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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近30载，泉州高甲戏再获全国精神文明建设领域最高荣誉——

《《围头新娘围头新娘》》如何炼成如何炼成““五个一工程五个一工程””奖奖？？
泉州高甲戏《围头新娘》荣获第十七

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
奖，水到渠成又实至名归。

这部戏从培育到首演，不断打磨提
升，不断攀爬高峰，完成百场演出，是一部
融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剧种特色为一
体，雅俗共赏的优秀作品。

《围头新娘》艺术总监、泉州市高甲戏传
承中心主任周杰俊接受采访时表示，作品回
应时代的呼唤，凸显闽台地域特征，成功打
造了新时代的高甲戏样板，激发了广大高甲
人从高原勇向高峰攀登的激情与力量。

顺应时代大势，抓准时代主题，融入
鲜活的时代气息，是《围头新娘》在众多剧
目中脱颖而出的先行条件。这部戏以围头
从“炮战第一村”发展成“两岸通婚第一
村”，实现两岸通邮、通商、通航，再到海峡
两岸跨海通婚为背景，描述了两家三代人
几十年间的悲欢离合，串起一个两岸人民
携手共建家园的“闽台缘”传奇故事，勾勒
出坚韧而勇敢，善良而宽容，率真意气、爱
拼敢赢的群像品性。

“该剧剧本好、导演好、演员好、音乐
好、舞美好，展现了一个基层艺术院团昂
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作品由两获精神文
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文华奖”以及曹
禺剧本奖的国家一级编剧陈欣欣担任编
剧，多次获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
奖、“文华奖”的著名导演郭小男执导，中
国戏剧梅花奖得主陈娟娟携爱徒陈情瑜
等共同担任主演，创演单位泉州市高甲戏
传承中心同样两度摘得“五个一工程”奖。

细节反复打磨，实现传承创新，为这
部戏赢得市场和奖杯。高甲戏系福建省五
大地方剧种之一，也是闽南方言地区最大
的戏曲剧种，30 多年来，泉州三个获中宣
部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戏剧作
品皆来自高甲戏。这部戏很好地实现了传
承与创新，剧目题材新颖、立意深远、角度
巧妙、风格鲜明，曾作为福建唯一入选剧
目，参加中宣部、文旅部主办的第三届全
国戏曲（南方片）会演和 2024 年新年戏曲
晚会演出，并获得第38届田汉戏剧奖优秀
剧目奖。

近日，中宣部表彰决定的公布，让作
品获得全国精神文明建设领域最高荣誉
一锤定音。记者采访了该戏剧艺术总监、
导演、编剧、主演等，揭秘《围头新娘》如何
炼成“五个一工程”奖。

□融媒体记者 黄小玲 陈智勇 黄伟
毅 谢伟端 通讯员 卢炎煌 林凤锦

“《围头新
娘》可谓命题

作文，培育之初，
省、市文旅主管部门

领导将这项任务交给
泉州市高甲戏传承中心。”

周杰俊说，在此之前，剧团已
经多年没有创排过现代戏了。因

而，从立项开始，省、市各相关部门
都非常重视。作为出品方的市委宣传

部、市文旅局等部门，从项目前期筹备到
排练、成型等给予了很大的支持。泉州市高

甲戏传承中心也是举全团之力来打造这部
戏，请来国家一级编剧、导演、演员、音乐设计、

舞美设计、灯光设计等共近10人担任主创团队。
这支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团队拉起来后，遵循“旧中

见新，新中有根”的守正创新态度，积极响应“创造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文艺创作指导方向，迅速投入创

作。
剧本由国家一级编剧陈欣欣创作，她是我省著名剧作

家，创作过一大批优秀作品，荣获过“五个一工程”奖、文华
剧本奖、曹禺剧本奖等，其中闽剧《生命》入选中国百年百部
优秀剧作典藏。“当年的一个村书记说：‘这场持续了20多年
的两岸炮击，你来我往，吵来吵去，声音太大了，以至于让人们
忘记了生活的本来样子。’在采风的过程中，当地群众的‘口述
历史’给了我不少启发。找回生活本来的样子！正是这样的努力

和追求，使得围头人在历史的夹缝中始
终坚守着人性。”陈欣欣说，围头村不
大，却凝聚了海峡两岸关注的目光，创
作之初就将展示好人性作为一大重心，
于是在政治与历史的夹缝中，一个个鲜
活的生活场景浮现出来。

著名导演郭小男的加盟，让《围头
新娘》这部现代戏更具广阔的视野。郭
小男导演舞台戏剧作品数十部，涉猎京
剧、昆曲、越剧、淮剧、话剧等众多剧种，
导演观念崭新超前，舞台手段丰富多
变，尤其是其“旧中见新，新中有根”执
导思路让这部作品赢得更广泛的观众。
他认为，现代观众的理解力超强，要勇
于创新，舞台呈现尽量做到美轮美奂，
具有强大的冲击力。而高甲戏作品，一
定要有这个剧种的根脉，才能让“戏魂”
立起来。

剧中祖母乌英和孙女飞燕由中国
戏剧梅花奖获得者陈娟娟和其爱徒陈
情瑜饰演，在这部作品中陈娟娟将更多
舞台让给爱徒，自己则兼任艺术总监。
陈娟娟有着现代戏的表演经验，在团队
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她谈到，现代戏与
传统戏曲在表演方式上有很大不同，传
统戏曲是从外到内表现人物情感，而现

代戏则需从内到外，这使得演员进入人
物更加困难，尤其是要把握不同年龄段
的情感变化。

2023年底，在市委宣传部、市文旅
局等部门的积极推动下，《围头新娘》精
心挑选了“海上婚礼”的精彩片段，参加
由中宣部、文化和旅游部主办的2024
年新年戏曲晚会。2023年 12月 29日，
《围头新娘》经过了层层筛选，作为全省
唯一入选节目最终脱颖而出，亮相北京
国家大剧院，成为全国15个参演作品之
一。参加如此高规格、高层次的演出，在
高甲戏剧种发展史上尚属首次。

如今，《围头新娘》已经展演上百
场，备受各界瞩目与好评，且边演边提
升，不断超越自我。“我们既在全国地
方戏剧展演、泉州市戏剧会演等大舞
台上演出，也在村镇街道和没有布景
的舞台上演过，都是为了讲好海峡两
岸的情感故事。我们要用我们的创作
激情与青春热血谱写一曲两岸同胞血
脉相连、血浓于水骨肉亲情的赞歌。”
周杰俊说，泉州是“闽南戏窝子”，大家
都铆着一股劲，希望把这部戏打造成
一个能够代表泉州、反映时代的精品
剧目。

国家级大咖联袂打造

从培育到首演
从登上国家最高舞台到捧得国家最高荣誉

《围头新娘》以宏大历史
叙事为背景，以两代围头女子
的婚恋与命运为主线，聚焦祖
母乌英和孙女洪飞燕的情感世
界。祖母乌英的丈夫早年去金门
经商，1949年后因两岸隔绝，终其
一生未曾回归故里。洪飞燕出海寻
找阿公而与金门青年唐越相遇，继
而相识、相恋、相守。与祖辈跌宕的
命运不同，洪飞燕与唐越的爱情随着
时代的变迁最终迎来幸福和团圆。
2024年新年戏曲晚会上惊艳亮相的
就是剧中“海上婚礼”的精彩片段。

演出之所以反响热烈、好评如潮，
很大程度源自两岸题材的故事“接地
气”——剧中的人物、桥段都有原型。构
思之初，《围头新娘》就立足于传递海峡
两岸血浓于水的亲情，主创团队多次到

围头村采风。全剧以多个时间节点：
1958、1978、1979、1989、1992、1993的
编年体方式来铺叙，不仅将金门与围头
留在历史中的重要事件作为具体可感
的社会背景贯穿全剧，更将两地关系的
演化写实。“整部戏以送炮弹、送婚姻、
送水为线索，这也是两岸同胞往来越来
越频繁的写照。”周杰俊说，编剧、导演
等主创力求在真实的基础上进行艺术
创作，使剧情十分打动人。“围头新娘的
故事登上国家大剧院舞台，获得最高
奖，也是我们的骄傲。现实生活中的围
头新娘，早已成为两岸民间交流的纽
带。”围头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洪水
平是原型人物之一，与有荣焉。

在陈欣欣看来，创作《围头新娘》的
第一任务就是塑造一位追求爱情的奇
女子。令人惊奇的是，采风过程中发现

就有一位围头女儿，她因为爱上金门的
一名男青年，不顾重重困难，坚决地嫁
到金门，成为两岸隔绝几十年后，第一
个从大陆嫁到金门的新娘。此后，围头
村有一百多位姑娘跟着嫁到金门，在围
头的建设日益美好的同时，金门亦有许
多姑娘嫁到围头，使围头村成了两岸通
婚第一村，也使得两岸的通婚不再是禁
区。“创作完这部剧本，我再一次感受到
世间最珍贵的莫过于‘情与爱’，真情真
爱不但能改变人物的命运，还能改变村
子的命运，时代的命运。”

在创排《围头新娘》的过程中，陈娟
娟与主创人员一起下乡采风，深入围
头。通过和当地的人们交流与共同生
活，体会他们的日常，并结合自己的经
历与记忆，将人物和他们的现实生活上
升为艺术的生活和形象。她在塑造这一

人物形象时，锁定了海峡乡愁这个概
念。“这就是这部戏的灵魂之一，也是打
动我、吸引我、让我共鸣的重要原因之
一。”无数观众被剧中的亲情故事和朴
实的情感所感动，更让她深刻体会到好
的作品即使没有华丽的灯光舞台效果，
也能打动人心。

“创作者有了悲悯之心，才能抚摸
时代的伤痛，凝望时代的进程，才能令
作品蕴含深情。”《中国戏剧》杂志副主
编卢巍表示，弘扬主旋律的题材在创作
方法上并无特别，若不想让作品陷入概
念化、表面化的表达，心怀悲悯、抒写真
情，就是创作者唯一的密钥。《围头新
娘》正是巧妙地将历史与现实相结合，
通过剧中人物所展现出的真挚情感与
对和平幸福生活的渴望，深深打动了观
众的心灵。

动人故事讲述“平民史诗” 取材两岸真实故事 再现历史文化记忆与情感

高甲戏是闽南语方言区最主要的
戏曲剧种之一，首批入列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剧目呈现的闽南语、乡土气
息、风俗人情以及表演程式、唱腔曲牌，
都为两岸民众所喜闻乐见。

新中国成立以来，泉州高甲戏不断
涌现出艺术精品。上世纪60年代，高甲
戏《连升三级》晋京演出，周恩来、朱
德、陈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临观看
并给予极高评价，郭沫若、田汉、老舍、
邓拓等文学大师盛赞高甲戏丑角表
演艺术“登峰造极”，《连升三级》为
“南海明珠”。上世纪90年代，高甲
戏《大河谣》参加全国地方戏曲交
流演出（南方片），获优秀剧目大奖
等八项奖励，并荣获中宣部“五个
一工程”奖和文化部“文华大
奖”，将泉州戏剧艺术推向新的
高度。2011年，陈娟娟凭借新
编历史剧《昭君出塞》荣获第
二十五届中国戏剧梅花奖。

在此基础上，“《围头
新娘》是立足高原攀爬

高峰，是对剧种艺术和表演水平的挑战
与提升，我们的目标不仅仅是一部普通
剧目的创排，我们要创作出一部具有全
国影响力，能够成为泉州高甲戏现代戏
代表的作品”。周杰俊说，定好目标后，
大家团结一致，克服一切困难，力争打
造出具有“大众情怀、精湛技艺、醇美境
界”的优秀剧目。

郭小男深谙，好看的戏一定要出
新，要给观众更多的“意外”。这部戏具
有浓郁的地域文化色彩，全剧穿插了极
具闽南地方特色的人文地理、风俗民情
和大量真实的细节。郭小男通过现代化
技术手段，用LED背景动态呈现不同
情景和情绪状态下大海的波涛变化，在
为观众带来新颖的舞台视觉感受的同
时，对剧情推进和人物抒情也起到了重
要的辅助作用，感染力极强。

“大海铺锦毯，蓝天作华堂。浪花舞
彩带，福船做洞房。”令人印象深刻的

“海上婚礼”就是剧中非常有代表性的
选段，舞台呈现精彩热闹、温馨浪漫，舞
美简洁大气，融合了闽台两岸文化风

貌、民俗风情，力争展现出两岸融合发
展的美丽画卷。

沉重悲怆和喜悦谐趣的变奏中，陈
娟娟饰演乌英，跨度从30岁到80岁，
通过肢体、声音的转化以及人物反应节
奏来体现不同年龄段的特点。乌英这个
角色最打动陈娟娟的地方，在于她对丈
夫的执着期盼和对家庭团圆的渴望。无
论处于哪个年龄段、哪个行当，这条情
感主线始终清晰。她用情感投入排练，
希望通过自己的表演带动年轻演员，让
他们更好地理解和进入现代戏的创作，
这种走心的传承方式发挥了积极作用。

对于现代戏的创作，洪飞燕的饰演
者陈情瑜坦言面临着很大的压力。洪飞
燕经历了诸多磨难，诠释其在困境中的
情感变化和内心挣扎主要依靠演员的
基本功。陈情瑜坦言，从古装戏转型而
来，要改掉肌肉记忆中的戏曲小圆场等
动作，在身段、行为、念白和唱腔上做出
改变，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但在导演和
老师的启发下，逐渐找到了适合现代戏
表演的方式，更加贴近现代人的动作，

干脆利落。
“这部作品剧本定位准确，唱腔、表

演精彩，剧中每一个角色都演得特别逼
真，人物形象很丰满，具有独特的文学
价值和时代价值。”不少知名戏剧专家
观看演出后赞道，《围头新娘》已经成为
突破地域的文化符号，引起广泛而深沉
的情感共鸣。正如晋江籍台胞蔡炳辉所
言，演员精湛的演技值得赞赏，该戏剧
所表达的意义更值得鼓掌。“我已经十
几年没看过这么优秀的戏了，从编剧到
舞台、服装、表演都十分用心，还有浓郁
的闽南和金门民风民情，很了不得，期
待能在台湾上演。”

人民日报社文艺部原主任，人民日
报海外版原副总编刘玉琴盛赞，《围头
新娘》抓住现实生活中的热点进行精心
提炼构建，使之变成高甲戏舞台的艺术
真实，体现了主创团队挖掘地域资源的
独到眼光和深厚功力。两岸民众共同的
历史文化记忆与情感诉求，闽南的人文
地理和风俗民情，在当代审美观照下被
展示得鲜活立体。

好看的戏要给观众“意外” 打造新时代的高甲戏样本 成为突破地域的文化符号

什么是“五个一工程”

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评选活动由
中共中央宣传部组织，自1992年起，至今已举
办十七届。“五个一工程”即一部好的戏剧作
品、一部好的电视剧（片）作品、一部好的电影
作品、一部好的图书（限社会科学方面）、一部
好的理论文章（限社会科学方面）。1995 年度
起，一首好歌和一部好的广播剧也列入评选范
围，“五个一工程”的名称不变。

泉州获得哪些“五个一工程”
作品奖

●1994 年，泉州市高甲戏剧团创作演出的
高甲戏《大河谣》获得第三届精神文明建设“五
个一工程”作品奖。

●1996 年，安溪县高甲戏剧团创作演出的高
甲戏《玉珠串》，获第五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
程”作品奖。

●2023 年，省委宣传部、省广电局、省文联、泉
州市委宣传部、晋江市委市政府、省广播影视集团等
联合摄制的电视连续剧《爱拼会赢》获得第十六届精
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作品奖，也是我市首部获奖
的电视剧。

●2024 年，由市委宣传部、泉州市文旅局出品，泉
州市高甲戏传承中心演出的高甲戏《围头新娘》荣获第
十七届全国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

▲▲陈娟娟饰演了从陈娟娟饰演了从3030岁到岁到8080岁的乌英岁的乌英
（（中中），），通过肢体通过肢体、、声音的转化以及人物反应节声音的转化以及人物反应节
奏来体现不同年龄段的特点奏来体现不同年龄段的特点。。 （（周健行周健行 摄摄））

▲▲祖母乌英和孙女祖母乌英和孙女
洪飞燕两代围头女子的洪飞燕两代围头女子的
婚恋与命运深深打动了婚恋与命运深深打动了
观众观众 （（周健行周健行 摄摄））

▲▲演出之所以反响热烈演出之所以反响热烈、、好评如潮好评如潮，，很大程度源自两岸题材的故事很大程度源自两岸题材的故事““接地气接地气””——剧中剧中
的人物的人物、、桥段都有原型桥段都有原型。。图为剧中图为剧中““海上婚礼海上婚礼””的精彩片段的精彩片段。。（（周健行周健行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