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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艺术美美与共 闻香斗茶互学互鉴
第12届中国国际民间艺术节10月11日至17日在安溪等地举办，包含开幕演出、基层交流

巡演、中外艺术家大联欢以及具有安溪当地特色的斗茶表演等丰富多彩的环节

10 月 11 日至 17 日，由中国文学艺术界
联合会和福建省人民政府主办的第12届中
国国际民间艺术节举办。艺术节演出、交流
活动主要分为两个阶段：10 月 13 日至 14 日
在安溪举行开幕式、专场演出和民间斗茶；
10月15日，下基层交流演出，并举办中外艺
术家联欢活动；10月16日，中外艺术团分两
组赴泉州、厦门部分乡镇巡演。

其间，8 个国外艺术团与 6 个国内特色
艺术团体共同参与，呈现一场文明文化交
流交融的盛会，为当地群众带来丰富而隆
重的艺术盛宴。

□本报记者 谢伟端 通讯员 张锦川
许艺燕 黄如莹 梁嘉鸿/文 （图片由新华融
媒云提供）

第12届中国国际民间艺术节在安
溪县举办期间，各国艺术团成员和多名
外国驻华使领馆大使、参赞、总领事，国
际文化机构代表还到安溪采风。

菲律宾内湖省民间艺术团一行参观
了安溪文庙，详细了解我国古建筑的建构
之美，并体验毛笔描红，感受书法的魅力。
该团团长ROMEO JR.BUNGABONG
更是十分投入，不仅在老师的指导下完成
了自己的书法作品，还十分高兴地向镜头
展示自己的得意之作。随后，他们还参观
了藤铁工艺博览馆，了解竹编发展过程，
亲手制作藤编花篮，感受安溪县竹藤编的
指尖魅力。团长 ROMEO JR.BUNG-
ABONG表示，这是他们第一次来安溪，
安溪人的热情好客和深厚的文化底蕴给
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荷兰“芳名琼斯”乐团一行25人则前
往八马茶业采风，闻香品茗，体验采茶、
泡茶、制茶等工序，全方位感受安溪茶文
化。在八马茶业，“芳名琼斯”乐团成员们

走进茶园，了解茶树形态、生长状况，学
习“三叶一芽”采摘手法，还现场体验摇
青、揉捻等制茶工序，并在茶艺师的指导
下一一动手学习铁观音的冲泡技艺，闻香
品茗，感受安溪铁观音的独特韵味。该团
领队伊丽莎白告诉记者，来到安溪以后，
他们感受到安溪当地的热情和好客，特别
是茶文化之旅让他们得到了充分的放松
和休闲，茶文化体验不仅让他们学到了很
多知识，也增进了对安溪的了解和认识。

新疆艺术学院舞蹈团则走进安溪县
酒瓶盆景艺术文化园、魏荫名茶园等地，
近距离感受酒瓶盆景艺术和制茶技艺，
品味茶乡安溪的独特魅力。始建于2019
年的酒瓶盆景艺术文化园位于虎邱镇，
由中国酒瓶盆景艺术第一人林瑞温老师
打造。文化园融建筑、山水、盆景、雕塑、
书画于一体，将优秀的传统文化融入形
象的景观之中。一走进文化园，水流潺
潺，花木竞秀，在阳台、走廊、大厅、过道
里，处处展陈着造型各异的酒瓶盆景，让

新疆艺术学院舞蹈团的成员们叹为观
止，纷纷拿起手机拍照留念。除了形状各
异的酒瓶盆景，二楼的布袋戏体验室也
是大家较为感兴趣的区域之一。一个小
舞台，一位老艺人站在幕后，一边手托木
偶在台上变换各种姿势，一边扯着嗓子，
抑扬顿挫地唱和，一场本土味十足的布
袋戏深深吸引住了大家。新疆艺术学院
舞蹈团还来到了魏荫名茶园。在讲解员
的带领下，大家了解了安溪铁观音的历
史文化、制作技艺等，还通过品茗闻香、
体验制茶技艺，亲身感受茶乡安溪独特
的茶文化魅力。

与此同时，多名外国驻华使领馆大
使、参赞、总领事，国际文化机构代表等
外宾也前来参加艺术节，共襄盛举。在安
溪文庙，外宾一行认真听讲解、看建筑，
详细了解文庙历史和发展变化，动手学
习书法描红、拓印艺术，体验中华传统技
艺。随后他们还前往八马茶业，在茶室里
品鉴安溪铁观音，到百茶园学习“三叶一

芽”采茶法，走进非遗展馆体验制茶技
艺，在茶艺空间里学茶艺，参观智能化车
间，全方位感受安溪独特的茶文化魅力。

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人文交流体
验基地副主任宋妮雅在中国已经有20
多年。她告诉记者，她常常能听到安溪这
个地方，但这却是她第一次来。安溪的文
化底蕴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希望今
后有机会能来安溪参加更多的文化活
动，看到安溪其他特色，也借此了解中国
的更多面。

和宋妮雅不一样，国际艺术理事会
和文化机构联盟执行主任玛格达琳娜是
第一次来到中国，也是第一次体验地道
的中国茶文化。从品茶味、看茶树再到体
验制茶、学茶艺，她全程都非常高兴且专
注地投入。玛格达琳娜告诉记者，她非常
荣幸能够有机会感受到安溪浓厚的茶文
化氛围，也会在以后的工作中，多宣传安
溪的茶文化，增进对安溪的认识，让更多
人认识安溪。

参观采风学茶艺 感受安溪文化底蕴

14日上午，作为第12届中国国际民
间艺术节的子活动，民间斗茶活动在安
溪溪禾山铁观音文化园举行。乌龙茶（铁
观音）制作技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安溪
铁观音大师、安溪铁观音名匠等36位茶
人以茶会友，热情地欢迎各位艺术家、外
国使节等，共品安溪铁观音好茶，体验传
统制茶工艺，全方位了解安溪茶文化。

记者在现场看到，安溪民间斗茶体
验环节上，各国嘉宾首先品鉴清香型、
浓香型、陈香型三种类型的安溪铁观
音，体验安溪铁观音“一茶三香”的不同
魅力。随后，由各国嘉宾品评两泡品质
等级不同的清香型安溪铁观音，并尝试
分辨茶叶的品质等级，辨别正确的，得
到小茶礼1份。

茶香氤氲中，安溪县传统习俗——
民间斗茶活动更是让国外艺术家大开
眼界。斗茶过程中，艺术家们在制茶大
师的讲解下，通过揭盖闻香、分辨汤色、
舀汤品尝等环节，辨别出两泡清香型安

溪铁观音茶叶品质。
新奇的斗茶体验，让场上的艺术家

们都对安溪铁观音产生了浓厚的兴
趣。“安溪铁观音非常好喝。”斯里兰卡
珍宝舞蹈学院艺术团团长巴斯纳亚克
告诉记者，来安溪之后，才知道乌龙茶
和绿茶是两个不同的品种，他认为，如
果在斯里兰卡生活的中国人，能够向斯
里兰卡的民众大力推广，那么相信安溪
铁观音茶在斯里兰卡会有更多人了解
它，并爱上它。来自尼泊尔的“一带一
路”乐团演员司马景阳说：“原来我不怎
么喝茶，经过这次斗茶体验，大师的讲
解，现在我开始喜欢品茶了。”“我爱上
了安溪铁观音的味道，此前我从来没喜
欢过喝茶，但现在一切都变了。”波兰哈
纳姆民间舞蹈团团长玛丽亚告诉记者，

波兰没有这样的茶，也没有专业的茶艺
师，她回到波兰后，一定会再次品尝安
溪铁观音，享受这种味道。

中国制茶大师陈素全在本次体验活
动中亲手演示制茶技艺，让各国友人享
受最纯正的安溪制茶技艺及斗茶、品茶
习俗。陈素全从事茶叶研究、制作40余
年，数十次摘取茶王赛“茶王”桂冠，
2003年创办珍山茶厂，2015年成立安
溪茶学院（乌龙茶）制作技艺传习所，组
织开展安溪（乌龙茶）铁观音制作技艺
的保护和传承。“好茶不分国界。”在斗
茶活动现场，安溪铁观音大师李凯林表
示，通过此次活动，他更要把茶园管理
好，把茶叶做好，把铁观音宣传出去，让
更多的人可以喝到好茶。安溪铁观音大
师李金登则表示，此次活动，他把新品

和好茶都带出来，希望铁观音能更好地
传播出去。

随后，各艺术团还走进溪禾山茶圣
祠，了解安溪铁观音制作技艺，并在制茶
大师的指导下，现场体验摇青、揉捻等制
茶工序，感受安溪铁观音制茶技艺的独
特魅力。“安溪铁观音是手工制作，和我
们国家不一样。这种经过多种工序后制
成的茶叶，有独特的香气，泡起来特别
香！特别好喝！”菲律宾内湖省民间艺术
团团长ROMEO JR.BUNGABONG赞
叹不止。

其间，各艺术团还参观茶王殿、钉
画馆、七茶研究所等，了解安溪铁观音
历史。“在茶王殿博物馆，我们看到了安
溪铁观音的历史，了解到了安溪铁观音
的制作过程。我认为安溪这种清香新鲜
的乌龙茶是世界最好的‘顶尖茶’。”韩
国柳氏舞蹈团团长柳永秀表示，来到安
溪以后，不仅感受到安溪当地的热情和
好客，还了解到很多关于安溪铁观音的

知识，回到韩国后，他也会努力宣
传安溪铁观音，推荐安溪好茶。

比拼“斗茶”体验制茶 艺术家们盛赞“安溪好茶”

10月13日晚，第12届中国国际民间艺术节在
安溪县影剧院开幕。来自印度、哈萨克斯坦、韩国、
摩洛哥、尼泊尔、荷兰、菲律宾、波兰、斯里兰卡、坦
桑尼亚、赞比亚、津巴布韦等12个国家的艺术家与
福建、青海、新疆以及港澳台地区的多个艺术团体
联袂登台，为观众带来了一场极具国际风格和民族
民间特色的视觉盛宴。

开幕式在舞蹈《有朋自远方来》中热烈拉开帷
幕。梨园戏科步在压脚鼓的热情鼓点中鱼贯而出。
高甲戏极具特色的表演，浓郁的闽南文化魅力扑面
而来，古老的海上丝绸之路起点焕发出新的光彩。

随后民间艺术家轮番登台，各展风采。印度纳
德瑜格舞蹈团表演了宝莱坞歌舞，该歌舞是印度电
影中最具特色的舞蹈形式之一，节奏明快、充满活
力，以载歌载舞的形式将人们的喜怒哀乐表达出
来。哈萨克斯坦“欢乐”舞蹈团表演了歌舞《冬不拉
之声》，该歌舞轻快有力，刚健苍劲，草原生活气息
浓烈，动人的旋律和优美的舞蹈，仿佛使人身临其
境。来自福建、香港、澳门、台湾的青年舞者联袂表
演了舞蹈《舞动青春》，动感十足、激情四射的街
舞，展现出新时代中华青年朝气蓬勃、奋发向上的
精神风貌。斯里兰卡珍宝舞蹈学院艺术团表演了舞
蹈，康提舞起源于古代康提王国统辖的中央山地地
区，故又称为高地舞。它是斯里兰卡历史最为悠久
的一种民族传统舞蹈，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
见。荷兰“芳名琼斯”管乐团演奏了歌曲《在阿姆斯
特丹的运河上》《爱比山高》，荷兰人热爱音乐，管
弦乐团遍布全国，他们在台上活力四射，演出风趣
欢快，全程站立演奏。新疆艺术学院舞蹈团表演了
舞蹈《阳光下的麦盖提》，麦盖提县位于南疆喀什
地区，舞蹈选取新疆民族特色浓郁的歌舞，加入了
现代舞和鼓子秧歌等元素，将新疆男子风趣且又彪
悍、载歌载舞的特点展现得淋漓尽致，演绎出新时
代新疆各族民众的和谐幸福生活。菲律宾内湖省民
间艺术团表演了舞蹈《欢快的“亭尼克灵”》，竹竿
舞是菲律宾最古老的舞蹈之一，模仿这种鸟在草地
上行走时躲避农民们用竹竿制作的陷阱的动作，表
现了菲律宾人民对生活的适应能力和对快乐的追
求。“一带一路”乐团演唱了歌曲《我的中国梦》《茉
莉花》，歌曲《我的中国梦》表达了他们对中国梦的
向往和对自己梦想的追寻，中国传统经典民歌《茉
莉花》则再一次向全世界展示人们对和平与友谊的
期盼。安溪县高甲戏艺术保护传承中心、安溪县茶
文化艺术中心表演了舞蹈《千揉百捻》，千揉铮铮
骨，百焙圣妙香，揉捻是安溪铁观音工艺的重要环
节，是匠心工艺的升华。一群充满阳刚之气的茶农
在揉捻舞蹈中，揉出品质，捻出明天，铁观音就在
完美的一丝不苟的十道工序中，完成了从一片叶到
一泡茶的裂变，凤凰涅槃，浴火重生。韩国柳氏舞
蹈团表演了舞蹈《美丽韩国II》，韩国演员们配合长
短鼓的节奏，通过优美的舞姿展示韩国舞蹈独特的
艺术魅力。波兰哈纳姆民间舞蹈团表演了舞蹈《波
罗乃兹舞》，波兰舞蹈节奏鲜明，舞步豪迈潇洒，服
装艳丽，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青海称
多县通天河民间文化艺术团表演了舞蹈《幸福的路
上》，青海舞蹈以赞美家乡、歌唱幸福为主题，不仅
保持着原生形态，在舞曲和编排上也有很大创新，
从中人们可以领略雪域高原藏族儿女独有的艺术
内涵，感受康巴舞的魅力。

最后，在庄严、辉煌的《欢乐颂》乐曲中，各国艺
术家们踏着节拍，翩翩起舞，开幕式圆满落下了帷
幕。不同国度、不同种族、不同肤色的艺术家们用优
美的舞姿和歌喉，让现场观众沉醉在艺术的海洋中。

开幕式结束后，14日晚艺术家们又在安溪影
剧院进行惠民专场演出；15日则到恒兴中学和湖
头尚大公园下基层交流演出。

据介绍，演出让来自不同国家、地区的艺术家
们互相学习、交流，促进世界各国各民族民间艺术
的发展，充分展现了中外艺术家携手奋进、和衷共
济的昂扬风貌，着力呈现了不同文明之间“互学互
鉴、美美与共”的和合精神。

精彩演出连场表演
观众尽享艺术盛宴

体验书法体验书法

““一带一路一带一路””乐团演唱歌曲乐团演唱歌曲

民间斗茶赛现场民间斗茶赛现场 体验竹藤编体验竹藤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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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安溪文庙参观安溪文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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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别茶质量等次辨别茶质量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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