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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新闻

本报讯（记者 龚小莞）第21届金
刺猬大学生戏剧节最终评选结果日前
揭晓，厦门市文艺发展专项资金资助
项目、原创话剧《旦后》获“优秀剧目
奖”，该剧主角林波儿的扮演者王钰格
获得“最佳表演奖”。

据了解，话剧《旦后》由厦门理工
学院闽D剧社创排，改编自厦门作家
黄宁同名长篇小说。小说以厦语电影
发展历史为故事背景，讲述了鼓浪屿上
的一名弃儿林波儿与厄运搏斗，逐步成
长为享誉东南亚的厦语电影明星，并被
赞颂为“花旦皇后”的故事。小说曾获第
九届福建省百花文艺奖三等奖，第六届
厦门文学艺术奖一等奖等奖项，并被改
编成同名院线电影、广播剧等。

改编后的话剧以原著故事为发展

主线，再现女主角不认命的斗争精神。
借由厦语电影历史的故事背景，表现
福建乡亲爱乡爱土、互助互信的情怀。
剧中采用歌唱、舞蹈、歌仔戏、南音等
多样化展演形式，提升全剧可看性。此
前曾参加2021年第四届福建省大学

生戏剧节，获评优秀剧目奖、导演奖、
编剧奖，剧中演员分别获得表演一、
二、三等奖。

金刺猬大学生戏剧节由北京市戏
剧家协会、北京市朝阳区宣传文化中
心主办，历经20多年发展，在全国大
学生群体中产生了广泛深入的影响，
是大学生追逐戏剧梦想的重要平台。
本届金刺猬大学生戏剧节以“强国复
兴有我，演绎精彩青春”为主题，共征
集到包括中央戏剧学院、中国戏曲学
院以及上海戏剧学院等在内的全国33
所大学院校36个剧社的52部剧目。

对于此次在全国性赛事中再获殊
荣，话剧《旦后》导演邱静表示，除了剧
组自身努力之外，还得益于厦门市文
艺发展专项资金的扶持。

本报讯（记者 颜梅丽 图/同安区作家
协会提供）近日，中国作家协会《2023年
度文学志愿服务示范性重点扶持项目名
单》正式公布，最终确定37个项目入选。
厦门市同安区作家协会“让儿童诗走进社
区”项目成功入选，也是福建省唯一入选
的项目。据悉，中国作协将通过资金支
持、项目指导、宣传推介等方式扶持入选
项目。

同安区作家协会主席纪宏毅介绍，为
满足基层群众对文化的需求，同安区作家
协会会员和同安区好宜升志愿服务队成员
组成志愿团队，于今年2月启动了“让儿童
诗走进社区”的文学志愿者服务项目，并陆
续进入社区开展了多场儿童诗创作辅导活
动，在基层营造良好的文学氛围。

目前，同安区儿童诗教育志愿者团队
已有成员10人，大多数都是活跃在同安区
文学创作的中坚力量，文学素养高，写作能
力强，既有志愿服务热情，又有过硬的专业
能力能够从事文学志愿服务活动。

本报讯（记者 许纳芳）昨日下午3时
许，古筝合奏曲《春天的故事》在厦门高崎
机场T4候机楼缓缓响起。在优美动听的古
筝声中，过往旅客纷纷驻足欣赏。

这是元翔厦门空港举办的“春暖花开·
万物复苏”迎春主题活动中的一幕。此次活
动由元翔厦门空港与集美大学诚毅学院共
同举行。

在两个小时的活动过程中，集美大学
诚毅学院体育与艺术系的学子纷纷登台展
示才艺和特长。诗朗诵《写给春天的诗行》、
舞蹈《山灵》、歌曲《春天的芭蕾》、器乐表演
《枣园春色》等节目先后上演，为旅客带来
听觉和视觉的双重享受。其间，元翔厦门空
港工作人员还与旅客积极互动，开展有奖
问答，现场热闹非凡。

集美大学诚毅学院大二学生苏子铭是
古筝合奏曲《春天的故事》的表演者之一。
她说，古筝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乐器，这次能
跟同学们一起在机场航站楼表演，很开心，
心情非常激动。

“我觉得很惊喜，这是我第一次在机场
看表演，每一个节目都非常专业，非常棒。”
旅客沈女士从江苏来厦旅游，昨日正准备
搭乘飞机返程。“一直以来我都觉得厦门是
一座非常有艺术气息的城市，没想到坐个
飞机也能听到音乐演奏，以后有机会我还
会带家人一起来厦门玩。”

据悉，此次活动是今年元翔厦门空港
“鼓浪知音”四季音乐会的首秀。后续，元翔
厦门空港将携手厦门更多高校、艺术团体
举行音乐展演，持续推进人文机场建设步
伐，为旅客带来别样的出行体验。

不久前的一天上午，蒋治和平时一样，到
厦门的一处古玩市场“淘宝”。在一个旧货摊
位上，有一箱旧纸张。翻拣过程中，一张不大
的毕业证书引起了他的注意，该毕业证书上
的文字虽然没有直接体现校名，但证书上加
盖的校印篆书朱文“厦门”二字清晰可见。经
过一番讨价还价，他买下了这张毕业证书。

回家后，蒋治查阅了手头的厦门文史、教
育史料。在1931年5月出版的《厦门指南》一
书中，收录了一篇署名“鲁戈”的《厦门妇女教
育概况》文章，文中提到“女学之设，起自民
初，至今而渐昌盛，历年以降，日见增加。以余
调查所及，厦鼓两地学校之数，达20余所，其
校名如下：崇德女学校……”

而在1937年1月出版的《厦门市妇女会
第一届年刊》中，有一张《1935年度厦门市中
小学幼稚园女教职员暨女生统计表》，表格中
已未再见厦门私立崇德女中。他初步判断，崇
德女中停办的时间不会晚于1935年，在1931
年仍有存在。至于何时建校，学校的师资、专
业、办学规模，校长许瀛洲的情况等，因资料
不足，都无从知晓。

他说，女学生林蕴璞在该校“国文专修初
中”修业，虽然不排除崇德女中还有其他专
业，但“国文”肯定是该校的主打专业之一。此
外，从该毕业证书上校长、主任书法功底深厚
的毛笔小楷签名，也能窥见该校深厚的国学
教学根基。由此他推测，该校极有可能是由私
塾所改，所授课程也有可能只有单一的“国
学”一课。后来在厦鼓多所新式女校的竞争
下，因生源日少、经费不足而停办。他希望能
有更多人提供该学校的相关资料，更加深入
地发掘这段历史。

纸堆中淘出珍贵毕业证
见证早期厦门妇女教育

厦 门 收 藏 爱 好
者 蒋 治 意 外 收
获 一 张 罕 见 的

1931年“厦门私立崇德女
子中学校”毕业证书，经
过细细研读，竟揭开了一
段尘封已久的早期厦门
妇女教育的往事。

昨日，蒋治向记者展
示了这张毕业证书，经他
实测，证书长32厘米，高
29 厘米，材质为水印宣
纸。证书设计精良，系套
色石印，透过光还能看到

“毕业证书”四字水印纹，
具有较好的防伪功能。上
面盖有“厦门私立崇德女
子中学校章”，文字内容
为民国二十年(1931 年)1
月30日，向在本校“国文
专修初中”修业期满，考
查成绩及格的二十岁福
建省思明县籍学生林蕴
璞颁此毕业证书，准予毕
业。证书签发人为该校校
长许瀛洲、主任蔡永清。
证书背面盖有齐缝校章，
编号为第贰号。

文/记者龚小莞供图/蒋治

记者采访了厦门市博物
馆、郑成功纪念馆原副馆长
何丙仲。他说，抗战厦门沦陷
时期，被日寇残杀的厦门血
魂团成员欧阳彩云就是毕业
于崇德女子中学。但崇德女
子中学存世的资料甚少，据
《近代厦门教育档案资料》记
载，该校1936年被列入“本
市私立小学”，校长孙印川。
高小2级，初小4级。教职员
15人，在校学生174人，其中
男生78人，女生96人，显然
尚保留有女学的些许规模。
但是在该书1938年3月公布
的“短期简易小学一览表”
上，却列有“市立崇德简易小
学”，校长黄敏治。是否抗战
前夕该校已风光不再，值得
以后研究。

档案中还提到，孙印川
家住厦门溪岸路，曾任厦门
劝学所所长（相当于今之教
育局局长），其子孙世品曾任
崇德女子中学教员，抗战时
在菲律宾被日寇杀害。而据
《厦门教育资料选编》记载，
崇德小学校址在本市霞溪
路。抗战胜利后，厦门中小学
复校的报告中并无崇德学
校，估计它已不复存在了。

何丙仲认为，蒋治“淘”
到的这份毕业证书十分珍
贵。20世纪初厦门兴妇女教
育之风，仅岛内就有不少于
24所女子学校。事隔百年，所
剩遗存甚少，因此这份1931
年崇德女子中学初中毕业证
书，填补了这方面的缺失。

（记者龚小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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