、王瑞强等年轻新秀。这些作品题材
广泛、风格多样，主题鲜明、面貌清新，注重
传统、勇于创新，艺术精湛、佳作纷呈。这些
名家作品紧扣时代脉搏，以笔抒情，以画言
志，深情礼赞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丰功伟绩，
热情讴歌伟大祖国新时代新征程的恢宏气
象，激情颂扬厦门特区勇立潮头勇毅前行
的开拓精神。作品也充分展现了集美区的
发展成就、美好风光、人文特色，无不透露
着真善美。

其中，集美区书画家协会主席、福州大
学厦门工艺美术学院原常务副院长佘国华
作为一名扎根集美的资深艺术家，是集美
城市建设的亲历者和见证者，他的画作《祥
和杏林阁》以集美新城建筑群、园博苑景区
杏林阁等风光元素，展现了集美历经跨岛
发展战略取得的辉煌成就。

这次展览由中共厦门市集美区委宣传
部、福建省美术家协会指导，厦门市集美
区文联、厦门市美术家协会主办，展期10
天。展览免费向社会开放，以飨广大书画
爱好者。

精彩创意点亮“嘉庚元素”
2022年“嘉庚精神宣传月”共包括25项主要活动，将持续至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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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有话说】
市民有话说：上期话题

《“历史+互动”让沙坡尾更有魅力》
许女士：天文大潮时，海水漫上

木栈道，可以打造独属于沙坡尾的
“潮汐节”。

黄先生：建议设打卡点，让游
客可穿上疍民服饰拍照打卡。

走街串巷中体验音乐经典片段
思明区政协委员建议，多举措发挥鼓浪屿音乐软实力

在刚刚过去的
国庆假期，鼓浪
屿钢琴艺术周
的活动让市民

游客感受到了“音乐之
岛”的魅力。如何更好地
发挥鼓浪屿的音乐软实
力，思明区政协委员建
议，将旅游与音乐有机
结合，串联博物馆开展
研学项目，建造大型海
上露天歌剧场，打造全
岛沉浸式音乐剧，制定
艺术重生计划，孵化并
留住音乐人才。

记者戴懿

思明区政协委员、厦门市郑成功
纪念馆副馆长陈燕茹认为，随着近年
来鼓浪屿“全岛博物馆”计划的开展，
岛上出现了各种音乐主题的博物馆，
不少博物馆还需要进一步改进提升，
融入沉浸式体验，增强互动性和趣味
性，串联起各博物馆打造音乐主题研
学项目，促进多馆联动和品牌化发展。

还可以在特定的时间推出免门票或者
打折活动，吸引游客参与，同时拓展相
关消费项目和服务，开发文创衍生品，
推出名琴演奏会、名家演奏会等。

鼓浪屿风琴博物馆馆长方思特透
露，未来风琴博物馆也会增加高科技
元素，通过声光电、全息影像、沉浸式
剧场等形式，带给游客不一样的体验。

陈燕茹建议，可借鉴奥地利布雷
根茨歌剧节，在鼓浪屿港仔后、美华沙
滩或鼓浪屿北角船坞附近建造一座大
型可移拆卸式海上露天歌剧场，以精
品意识将古典剧目和现代科技相融
合，打造国际化歌剧艺术节，以此进一
步丰富鼓浪屿的音乐文化内涵。她认

为，还可成立文化运营公司，通过商业
运作把分散的音乐资源盘活利用，形
成集聚效应。

方思特还提出了全岛沉浸式音乐
剧的想法。利用老别墅打造独特的音
乐短剧，市民游客在走街串巷中就可
以体验音乐经典片段。

博物馆提升改造，增强互动体验

打造海上露天歌剧和全岛沉浸式音乐剧

吸引年轻音乐人，征集原创音乐作品

■鼓浪屿钢琴艺术周。拍客荷塘涟漪摄

中国画名家邀请展
昨日在集美开幕

背景
10月21日是著名爱国华侨领袖陈嘉

庚的诞辰纪念日,为了纪念嘉庚先生，厦门市
从 2014 年起确定每年的 10 月为“嘉庚精神宣传

月”。我市“嘉庚精神宣传月”活动已连续举办8年，通
过出版、再版《华侨传奇人物——陈嘉庚》《南侨回忆
录》等图书，主办、协办“嘉庚论坛”“陈嘉庚研究国际学
术研讨会”等高规格会议，举办海丝“一带一路”暨中国国
情研修班、全球集美校友联谊大会、海外华裔子女夏令营
等活动，组织嘉庚精神宣讲报告会、《嘉庚颂》诗文诵读
会、《陈嘉庚》大型交响乐并赴“一带一路”有关国家开
展巡演，将厦门地铁一号线列车组命名为“嘉庚
号”，创设全国首个专门面向海丝沿线暨“一带

一路”国家华侨华人后裔学习培养的奖学金
——“陈嘉庚奖学金”等，形成了具有

厦门特色的侨务品牌，在海内
外引起广泛反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