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非非非非非非非非非非非非非非非非非非非非非非非非非非非非非非非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物 质 文 化 遗 产物 质 文 化 遗 产

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 化 丝 语化 丝 语化 丝 语

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民 风 民 俗风 民 俗风 民 俗

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 人 轶 事人 轶 事人 轶 事

2025年5月25日 星期日
漳州新闻网：www.zznews.cn文化走廊 专副刊部 责任编辑/陈志宏

电话：0596-2599851
E-mail：mnrbwhb@163.com 3

傅鹰是物理化学教育家，是我国物理化学的奠基人之
一。1919年，傅鹰进入燕京大学学习，1922年，他公费赴美
国留学，1928年，在密歇根大学获得科学博士学位，然后回
国工作。1945 年，傅鹰与妻子张锦二度赴美。新中国成立
后，夫妻二人于 1950年 8月乘坐“威尔逊总统号”回到新中
国，当时，有不少留学美国的人选择了留在美国，但傅鹰却
态度坚定地回到了祖国。当他归国之际，有人问他：“你为什
么不留在条件优越的美国呢？”他回答说：“我们花了国家许
多钱到外国留学，现在若是留下来为美国做事，对不起中国
人。”回到新中国的傅鹰，投入了忘我的工作中，为新中国的
教育、科研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

刘廷析是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上海交通
大学医学院健康科学研究所研究员，2011年 7月 16日，他
因病不幸去世，在 44年的短暂人生历程中，他为科研事业
奉献出了全部的光和热。

1996年，刘廷析从武汉同济医科大学考入上海第二医
科大学，师从著名血液病专家陈竺院士。1999年，他获得博
士学位，远赴美国到哈佛大学医学院做博士后。学成之际，
刘廷析对美国的绿卡没有丝毫兴趣，他说：“我曾向陈竺导师
承诺过，一定要回去。国内的学生很有学术天分，他们更需要
我。”2005年，他怀着报效祖国的热情回到上海，受聘为健康
科学研究所研究员。他带着强烈的使命感，致力于中国的医
学转化研究，却因劳累过度而身患重病。当生命即将结束的
时候，他平静地说：“我是带着感恩、幸福和愉快的心情离开
这个世界的。我此生只追求忠诚，上对国家，下对学生。”

清代思想家黄宗羲说：“忠诚是人生的本色。”傅鹰和刘
廷析两位学者当初之所以能够放弃国外的优越条件、回到祖
国参加建设，就是因为对祖国满怀着无限的忠诚。“天下至
德，莫大于忠。”忠诚代表着诚信、守信和服从，代表着对祖国
尽心尽力、没有二心。忠诚，是安身立命之本，它的重要性甚
至超出了生命的价值。“忠诚在方寸，感激陈情词”！正因为有
了这些忠诚之士的存在，中华民族才变得越来越强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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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满，这个镌刻在二十四节气中
的名字，承载着农耕文明最深邃的智
慧密码。那些历经千年淬炼的谚语，如
同散落民间的珍珠，在方言的浸润与
岁月的打磨中愈发璀璨。它们是农事
的指南，亦蕴含着先民对天地自然的
敬畏，对生活哲思的凝练。

在农事的画卷中，小满是最为浓
墨重彩的繁忙篇章。“小满不起蒜，留
在地里烂”说明此时节到了收蒜的黄
金期；“小满栽秧家把家，芒种栽秧普
天下”描绘了南北栽秧的时令差异；

“小满见三新”记录了樱桃、蒜薹、黄
瓜等时令作物的成熟。这些谚语中，

“小满天天赶，芒种不容缓”最是振
聋发聩，道出了这个时节特有的紧
迫节奏。金黄的油菜等待收割，绿色
麦田需要除草防虫，沉睡的水田亟
待翻耕，每一项农事都在与时间赛
跑。而“小满动三车，忙得不知他”，
将江南水乡的农事图景生动地呈现
了出来：水车转动，引水灌溉农田；
油车榨油，金黄的菜籽油香气四溢；
丝车飞转，蚕茧化为柔软的丝线。三
车齐鸣，奏响了劳动的交响曲，也诠
释了“人勤地不懒”和“人勤地生金”
的永恒真理。

饮食文化在小满时节同样别具
韵味。谚语“小满苦菜秀，家家户户采
食忙”，描写了在青黄不接的时节，漫
山遍野的苦菜成为大自然的慷慨馈
赠。苦菜微苦回甘，不仅能充饥果腹，
还具有清热凉血的功效，“小满食苦
菜，胜过吃鱼肉”就说明了苦菜的养
生价值。其实，品尝苦菜，是对自然馈
赠的感恩，也暗含着“先苦后甜”的生
活哲理。而“小满食三鲜，一年保平

安”，则体现了应季而食的理念。我国
幅员辽阔，各地的“三鲜”虽有所差
异，或为鲜嫩时蔬，或为肥美河鲜，但
都遵循着自然规律，让人们在享受味
蕾欢愉的同时，实现与季节的和谐共
鸣。

除了饮食与劳作，古人还通过谚
语精准把握小满时节的气象变化，为
农耕生产保驾护航。“小满大满江河
满”，形象地预示着此时降水增多，江
河水位逐渐上涨，提醒人们做好防洪
防涝的准备。“小满暖洋洋，锄麦种杂
粮”，是根据气温变化，指导人们及时
调整农事活动，在温暖的天气里进行
锄麦和播种杂粮。“小满南风送，旱断
青苗根”，更是将风向与旱情微妙关
联起来。这些谚语在没有现代气象预
报的古代，为农事活动提供了有益的
指导，堪称古人的“天气预报”。即便
在科技迅猛发展的今天，这些谚语对
农业生产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小满的谚语中，还蕴含着深邃的
人生智慧，闪烁着哲学的耀眼光芒。

“小满不满，干断田坎”，这句话一语
双关，既指雨水对农田的重要性，又
暗喻为人处事应留有余地。水满则
溢，月满则亏，人生亦是如此，太过满
盈往往会带来危机，保持适度的“未
满”，才能拥有更多的发展空间。“满
招损，谦受益，小满时节最相宜”，直
接点明了“未满”的哲学。小满时节，
万物“小得盈满”，却未达极致，这种
状态恰如做人的道理：不过分追求极
致，保持谦逊的态度，才能行稳致远。

小满时节，重温这些妙趣横生的
谚语，让我们感受到一种质朴的智慧
与宁静。

谚语里的小满
☉马天逸

近日，在2025中国科幻大会科技创新与科
幻文学创作论坛上，著名科幻作家刘慈欣谈到
了“DeepSeek暂时不会代替科幻作家”这一文化
话题。

今天，我们已有更多的科幻文学作品，从以
前那样描述那个无限遥远的空间等等，转向更
多关注目前发展比较快、对我们的生活影响与
改变比较大的技术，
比如人工智能技术、
生物技术等。所以，
对于我们的科幻文
学作家来说，坦然面
向未来，寻找一条全
新的创作道路，这就
是我们的科幻文学要能够真正体现我们人类的
价值、体现科幻文学的价值，这需要我们的科幻
文学作家去探讨、去探索……

我们知道，科幻文学是西方工业革命的产
物，自传入中国以来，已走过百余年的历史。中
国科幻文学，起源于清末民初，但在过去很长的
一段时间里，它一直是文学领域中较为边缘的
存在，但是，现在因科幻文学作品的题材不断拓
展，对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的探讨愈
发深入，积极关注技术与人、技术与社会的关
系，科幻文学已拥有大量的读者受众，其内容也
引起大众的思考。

科幻文学作品的特点，是以丰富的想象力
和深刻的洞察力，去描绘技术的多样形态及其

对人类社会的潜在影响，因而，科幻文学被看作
是人类一个探索前沿科技未来发展的重要窗
口。2015年，刘慈欣的《三体》获得“雨果奖”最佳
长篇小说奖。这主要是因为这部科幻文学作品
将人类视为一个整体书写对象，具有宏大丰富
外延广阔的主题，其题材都是我们这代人能接
触到的，如“贫穷和富裕”“人类关怀”“人类和外
星人”等。这对于人类都是能够引起共鸣的主题
内容，因而其具有世界性的普遍的精神意义。

《三体》所诉求的世界观、人类观和宇宙观，具有

人类所普遍广泛认同的核心价值，其承载的信
息量，已完全超越了小说，甚至是文学的领域，
深刻影响着世界各地的读者，影响着世界文化，
获得了跨越国界的理解与认同……

所以，从本质上看，科幻文学是一种能够跨
越文化、种族和国界的文学题材，它所描绘的人
类梦想与面临的危机是全人类共同的议题，它
就像一座桥梁，连接着全世界不同文化背景的
人们。

什么是科幻文学？一些科幻文学大师将科
幻文学定义为关注科技进步对人类影响的一个
文学分支。在西方，科幻文学作品开始盛行的年
代，正是人类最初进入太空的时代，也是人类开
始逐渐意识到地球正面临环境、资源等种种严

峻挑战的时代。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越来越多的
科幻文学作品开始提出一系列“如果”的问题。
比如，如果人类或者你本人在真实世界面临这
样的人类严峻的境况，将如何选择？电影史上出
现的众多关于人类生存危机的科幻片、灾难片，
就是人类这一主题的文化诉求。因此，也有科幻
文学作家将科幻文学定义为“思想的文学”。

上面我们已经谈到，我们现在更多的科幻
文学作品，正在从以前那种描述那个无限遥远
的星球宇宙空间，转向更多关注目前发展比较

快、对人们生活影
响与改变比较大的
技术，比如人工智
能技术、生物技术
等。这是因为，当今
时代，人工智能等
技术，已经从科幻

片中出现在人类生活之中，并愈来愈构成对人
类的挑战和威胁，人类与机器文明的对决才刚
刚开始，而对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机器文明总有
一天会在想象力上战胜人类，一些科幻文学作
家并不抱有乐观的态度，因此，他们要把这种
充满心中的深沉忧患意识和危机感写进科幻
文学作品之中，让我们在人工智能技术崛起的
前夜保持警醒，同时以清醒的头脑去守护人性
的光辉。这就像科幻文学作家刘慈欣所说，我
们的科幻文学作家笔下的每一个科幻文学故
事，不能仅仅是停留在预测未来的上面，它应
是能为人类在星辰大海的征途中点亮一盏灯
火，能够照亮人类未知的前程，给人类的心灵以
信仰以信心以力量……

我们需要科幻文学我们需要科幻文学我们需要科幻文学我们需要科幻文学我们需要科幻文学我们需要科幻文学我们需要科幻文学我们需要科幻文学我们需要科幻文学我们需要科幻文学我们需要科幻文学我们需要科幻文学我们需要科幻文学我们需要科幻文学我们需要科幻文学我们需要科幻文学我们需要科幻文学我们需要科幻文学我们需要科幻文学我们需要科幻文学我们需要科幻文学我们需要科幻文学我们需要科幻文学我们需要科幻文学我们需要科幻文学我们需要科幻文学我们需要科幻文学我们需要科幻文学我们需要科幻文学我们需要科幻文学我们需要科幻文学我们需要科幻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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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剧虽然因流行于广东省潮汕地区而
得名，却不仅流行于潮汕地区，在福建省漳
州市诏安、云霄、东山、平和、漳浦、南靖等
县广为流传，而且在香港、台湾也有流传，
甚至在东南亚、美国、加拿大、法国、澳大利
亚等国潮汕、闽南华侨、华人聚居的地区也
很受欢迎。潮剧作为历史悠久、独具特色的
地方戏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

古老悠远的源流
潮剧又称潮州戏、潮音戏、潮调、潮州

白字（顶头白字）、潮曲，是一个已有500年
历史的古老地方戏曲剧种，主要吸收了弋
阳腔、昆曲、梆子、皮黄等特长，结合潮语、
潮州音乐、潮州歌册等本土传统民间艺术，
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形式和风格。对于潮
剧具体是在什么基础上形成发展起来的，
研究者有不同的说法，现一般认为潮剧是
弋阳腔的一支，是“弋阳腔在各地流传后的
直接产物”。

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由建阳麻
沙出版的《荔镜记》剧目刻本，用“潮泉二
部”演唱，同时吸收南戏的音乐曲调。其卷
末刻有书坊一段告白：“重刊荔镜记戏文，
计一百五叶，因前本荔枝记字多差讹，曲文
减少，今将潮泉二部，增入‘颜臣’，勾栏、诗
词、北曲，校正重刊，以便骚人墨客，闲中一
览，名曰荔镜记，买者须认本堂余氏新安云
耳。”说明这个“重刊”本，是从旧本《荔枝
记》，糅合潮泉二部，增“颜臣”、北曲等内
容，并“校正”旧本《荔枝记》文字的讹误而
成的。1936年，著名历史学家向达，发表《记
牛津所藏的中文书》一文，首次介绍存于英
国牛津大学图书馆的潮剧明代刻本《班曲
荔镜戏文》（全题《重刊五色潮泉插科增人
诗词北曲勾栏荔镜记戏文》）。1956年，梅兰
芳和欧阳予倩率中国京剧团到日本访问，
在日本天理大学见到了另一明刊本《班曲
荔镜戏文》。1964年，牛津大学东方研究所
主任、汉学家龙彼得教授，在奥地利维也纳
国家图书馆，又发现潮剧的另一个明代刻
本《新刻增补全像乡谈荔枝记大全》，刊于
明万历辛巳（1581年），是与《荔镜记》同一
故事内容的不同演出本。1958年和1975年，
在揭阳县渔湖和潮安县凤塘两地的明墓中，相继出
土《蔡伯喈》（即《琵琶记》）和《刘希必金钗记》手抄
剧本。国内外的这些重大发现证明潮剧历史悠久。
闽南与潮汕（粤东）是山水相依、血脉相连、方言相
通、民俗相似、艺术相近、理念相同的两个区域。可
以说，潮剧是潮汕和闽南共同孕育出来的艺术。

清代，潮剧在粤东、闽南十分流行。清嘉庆版
《云霄厅志》载：“俗好演剧，导淫增悲，岂可使善男
女见之今虽不能尽革，亦当取其有裨风教者，编成
歌曲，庶听之者可以兴起良心，不为无助。”清顺治
版《潮州府志》载：明末清初，潮剧是“杂以丝竹管
弦之和南音土风声调”。乾隆版《潮州府志》载：“所
演传奇，皆习南音而操土风”“声歌轻婉，闽广参
半”。清末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潮剧发展兴盛
时期。据志书记载，清咸丰至民国期间，云霄有潮
剧职业班社 30多个，诏安有永乐香等 10个班社，
平和有三正芳等11个班社，东山最多时有戏班和
曲馆33个。漳属各县较著名的潮剧班社有云霄锦
秀春、怡正兴，平和三正芳，东山赛天香，诏安永乐
香，南靖一枝花等。

20世纪50年代，潮剧在漳州特别是靠近粤东
的诏安、云霄、东山、平和等县十分流行。《诏安县
志》称：“潮剧是诏安最流行的剧种。”1951年6月，
云霄县组建云霄业余潮剧团，排演新编剧目《愁龙
苦凤两翻身》《陈胜王》，随后改为半专业性的云霄
新潮剧团。1954年3月，正式成立专业性云霄县潮
剧团。1956年以后，平和、诏安、东山县潮剧团相

继成立，一大批流落于民间的潮剧艺人陆续归队。
业余潮剧团也迅速发展，全盛时漳州共有半专业
和业余潮剧团200多个。

轻婉优美的音乐
潮剧音乐具有海洋文化兼收并蓄的艺术特

质，保留了许多唐宋以来的古乐曲，并不断吸收当
地的大锣鼓音乐、庙堂音乐和民歌小调的养分，显
得灵活多姿，有传统曲牌 200 多支，乐曲 1000 多
首。因此有“正字母生白字仔”的俗谚。潮剧演唱用
真声，唱腔有曲牌联套体和板式变化体两种体
制。其声腔曲调优美清丽，轻俏婉转，善于抒情。

伴奏音乐有唢呐牌子、笛套、弦诗和锣鼓经等。
唢呐牌子有固定介头，多数吸收自昆腔和正字戏。伴
奏乐队分文、武畔（场）。文畔和武畔置于舞台的两
侧，文右武左。文畔即管弦及弹拨乐器，武畔是打击
乐器。文武畔两部分的人数不相上下。潮剧的伴奏乐
器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文化的交流而不断发展丰富。
20世纪20年代以前，乐器只有竹弦、唢呐、椰胡和月
琴，以竹弦为领奏乐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竹弦被二
弦取代；月琴为扬琴取代，还增加了大笛和小笛。20世
纪40年代开始，又增加二胡、琵琶和大胡。潮剧曲牌
很多，板式多变，常用二板、二板慢、三板慢等板式。

多姿多彩的表演
闽南、粤东古为畲汉杂处地，在山为畲，在水

为疍。山畲斗歌，船疍妙舞。潮剧在形成过程中，融

合了畲歌疍舞。舞台上三步踏前，三步
踏后，摇曳晃荡的表演台步，便是疍民
船上的歌舞遗迹。

潮剧的行当，分为十类丑、七类旦、五
类生、三类净。旦、丑的表演最有特色，擅
长运用扇子等道具和模仿草猴等动物及
皮影、木偶表演。旦行的乌衫（青衣）是潮
剧旦行主要角色，重唱功。老丑的声音需
练成豆沙喉、痰火声。如《柴房会》的李老
三（老丑扮）在剧中既有“上梯”“下梯”的
绝技表演，又有长段唱腔，所以潮剧行中
有“敢演《柴房会》，才能算老丑”之说。净
行讲究工架和弓马功夫，表演多用道白。

潮剧行当齐全，生、旦、净、丑各有应
工的首本戏，表演细腻生动，身段做工既
有严谨的程式规范，又富于写意性，注重
技巧的发挥，其中丑行和花旦的表演艺术
尤为丰富，具有独特的风格和地方色彩。

赏心悦目的舞美
潮剧戏服，是舞台人物造型的重要

组成部分，特点鲜明，一是十分重视身
份区别、官阶区别和等级区别，并反映
在服装的式样（款式）、颜色和图案花纹
上。从式样说，皇帝穿龙袍，朝臣穿蟒
袍，地方官（州县府官）穿官袍。告老官
员及贵绅穿对襟十团帔；学士、公子、儒
生穿项衫；小贩、童仆等穿短衣裤。妇女
人物，皇太后及各级夫人穿蟒袍；公主、
皇妃穿宫衣；贵族小姐及名门闺秀穿古
装；老妇穿十团帔，中青年妇女穿对襟
花帔，村姑、婢女穿彩罗衣裤。武职人
物，主帅及大将穿大甲（靠）；偏将、小将
穿小袖甲或蟒甲；御林军穿武铠（铠
甲）；武士穿小袖服（箭衣）；侠士穿武
装；兵卒穿褂衣裤；公差穿公差服；道士
穿道袍；和尚穿和尚衣；犯人穿囚衣。颜
色的使用也分等级。金黄色为皇帝（或
地位最高的神仙）专有，其他人物不得
用，蟒袍有黄、红、青、白、黑五色，其黄
蟒为皇帝穿，朝廷命官穿其他色蟒，如
状元、巡按（小生）穿红蟒，廉正的官员
（老生）穿青蟒或白蟒，包拯历来穿黑
蟒，但一般为奸诈的（乌面）皇亲国戚所
穿。这是蟒袍的主要颜色，舞台上根据

同类人物，也有用绛红、深蓝、紫红、银灰等色蟒。
图案和花纹制作，其等级也十分严格。潮剧戏服的
等级标志，有严格的界限，不能逾越。穿错了，不但
受到同行的鄙视，有时还会被官府治罪。因此行内
有“宁穿破，不穿错”的说法。

潮剧多搭棚演出，戏棚中央与正字戏一样
都挂三片垂地的竹帘，竹帘两边挂门楣绣龙头
的白缎或绣有牡丹、孔雀等图案布帘。演员右出
左入，称为“出将入相”。20 世纪 30 年代，改竹帘
为彩绣大帐，文武乐分置表演区左右两侧，称为

“鸳鸯棚”。20世纪40年代至 50年代，改绣帐为布
景。戏班备有宫殿、公堂、家庭、闺房、花园、野外
等通用画幕布景，根据剧情需要进行换景。20世
纪60年代以后，改用天幕投影的幻灯布景和软、
硬景相结合的形式。为适应建立剧场艺术的需
要，灯光也更为考究，开始使用立体装置及彩色
灯。经过不断变革改进，现代的潮剧舞台装置基
本采用镜框式舞台，能适合城市剧院、农村戏台、
广场竹棚等的演出需要。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
潮剧舞台美术也不断改进提升，可谓日新月异。

20世纪 80年代以后，潮剧又焕发了生机，漳
州全市共办起 40多个民间职业剧团，云霄、东山
的青年潮剧团和诏安五街潮剧团，设备、阵容、演
出水平，都与专业剧团相差无几。各剧团参加省会
演、比赛，频频得奖。潮剧列入国家非遗，有力推动
了这个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传统戏曲，开出更加
绚丽的艺术之花。

潮剧：独具特色的地方戏曲
☉许初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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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多姿的表演 漳州市潮汕文化促进会 供图

赏心悦目的舞美 漳州市潮汕文化促进会 供图

潮剧舞台日新月异 漳州市潮汕文化促进会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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