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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政府新闻办公室合办

弦歌知雅意 余音仍绕梁

南音传承缘何千年不辍？
本报记者 任成琦

“东风吹水日衔山，春来长是闲。落花狼藉酒阑珊，笙歌醉梦间。佩声悄，晚妆残，凭谁

整翠鬟？留连光景惜朱颜，黄昏独倚阑。”一阙南曲《阮郎归》，情意缱绻道不尽。悠长的曲

调，似乎是来自遥远的唐诗宋词的回声，唤醒了数十位现代人心底的艺文情愫与传统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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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雾霾深锁的日子里，微信朋友圈里的福建

人却天天在“不识趣”地晒蓝天、海浪、火烧云。

沿海几个发达省份中，福建的发展速度向来不是最

快，却有独一无二的环境优势。

手握金山银山，才知青山绿水无价。经济越发

展，环境的价值越凸显。11月的统计显示，厦门房

价排名全国第四，仅次于深圳、上海和北京。若论

经济，厦门显然无法和另外三个城市比肩，但绿

色、宜居的特质，却让鹭岛房价居高不下。

福建的好环境不是来自运气，而是来自努力。

截至2014年底，福建森林覆盖率达69.95%，连续37

年蝉联全国第一。从2001年开始，福建就确立了

“生态立省”战略，在全国许多地方为了GDP不计

代价“埋头苦干”的时候，生态指标已经成了福建

的头等大事。

见人所未见，行人所难行，这是一种智慧。人

人都知道应该保护环境，但在雾霾笼罩天空、地下

水查出毒素之前，多数人都预见不到原来环境受损

后果如此严重；更何况，哪怕理论上知道危害所

在，真正做起来，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都容易落

入“先发展经济再说”的自误怪圈。

这些年，福建的环境保护工作不能说完美无

缺，但的确付出了扎扎实实的努力，取得了亮眼的

成绩。按捺得住冲动，放得下短期利益，把目光放

在远处，保持微笑和淳朴之心，这是福建的智慧。

这种智慧，也可以说是一种地区心态。福建人珍爱

自己的土地，不急功近利，才能抵制住GDP的诱惑

而保住环境。

有了这样的心态，福建不仅有了生态，也有了

仪态。早在十年前，我在厦门一家平民餐馆里吃

饭，出门时服务员就会跑出门外帮顾客叫出租车。

如果在厦门的海滩上扔垃圾，当地人会过来礼貌劝

阻。福建人的热情、友好、朴实，令人印象深刻。

要不要去一个地方旅游、定居或投资，必须考虑基

础设施、环境景观和人文环境。福建不缺第一项，

后两项更独具优势。

海 西 时 评

福建的生态和心态优势
王 平

600米距离，福建泉州永春县石鼓镇的果农王某从家
走到石鼓镇人民法庭不过三五分钟；20分钟，带上身份
证及合同，经过材料初步审核，王某提起的一起诉讼便
已立案。
“没想到现在打官司这么方便快捷。”11月，站在家门

口的法庭上，王某直呼想不到。原来，几个月前王某将自
家一批上品芦柑卖给了泉州晋江市金井镇从事水果批发
的小张，然而，合同中说好一个月内应结清的货款却迟迟
没有支付。
“当时心里的第一个念头就是通过法律途径要回欠

款，但印象中这类异地诉讼总是特别麻烦。”按照传统方

式，这起诉讼必须在被告小张所在
地立案，“从石鼓到金井坐车就要一
两个小时，从立案到开庭再多折腾
几次，这一个月就顾不上家里的果
树了。”

从异地往返受累到家门口快速
受理，王某享受的便利得益于泉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于今年1月 12日起在
全市铺开的“跨域?连锁?直通”诉讼
服务平台。
“以往很多当事人都害怕打异地

官司，不仅跑累了腿，还摸不清门、办
不成事，费神费时又费力。”泉州中院
院长欧岩峰表示，借助诉讼平台，泉
州全市12个法院、42个基层法庭、54
个诉讼服务窗口连成一个诉讼服务
大数据网络，不管是哪里人，不管案
件属于哪个法院管辖，只要当事人迈
进任何一个法院、任何一个法庭，从

诉前咨询到立案、审判、执行各环节的数十项诉讼事务均
可得到一站式解决。
“在这个诉讼网络中，泉州所辖的各个法院和人民法

庭就像是平台的连锁店。”欧岩峰形象地解释，“这就好比
在任何一个银行网点，客户都能得到同等服务，而不一定
非要跑到开户行办理。”

从“官衙门”到“连锁店”，跨域、连锁、直通的创新带给
群众的改革红利不言而喻，而其背后，则是泉州中院再造
诉讼流程、重构诉讼模式的不懈尝试。

连锁联动的平台，首先需要信息化手段的有力保障。
为解决电子档案的跨域流转问题，泉州率先攻克法院

之间文书批量电子签章这一技术难关，在全市的审判网络
中，通过OCR文字材料自动提取等技术进行电子卷宗的
跨域流转，实现诉讼信息的“院与院”同时上传，“院与院”
即时推送、“院与院”实时共享，“将案件信息转换为数字资
料，通过网络进行传递，只需数分钟，能够完整地呈现在甚
至是远在百公里外的承办法官眼中。”

互联互通的创新，蕴含的更是工作理念的全面转变。
“以往法院诉讼往往条块分割、各自为阵，而跨域连

锁的全新模式则要求突破人为差别对待，实现无差别、
标准化的服务。”谈及理念变化，泉州中院立案庭庭长郭
立新感受颇深。

翻开泉州中院的《“跨域?连锁?直通”式诉讼服务平台
规范手册》，基本接待规范、着装规范、环境营造、信访接待
规范、立案指导、跨域服务、收退费、网络建设等规范标准
写得清楚明白。不仅如此，诉讼平台标准化管理还实现了
审判执行各主要流程和关键节点的规范有序、全程留痕，
可追溯、可倒查，形成了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各种不作为、
乱作为的防控机制。
“通过标准规范的流程设置，将诉讼服务跨地域、无障

碍地配送到当事人家门口，破解法院办事门难进、脸难看、
事难办等不良作风。通过公开承诺、公众监督的诉讼服
务，有力促进司法理念转变及作风改善。”郭立新表示。

科技助力、理念引领，泉州“异地诉讼”的全新模式交
出漂亮成绩单。据统计，截止11月13日，全市两级法院为
当事人提供异地立案15210件。提供异地法律咨询3224
次、材料收转9925次、诉讼指引5869次、判后答疑488次，
立案调解62件，诉前调解52件。10月21日，“泉州模式”更
在福建全省法院正式全面推行。相关人士表示，这将进一
步凸显诉讼便利性，在促进诉讼流程公开透明、提高法院
办事效率的同时，减少“人情关”、暗箱操作的可能性。

泉州：群众打官司 就近选法庭
本报记者 蒋升阳 钟自炜

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人员到诉讼服务中心向当事人介绍“跨域?连锁?直
通”式诉讼服务工作。 蔡崇谋 摄

平潭受权为台胞办理五年期台胞证

本报电 福建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局平潭制证
分中心12月1日起开展五年期台胞证制证工作。
“该项政策的实施极大地便利了台胞来往大陆。”

平潭综合实验区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一大队副大
队长胡志勇说，台湾本岛居民可事先通过代办机构在
台北、台中设立的代办点提出申请，平潭公安出入境
部门通过网络接收到台胞提交的申请材料后，两天之
内就可以把证件制好。

据胡志勇介绍，台胞领取台胞证有两种途径，一
是入境的时候在平潭口岸公安出入境办证大厅领取，
二是在代办机构在台北、台中设立的代办点领取。

龙岩旅游借力赣龙铁路营销布局

本报龙岩电（林煜）总长249.4公里的赣龙铁路将
于12月底开通，福建省龙岩市共设长汀南、冠豸山、上
杭古田、龙岩等4个停靠站，将为龙岩市增添一条东西
向的快速铁路，结束赣南原中央苏区没有动车组开行
的历史。这条铁路线的开通，预计为龙岩带来客流的
增长，进一步助推龙岩旅游业的转型升级。

据悉，12月初，龙岩市将邀请中央以及闽赣两
省主流媒体赴龙岩参与旅游推介会，将永定土楼、
红色古田、冠豸山水结合客家民俗、“苏区”风采
等，立体式向外推介龙岩旅游，将当地美景通过铁
路线串联起来。

12月底的赣龙铁路首发日，龙岩市还将组织各大
景区举行首发旅游推介活动，展现独特的闽西旅游风
情，让乘客们领略闽西的人文魅力。此外，该市还将
邀请20余位全国主流网络媒体签约的旅游达人，深入
体验“清新福建?欢乐龙岩”旅游产品，将龙岩的名
山、名楼、名景通过网络平台向外推介。

11月29日，厦门航空正式开通福州—悉尼航

线。图为乘坐M807航班从福州飞往悉尼的乘客在检

票登机。 新华社记者 林善传摄

福州直飞悉尼航线开通

11月底，时逢初冬，南国之滨依旧翠意
葱茏。第五届“海峡两岸曲艺欢乐汇”在福
建泉州晋江市揭开了迷人的面纱。作为
“欢乐汇”大餐前的开胃菜，“南音雅集”正
在晋江五店市南音会馆上演。没曾想，开
篇就是“冬日望春风”，让人有“今夜闻君琵
琶语，如听仙乐耳暂明”的惊艳。

根植传统——

那些“千家罗绮管弦鸣”的荣景

许多人听过昆曲，甚至知道南戏，但
南音相对却陌生一些。

南音也称“弦管”，最早可以追溯到
汉代。其后晋、唐、宋等朝代的中原汉族
移民把音乐文化带入闽南地区，并与当地
民间音乐融合。可以说，南音与闽南要津
泉州相伴而生。例如，宋代泉州是著名的
东方第一大港，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
点，吸引了大量的中外客商和文人学士，
在“千家罗绮管弦鸣”的繁荣景象里，南
音也如鱼得水，蓬勃发展。

尤为难得的是，南音始终保持着古代
中原的古风古味，有“中国音乐史上的活
化石”之称。

比如，唐代琵琶普遍用拨子，且是横
抱姿势，泉州南音至今保持这一遗制；南
音中所用的“拍板”及其演奏方式，与敦
煌壁画中的伎乐图一模一样；南音中保存
了许多唐、五代的著名诗词作品，如上文
提到的《阮郎归》就出自李煜之手，再如
李白的《忆秦娥?箫声咽》，刘禹锡的《陋
室铭》，牛希济的《生查子?新月曲如眉》
等；许多宋元南戏早已遗失的曲目，如
《王焕》中的名曲“杯酒劝君”等，也保
留在南音中。

有道是 “诗在民间”。那些大半都已
湮灭无闻的唐音宋调，借助南音这个在民
间口耳相传的“多媒体”孑遗，让现代人
得以窥见一鳞半爪。随着闽南人向外迁
徙，南音传到了台湾、港澳和东南亚等
地。在客居他乡的游子心中，南音就是华
夏传统，就是精神故乡。每年春秋二季，
弦友共聚祭拜五代十国时期的乐神郎君孟
昶，以乐会友，管弦和鸣。

跟其他传统文化样式一样，南音如今
同样面临传承与变革的问题。用南音爱好
者、晋江人杨仁华的话来说，依靠企业、
华侨等捐资而得以生存和演出的民间南音
乐团，需要内部的改革和创新，真正发扬
光大南音这一古老乐种。

在“海峡两岸曲艺欢乐汇”中，南音
表演《根在五店市》赢得了满堂喝彩。主
创人员表示，在采用南音传统曲牌“中
滚”，努力保留原汁原味的同时，也运用
情景化、曲艺化的创新表演，让观众从另
一个角度审视南音的美，感受南音带来的
那份离别的乡愁。

开枝散叶——

“讲闽南话的地方就有南音”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
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一首《卜算子》，
经台湾南音艺术家谱曲编排，再由大陆南
音“弦友”巧用二胡、琵琶、洞箫等器乐低吟
浅唱，顿时给人一种别样的音乐体验。

台湾 “南管才女”林素梅听得满心
欢喜。她对南音渡海来台的历史是再熟悉
不过了。南音从清末传到台湾至今，遍布
在台南古城、彰化鹿港等地，已有近300
年。南音在岛内开枝散叶，正是源于千年
不衰的深厚底蕴。比如，相较南音入台
史，漳州南音社的存在就有好几百年，就
连东山一个拍板就有300多年的历史。

闽台本是同文同宗同源。来自泉州石
狮南音艺术家协会的吴为永说：“只要有
讲闽南话的地方就有南音，南音促进了两
岸艺术家的交流。”让南音艺术大放异彩
的“海峡两岸曲艺欢乐汇”，就是国台办
确定的长期对台文化交流重点项目。

在两岸间穿针引线的南音艺人越来越
多。2002年，嫁到台湾的泉州艺人王心心
开创了“心心南管乐坊”并面向岛内社会
招生。同样，首位让唐诗宋词作为南音词
源的台湾南管音乐老师、作曲家卓圣翔，
一生都辗转大陆和台湾等地推广南音，单
单谱写的曲子就有1000多首。

随着两岸互动日益密切，南音的传承
与发展也成为文化交流的重要话题。

在卓圣翔的眼里，旧时的南音部分曲
目相对粗糙，到了现代已无法再次去公开
演奏。“我们的做法就是把唐诗宋词加进
来，目前在台湾已经有很多人认同这种‘新
南音’。”王心心也介绍说，她在传统曲目如
《昭君出塞》中，融入现代舞的肢体动作，给
台湾南管（南音）带去创新的血液。

林素梅认为，台湾南音和大陆一样，
常出现在红白喜事等多种场合。不过台湾
的南音公益性质居多，离商业化和金钱比
较远。多年前，她就到厦门推广南音，至
今她仍觉得学南音首先要摆正观念，即
“对祖先文化的尊重，慎终追远”才是南
音的根本。

漂洋过海——

海丝沿线传唱不息的“乡音”

离乡背井去海外发展的人们，把南音
视同“乡音”。宋元时期，随着“海上丝绸之
路”的不断开拓，南音随着泉州人的足迹遍
及东南亚，远达欧非。经千百年的“大传心
授”，南音在“海丝”沿线国家传承不息，推
动着“海丝”沿线国家及地区的文化交流。
如今在东南亚各国，每年华侨华人依旧会
举行区域性的音乐交流活动，其中最著名
的当属“国际南音大会唱”。

十几岁时，泉州人夏永西就练就了娴

熟的演奏技巧和深厚的南音功底。1984
年，他被菲律宾民间社团邀请去教授南音
演奏。这一去就是30年。

夏永西说，单在菲律宾便有五个南音
社团，数百人之多，社团由华人企业家捐
资成立，每周各个社团轮番进行演出。用
菲律宾长和郎君社蔡友声的话说，“身在
海外，每每想念家乡泉州，常会听听南
音，听到南音就会找到家乡人”。

来自新加坡湘灵音乐社的丁宏海介
绍，新加坡南音唱法也是百花齐放，有原
汁原味的，有较传统的，还有新元素的。
早前，当地社团也邀请泉州的老师去传授
唱法，“现在，当年的学生已成了老师，
开始传授更多的新加坡年轻人唱南音”。
“南音和语言一样，是跟着人走的。”

华侨大学文学院教授王建设说，至今南音
唱词中仍然保留了很多中原古汉语的发音
习惯，以南音为载体，这种传统文化也在
海外保留下来。南音也成了维系海外侨胞
乡情的精神纽带。

在林素梅、王心心、夏永西等人的眼
中，南音不但是传统的，也是世界的。早
在宋元时，南音的发展就吸收了传入泉州
的阿拉伯文化等外来因素，而逐渐孕育出
开放兼收的格局和独具一格的风韵。2009
年，泉州南音正式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公布的第四批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
名录。而 “泉州南音研究”也被该组织
多元化文化部列入“中亚——东西方文化
间对话”项目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