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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籍教师李姿莹：

愿在漳州“落地生根”
传播闽南文化

▱本报记者 苏水梅 文/供图

研学旅行，是指在旅行过程中研究学习。旅行让
学习更有趣味，学习让旅行更有意义。2021 闽南日报
社青少年研学之旅（第三季）开始了，营员们为 8 至 14
周岁的中小学生，研学时间为 7月 4日到 7月 10日。

7月 4日是研学活动第一天，营员们走进漳州市艺
术馆，参观“奋进新时代建设新漳州——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 100周年漳州市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图片展”，营
员们在一幅幅精美的图片前驻足、思考，提问、交流，从
美丽的光影中加深了对家乡漳州的认识，他们说家乡
的文化底蕴和经济文化建设成就让他们感到自豪。

本次研学活动的特色课程包括“追忆峥嵘岁月”
“小灯泡大技术的奥秘”“新能源汽车的前世今生”“趣
味无穷的禾沣农场”“美丽的鼓浪屿”“正衣冠，习礼仪”

“手作玉扣打磨”“共赴科技盛宴”等环节，聘请专业导
师团队全程指导。7 月 4 日下午，营员们入住营地，在
教官的带领下，学习内务整理、进行防震防火灾等演
习，随后营员们一起订立“宿舍公约”、进行素质拓展等
活动，杨柳霏和池甜甜，吴孟寒和郑浚喆，分别为大家展示了他们的“宿舍公约”，
并与大家一起分享了学习体会。

第一天晚上，研学营中年龄最小的黄荣瑄同学自己洗衣服，自己整理行李。
记者了解到，和黄妈妈一样，王林濠、陈诺涵等家长通过微信群里的消息，得知自
己的孩子表现独立，能完成研学中的各项任务，纷纷表示欣慰。

在研学期间，营员们前往正新汽车国际文化中心，了解从橡胶到轮胎的演变
过程、轮胎花纹与摩擦力之间的关系。“今年的研学之旅依然收获了很多的开
心。”郑辰量、唐仕博等几位同学都是闽南日报研学之旅的“老粉丝”，他们用各
色颜料完成“手绘轮胎”后，欣喜地把作品展示给教官和带队老师。厦门作为我

国东南海疆的海防重地，素有“八闽门
户，天南锁钥”的美称，营员们来到胡里
山炮台，认真听、仔细记，畅谈自己的收
获和体会。

营员们进行了“光、灯和人类生活”
“如何挑选灯泡？”“利用光影变化重现厦
门记忆”“动手制作专属小台灯”等四项
课程；在厦门园博苑，营员们运用思维导
图，边学边思，完成课程任务。刘柏廷和
陈柏锦是一对表兄弟，无论是在玉石打
磨过程中，还是在运用思维导图时，他们
都配合默契，表现不俗。对于接下来几
天的研学，他们表示了同样的期待。

最好的课堂在路上，不论是在鱼米
花果之乡漳州，还是在美丽的鹭岛厦门，
孩子们都学得认真，玩得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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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4日是研学活动第一天，营员们走进漳州市
艺术馆，参观“奋进新时代建设新漳州——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 100周年漳州市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图片展”，
营员们在一幅幅精美的图片前驻足、思考，提问、交流，
从美丽的光影中加深了对家乡漳州的认识，他们说家
乡的文化底蕴和经济文化建设成就让他们感到自豪。

本报记者 李 林 摄

◀李姿
莹（左二）和
闽南师大的
学生合影

▲李姿莹
说，来到闽南
师范大学后，
最开心的事情
之一就是成了
学校戏曲协会
的歌仔戏指导
老师。图为李
姿莹正在为演
出、教学梳妆。

本次研学活动的特色课程包括“追忆峥嵘岁
月”“小灯泡大技术的奥秘”“新能源汽车的前世今
生”“趣味无穷的禾沣农场”“美丽的鼓浪屿”“正衣
冠，习礼仪”“手作玉扣打磨”“共赴科技盛宴”等环
节。 叶倩雯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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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分别前，临毕业的学生热情地拉
着我和他们合影。”李姿莹说，和同学们相
处，一点一滴都是美好的回忆。李姿莹祖籍
闽南，出生于台湾省高雄市，现为闽南师范
大学文学院助理教授。在台湾念大学时，李
姿莹选择闽南文化作为研究领域，并一直读
到博士毕业。2013年，李姿莹来到闽南师大
参与闽南文化研修营活动，从此与漳州结下
了不解之缘。三年前，李姿莹为爱跨海定居
漳州，在收获爱情的同时，成就了自己的事
业：开通视频号讲述关于闽南的故事，受邀
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讲解，在
校园里传授歌仔戏，与同事一起创作抗疫歌
曲。热心闽南文化传播的她，愿在漳州“落
地生根”。

“感动总是不期而至”

“我就是一个喜欢喝茶的老师，我们校
园很美丽，学生也很美丽。”近日，在一段题
为“台湾老师漳州茶生活”的短视频里，李姿
莹对漳州的喜欢溢于言表。而在她看来，闽
南是许多台湾人的原乡，以闽南文化为媒
介，通过讲述相似的民间民俗故事，可以让
更多台湾民众了解自己的根在哪里，增进台
湾同胞对祖籍地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拉近两

岸同胞的心灵距离。
“我身骑白马走三关，我改换素衣回中

原……”记者翻看视频时发现，李姿莹跟着
木偶表演的节奏，对着镜头有板有眼地唱了
两句。李姿莹对记者说：“收到《寻找两岸同
名村》（诏安篇）节目组邀请去做诏安篇的嘉
宾讲解，我心里既激动又忐忑。”在她看来，
这个节目从宗庙族谱、剑狮文化、两岸美食、
人员交流等多个角度介绍两岸文脉的赓续，
以柔性传播的方式，拉近两岸民众情感联
系，全面展示两岸同根同源、同文同种的文
化图景和同心同行的血脉亲情。“最近作为
首次在海峡两岸实现跨海多点直播连线的

《寻找两岸同名村》，在央视中文国际频道及
微博、头条、百度、央视频等平台一经推出，
就取得了圆满成功。嘉宾讲解的这条推文
在漳州的朋友圈里被频繁转发，对我来说是
一种莫大的鼓励。”李姿莹说在漳州感动总
是不期而至。

“有时候会很心疼我的学生”

“这不仅仅是一份荣誉，更是对个人努
力的一种认可。”谈及获得“福建青年五四奖
章”，台湾姑娘李姿莹难掩激动。她告诉记
者，疫情期间，抗疫歌曲《等待花开》一经推

出，就备受好评。有来自五大洲十几个国家
的 166 位华人自发加入合唱，还被 CCTV-4

《海峡两岸》栏目、新华社、中新网等 20 余家
媒体报道，总点击量达 200余万次。

除了通过网络传播闽南文化，李姿莹
还很在乎通过“传道授业解惑”获得的收
获。歌仔戏和芗剧素称两岸戏剧姐妹花。

“我从小就喜欢歌仔戏，还曾专门到台湾戏
曲学院进修。”李姿莹说，进入闽南师范大
学后，最开心的事情之一就是成了学校戏
曲协会的歌仔戏指导老师。《开漳圣王传
奇》《保生大帝传奇》《徐霞客游漳州》等一
系列歌仔戏作品陆续出炉，社团还受邀到
校外演出，这大大鼓舞了年轻学子。如今，
歌仔戏社团人数从最初不足 10 人，增加至
五六十人。李姿莹说，她希望通过“以戏带
功”为学生们找寻更多的演出机会，用这种
方式不断提升学生们组织舞台、团队协作、
提升创新思维等各方面能力。“在拍摄《徐
霞客游漳州》时，学生凌晨 3 点就开始化妆
了，太阳出来以后，去江滨公园和芝山公园
拍外景，一直忙到晚上 11 点多。”谈及歌仔
戏社团日常的训练，李姿莹说自己经常会
很心疼学生，因为他们为了梦想，总是默默
发力，从不叫一声苦。

▲7月 3日，漳州市篮球协会在亲水公园
开展公益性篮球训练，现场许多小朋友参与
其中，运动氛围浓厚。据悉，为推动广大青
少年走出家门，运动锻炼、强身壮体，漳州市
篮球协会连续 4年举行公益性篮球训练。图
为孩子们在练习运球

本报记者 李 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