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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原创儿童音乐剧《面包仙子》在琼花大剧院连演4场

本土班底创作 展原创精品魅力

金箔锻造技艺市级传承人吴炜全打造金箔锻造技艺传习所

让金箔工艺焕发新光彩

佛山新年
朗诵会举行

佛山文化周刊讯（记者/洪晓诗）
近日，2020佛山新年朗诵会在琼花
大剧院举行，知名艺术家以多种表演
形式，为市民献上一场视听盛宴。以
朗诵之名，展文学之美，用独特的方
式喜迎新年。

朗诵会以“岭南的乡愁”为主线，
分为“故园灯火”“风叩门环”“锦绣河
山”“春山如笑”四个篇章。在十多个
演出节目中，既有国内名家的当代名
篇，如余光中的《春天遂想起》、杨克
的《我在一颗石榴里看见了我的祖
国》、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西
川的《开花》；又有充满岭南特色的作
品，如本土作家盛慧的《岭南的乡
愁》、洪永争《摇啊摇，疍家船》。

原中央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
张悦为大家带来《红土地上的爱情绝
唱》，希望通过这首诗歌来怀念先烈，
让大家更加珍惜美好生活。这也是
张悦第一次来佛山，在她看来，佛山
是一座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用朗诵
这种方式迎接新年，是一种很有意思
且接地气的方式。

据了解，新年朗诵会主要以文学
诗词作品为内容，以特设的朗诵者人
物关系为线，依托舞美环境，通过巧
妙的编排，使朗诵内容与朗诵者人物
关系完美融合，演绎一段美好而感人
的家国、至亲、挚爱之情的故事，使观
众在领略文学诗词朗诵魅力的同时
感受岭南的乡愁与人文湾区的魅力。

诗人艺术家
齐聚佛山庆腊八

佛山文化周刊讯（记者/陈焯莹）
近日，“2020中国诗歌春晚广东会场·
第十届佛山禅城腊八诗会全国著名
诗人梁园雅集”在佛山梁园举行，来
自全国的20多位著名诗人、著名粤
曲演唱艺术家与省市朗诵名家齐聚
佛山同庆佳节。

广东省文联副主席、省曲艺家协
会主席、著名粤曲演唱艺术家梁玉嵘
现场献唱其主演的曲艺音乐剧《小明
星》主题曲《芳华》和《似是故人来》；
省市知名朗诵艺术家赵大明、丹娜、
杨乐、胡潇、杨韵、李建平、赵建军、牧
言、顾月、赵国栋、郑露等，携手古琴
演奏家钟学国、长笛演奏家姜琳及佛
山市元甲学校、禅城区中心幼儿园师
生，现场演绎了古今诗坛名家名篇佳
作和古琴曲《沧海龙吟》、长笛曲《乘
着歌声的翅膀幻想曲》等；著名诗人
晓雪、杨克、陆健、祁人、程维、周占
林、雁西、王长征等还向禅城区博物
馆和梁园捐赠了各自的书画墨宝。

佛山市作家协会主席张况介绍，
本届腊八诗会不仅邀请全国著名诗
人出席，还邀请了曲艺大师演唱名剧
名段名曲、朗诵名家现场演绎古今诗
人名作，多个元素有机交融、温馨互
动，将佛山的历史文化名片进一步擦
亮。诗会还举办名家文学讲座和历
届腊八诗会全国著名诗人咏佛山名
篇佳作选展，让更多的佛山人认识全
国诗坛名家和他们为佛山所写的精
品力作，体现了佛山作为全国文明城
市、广东诗歌之城的气质和风度。

玉器鉴定专家
教你辨玉真假

佛山文化周刊讯（记者/王方亚）
“一些不法商人将仿古玉伪造成出土
古玉，欺骗消费者。”近日，佛山市博
物馆特邀广东省文物鉴定站副站长、
副研究员赵敏开讲《玉器鉴定与辨
伪》，教市民辨别玉器真假。

赵敏是国家文物进出境玉器及
杂项类责任鉴定员。“玉有仁、义、智、
勇、洁五德，等级最高的就是新疆和
田玉，其中籽料价格最高。”赵敏从玉
器的玉质、造型、纹饰、工艺等角度，
与大家分享交流玉器鉴定与辨伪的
基本知识。她说，如今打着“和田玉”
名称的软玉，其实并不都产自新疆，
因产地各不相同，和田玉还有新疆
料、俄料、青海料和韩料，价格品质依
次降低，甚至有很多不法商贩用玻
璃、卡瓦石、石英石、阿富汗玉冒充和
田玉。现场她还带来了一些玉器标
本，向大家讲解各种不同玉器的材
质、品质和价格。

本次讲座由佛山市博物馆、佛山
市博物馆学会联合主办，是梁园“玉
见美好”佛山民间收藏玉器展的后续
活动，也是“2019佛山博物馆文化周”
系列活动之一。

童话用各色人物和动人的故事，告诉小朋友
们对与错，善与恶。儿童剧，则让孩子们亲身体
验童话情节，切实感受人物心理。近日，由佛
山电台、佛山市艺术创作院、佛山市演艺中
心联袂打造的原创儿童音乐剧《面包仙
子》在琼花大剧院连演4场，好评不断。

该剧的原作者、编剧、导演、演员
等制作班底都来自佛山，精湛的演
出、巧妙的音乐搭配、美轮美奂
的舞台设计、欢乐的交流互
动，展现出佛山本土原创文
艺精品的魅力与生机。

本土班底精心打造
儿童音乐剧《面包仙子》由佛山

市艺术创作院副院长、儿童文学作家
廖雪林的同名童话改编，讲述了面包
屋老板阿松希望做世界上最好吃的
面包，强烈的愿望召唤了面包仙子，
在仙子的帮助下如愿以偿，然而美味
的面包也引来了反派魔术师麦霸，他
掳走了仙子。最终，在蚂蚁的帮助
下，阿松打败麦霸，解救了面包仙子
的故事。

改编后的舞台剧以生动有趣的
故事情节、现场互动的形式深深吸引
了孩子们，让他们在开心欢笑之余，
学习到团结互助积极向上的精神。

“这是我第一次编儿童剧，我把
受众定位在4岁~7岁的小朋友，在
创作的过程中我看了许多动画片，尝
试掌握小朋友的心智和喜好，前期素
材的准备与积累花了近半年的时
间。”该剧的制作人、编剧林靖曾担任
《偷偷爱》《满庭芳》《佛山功夫少年》
等作品的编剧。在她看来，童话剧要

引人入胜，需要依照儿童年龄、心
理 、审美及性格特点进行创作。“在
此次编剧中便加入了一些戏剧冲突
让剧情更有故事性，舞台表演方面用
夸张的语言和动作进行演绎显得更
加有趣。”

该剧的一大亮点是由古典音乐
推进剧情，林靖在浩瀚的古典音乐
宝库中，精心挑选了莫扎特、贝多
芬、维瓦尔第、舒伯特等大师创作的
《布基上校进行曲》《军队进行曲》
《蓝色多瑙河》等经典曲目，并且用
心填上歌词，邀请佛山知名音乐制
作人郭宏波重新编曲，并由佛山实
验小学合唱团演唱。

“剧本创作的一半时间花费在填
词中，希望孩子们通过观剧感受到古
典音乐的魅力。”林靖表示，音乐不仅
能陶冶情操,还有助大脑发育，尤其
是古典音乐。因此，加上这些经典的
旋律，通过音乐渲染情绪，更好地推
动剧情的发展。

推动佛山原创文艺精品发展

该剧是由 6位优秀成人
演员担纲，配角“蚂蚁”则由
儿童活动中心的孩子演绎，
剧中小演员和专业演员一起
载歌载舞，再加上不少互动
环节，精彩演出让观众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

“这个童话故事很有哲
理，对小朋友优秀人格的塑
造 起 到 了 潜 移 默 化 的 作
用。”家长春雪表示，编剧、
古典音乐、演员的完美融
合，让孩子得到很好的艺术
熏陶。

对于自己的童话作品改
编成舞台儿童剧，廖雪林表
示很期待。“因为相比童话文

本作品来说，儿童剧是一种
更综合的艺术表现形式，它
融合了文学、表演、音乐、美
术、光影等多种艺术门类，能
带给观众更直观、更强烈的
艺术感受，观众的年龄跨度
也可以更大。”

近年来，佛山积极推动
群众文艺繁荣发展，原创作
品屡出佳绩，而儿童音乐剧
《面包仙子》便是获得了佛山
市 文 化 广 电 旅 游 体 育 局

“2019 年佛山市优秀原创文
艺作品扶持项目”。

“佛山的创作人才和表
演人才并不少，这一次把佛
山优秀作家的作品打造成

儿童剧，导演、演员、灯光、
舞美等都是本土班底，是一
次很好的尝试和开端。”林
靖表示，通过这样的合作，
可以给本土文艺人才更多
施展才能的舞台。“培育文
艺精品需要土壤，希望本土
文艺人才得到更多的机会，
在实践中成长。”

“佛山的文艺人才分散
在不同单位，把这些人才挖
掘并培育好，是未来需要努
力的方向。”市文广旅体局局
长陈新文表示，佛山要打造
文艺精品，本土人才需相互
协作，共同促进佛山原创文
艺作品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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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爱逗趣的米奇老鼠，穿上了佛山金箔市级传承人吴炜全
特制的金箔外衣，显得光彩靓丽。这是吴炜全最近推出的文创
产品“金米奇”。

从传统的金箔产品，到开设金箔传习所，让市民走进金箔世
界，再到如今自行研发文创产品，作为佛山金箔传人，吴炜全为
金箔工艺重新找到了出路，焕发了新的光彩。

耳濡目染走上金箔技艺传承之路
吴炜全和父亲吴深龙经营着位

于南海罗村的联和金箔厂。该金箔
厂如今挂上了“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金箔锻造技艺传习所”牌子。

出生于1986年的吴炜全是听
着“叮叮当当”的锻造声长大的。
其祖父吴宝光和父亲吴深龙都是
金箔锻造能手，耳濡目染下，他对
这门技艺，也有着较为复杂的情
感。一方面，这是父亲谋
生的手段，父亲用这门手
艺，养活了全家人。另一
方面，传统技艺的枯燥乏
味，曾让这个80后年轻人
甚为抗拒。

但是，大学毕业后，当
他看到年老的父亲仍旧四
处奔波，到全国各地谈金
箔生意，同时看到这门技
艺慢慢被人所淡忘，他开
始认识到自己的使命。当
前金箔锻造技艺受到现代
工业产品的冲击等影响，
运营举步维艰。市面上充
斥着工业用的仿金，成本
远低于锻造的金箔，一般
市民难以区分。

“如果我也不传承，
那就真的没有人传承了。”

于是，他正式入行。多年来，他陆续
学会了金箔锻造的各个工序。与父
亲“搭档”，他们也有明确分工。吴深
龙主“外”，寻找新的客源，吴炜全主

“内”，在作坊内边学边做。由于父亲
很少待在厂里，所以吴炜全很多时候
都是自己摸索着研究金箔技艺。
2018年，吴炜全被评为金箔锻造技
艺市级传承人。

采写/佛山文化周刊记者陈焯莹 图片/受访者提供

打造传习所首创“吴氏金箔”品牌
2016年，吴炜全受佛山市

博物馆邀请，和佛山众多非遗项
目传承人前往清华美院参加非
遗研修班。在研修班上，全国各
地的民间工艺专家授课，与各大
非遗传承人交流互动，碰撞思想
火花，让吴炜全经历了一次思想
上的淬炼和蜕变。

“唯有以创新理念打造品牌，
金箔技艺才能继续生存并发展下
去。金箔锻造不仅仅是一项技
艺，更是一种文化，需要我们传
承，更需要我们创新。”吴炜全说。

从研修班回来后，吴炜全
有了很多想法。其中一个，就是
重修老宅，向大众开放。对于这
一想法，父亲最初是反对的。他
认为金箔比较珍贵，担心开放后

会破坏工作现场和影响金箔的
生产锻造。为了说服保守的父
亲，吴炜全花了一年时间。

如今的金箔锻造技艺传
习所，就是吴炜全重新设计打
造出来的。改造后的老宅分
为展销厅、打箔房、切箔房、熔
金房等，功能丰富，内部结构
更加清晰，再加上随处可见的
镶有金箔的精美摆件、清晰写
明工艺流程的展板，更是让这
里增色不少，既散发着文艺的
气息又不失古老的味道。

如今，每逢周末或寒暑假，
传习所都会迎来一批又一批的
学生。吴炜全带领大家走进金
箔的世界，看到大家求知的眼
神，以及对这门技艺的好奇、喜

爱，吴炜全特别欣慰和满足。
传习所除了是一个展示金

箔锻造技艺的平台，还是一个金
箔文创品展销平台。为让自家
产的金箔更具知名度，他首创

“吴氏金箔”工艺品牌，用精美的
包装装饰产品。近日，吴炜全创
作了两款生肖“鼠”金箔产品，一
款名为“金米奇”，另一款名为

“福财金鼠”。两个作品都较为
小巧，其中金米奇的内部结构是
紫砂，经过上漆、贴金箔，最终呈
现出金光闪闪的效果。“2020年
为鼠年，选择卡通版造型，是希
望能带给大家不一样的观感。”
吴炜全介绍，鼠是旺财之物，鼠
与数钱的“数”谐音，也寓意招财
进宝、生意兴隆，财来数钱。

演出结束后,演职人员上台谢幕。

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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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箔文创产品福财金鼠。(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