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乡的迎灯节，通常在
每年的正月十五左右举行，

具体说不定是哪天，从初八往
后，只要是天气晴好的晚上，召

集人就会通知村民们做好迎灯准
备。

这一年一度的迎灯节可不是走
形式，对大人来说是十分隆重的，对
小孩子来说是无比激动的。孩子们
到齐了，每人分得一把碧绿的长竹
筒，竹筒沉沉的，里面装满了煤油，
只等时候一到，引燃它了！

夕阳往梯山后滑下去，天上铺
着半天金辉，就在这金辉中，锣鼓敲
起来了，火把点起来了，明快的唢呐
吹起来了，花鼓有板有眼地敲起来
了，擎纛旗的长者迈着沉稳的步伐
走在了队伍最前面，于是一行人浩
浩荡荡地上路了，队伍约莫一公里，
100多根火把像一条火龙承载着全
村人对新一年的期望在山路上逶迤
前进，全村共设30处迎灯点，始于华
美大宗祠终于水尾大坝。

夜色趁着热闹覆盖了村庄，月儿
悄悄地挂上了虎脚山头，黄澄澄的，
清亮的月光与暖暖的火光一起映在
我的额头上，我就在这温暖的火光
中，一步步走进这场奇特的民俗。

夜空被礼花点燃了，也点燃了
人们的激情，队伍随山路蜿蜒前
进。这时，拍胸舞的汉子们上来了，
他们头戴草圈，在寒夜中赤裸着上
身，他们以有节奏的蹲裆步并配以
奔放自如却又怡然自得地顿足、扭

腰，边歌边舞边一路前进，“啪、啪、
啪……”他们拍出了火辣辣的激情，
拍热了料峭的春寒，更是把一村人
的心拍得热乎乎的。

薯叔背上的大花鼓也敲起来
了，咚咚隆咚锵咚锵咚锵，夜游的人
们的脚步也跟着一起律动，长长的
火龙在古厝的屋檐下游走，檐廊上
雕着的花鸟虫兽被火光映得清晰而
生动，更生动的是屋檐下那些老太
婆，她们脸上清一色的虔诚在火光
中看来尤为动人。其次你还会注意
到那些骑在爸爸肩膀上的小孩子，
手里拿着转不停的风车，好奇地打
量着桌上的每一件物事，爸爸则紧
紧地握着贴在胸前的两只小脚！

这样走着走着，有时队伍就慢
慢落成两截，领头人就会吼几嗓子，
后面的人便拼命地往前赶，此时火
龙的尾巴便会如真龙一样腾挪闪
转，甩来甩去！

记忆中有一次竟起了大雾，但
我们还是出发了，到达村北山上的
人家时，雾越发地重起来，简直是铺
天盖地了，孩子们紧紧地擎着手中
的火把，小心地保护着它，以防一阵
风把它吹灭了。大家前后相连，互
相照应，遇到泥水潭，彼此提醒，碰
到乱石堆，便会有几根火把守在此
地照明，一直等到队伍全部走完他
们才赶上来。天越来越黑，雾越来
越重，手中的火把却似乎越来越亮，
这时每个人都会把手中的火把擎得
紧紧地，像是要去完成一个庄严的

任务似的，爬山过坎，在所不辞。突
然拐角处的风把我手中的火把吹灭
了，正在惊慌之际，挑着煤油的矮个
子伯伯赶了上来，他抬起油桶，倾下
身子为我的竹筒加了油，便有四五
个同行人把手中的火把伸过来，在
空中“挤”出一个“火把围”，“哧”的
一声，我的火把又亮了，一瞬间天地
开阔了，我的心也“哧”的一声被点
亮了，明朗了，温暖了。

爬到御寨岭的时候，雾散了，坐
在石阶上可以欣赏远处的火花在空
中迸裂的样子，也能看见蜿蜒的火
龙沿着山岭“燃”到天上的奇景。

夜已很晚了，守夜的钟声都敲
响了，我们的头发上也结满了水珠，
小手冷冰冰的，鞋子上也沾满了泥
巴，但没有一个人喊累，也没有一个
人提前回去，大家都用手呵着热气，
互相鼓着劲，紧紧擎好手中残余的
火把，把喜庆与祝福洒满全村的每
一个角落。

所有的烟花也在这时一齐鸣
放，它们在黑夜的绸幕中以优美的
弧线窜上夜空，瞬间绽放，清丽如被
洗涤；有的如千万棵树上绽放的花
千红，璀璨如被熔化的旭日，一时
间，百十道火线，千百场爆响，万千
点火星，接连不断此起彼伏，看到此
情此景，你的心中一定会冒出一句
诗：火树银花不夜天！

夜真的深了，此时山影朦胧，人
影憧憧，静谧的溪面映着火把盏盏，
一切似幻似真，好一幅月下迎灯图。

春风来了，爱意浓浓，情感深
深，那是母亲抚摸孩子时的殷切呼
唤，充满希望，洋溢温馨，寄托祝福，
倾泻温暖。

高高挂起的一盏盏红灯笼，装
饰着你善睐的双眸，渲染着节日的
热闹景象，点亮了祖国大地的辉煌，
大街小巷、绿地公园、市民广场……
到处一片繁华，诠释着元宵节团圆
祥和、幸福美满的主题。

置身红灯笼的海洋，我遥想远
古社会里人们在黑暗中对光的渴望、
对光的崇敬、对光的追求，春天到来
了，怎能让生活的世界漆黑一片，选
择一个美好的日子喜迎春光无限未
来可期，找柴草吧，将火点亮吧，熊熊

燃烧的火光像汹涌澎湃的海浪一样，
激荡着沉寂已久的心灵，借着红艳艳
火焰，人们看见彼此迎春庆元宵时的
灿烂笑容。要是你也有点火，我也有
点火，将火包在纸团里，使火焰长时
间保存，那该是多美妙的一件事啊！
俗语有云：“纸是包不住火的。”渴望
光明的人们却用自己的智慧创造出
纸包住了火——灯笼出现了。有了
灯笼，生活便有了诗意。即使是神
仙，也想拥有灯笼，郭沫若《天上的街
市》所描绘的：“你看，那浅浅的天河，
定然是不甚宽广。那隔着河的牛郎
织女，定能够骑着牛儿来往。我想他
们此刻，定然在天街闲游。不信，请
看那朵流星，是他们提着灯笼在走。”
岁月河流里有了灯笼的相伴相随，人
生路上不会有寂寞！

徜徉公园，漫步桥边，行走街道，
逗留村庄……一串串红灯笼，在树
梢、在河畔、在湖边……随风摇曳，姿
态万千，圆圆的盈盈笑脸，绯红生辉，
熠熠放亮，那是胭脂画出的赤绛，粉
扑扑、润酥酥，仿佛天上仙女，从苍穹
之中盘旋而下，暂时歇息于繁枝绿叶
间，绿叶总把红灯来衬托。夜幕下，
风情万种，婀娜多姿，千姿百媚。

草坪家族是公园里不可或缺的

主人，从经典诗集里走来，“春风吹
又生”“芳草碧连天”“吹绿东风又一
年”，这些使者们，先知先觉，笑意浓
浓地携家带口，看花灯来了，抬头而
望，灯杆高高撑起造型各异的灯笼，
宫灯雍容华贵，纱灯精致柔美，吊灯
工艺精湛，灯表上人物花鸟栩栩如
生，山川河流色泽鲜亮。来来往往
的人群中，都是生活在祖国大地上
的寻常百姓，他们和遍布大地每一
个角落的草儿们一样，欢呼雀跃，迎
接新的起点，祝福新的愿景。

水是大地的血液，潺潺流淌的
岁月，成溪，成湖，成河，成海。今
夜，就让红红灯盏偎依在你身旁，为
你点燃夜的宁静，绽放吉祥之光。
江南的春季，暖暖的元宵灯照映着
粼粼的波光。这波光是人们的拼搏
之光，是人们敢拼敢赢的灵魂之光，
是人们开拓进取的时代之光。

在红红灯盏照耀下的波光中，
演绎了多少历史的发展；在红红灯
盏照耀下的波光中，演绎了多少文
明的进步；在红红灯盏照耀下的波
光中，演绎了多少今天的繁荣兴旺。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高高
挂起红灯笼，点亮希望与梦想之光。

红灯笼，挂起来，高高挂起来！

红灯笼，挂起来
曾剑青

元宵节不吃上一碗元宵，总觉
得年还没过完。

元宵节吃元宵似乎是大部分地
区的习俗，但也不是所有的地方都吃
元宵。北方有吃饺子的习惯，河南人
有“十五扁，十六圆”的习俗，所以正
月十五会吃饺子。长江以北地区民
间流传有“上灯元宵，落灯面，吃了以
后望明年”的民谚，所以正月十五会
吃面，所谓“上灯圆子落灯面”落灯
时，吃面条寓意喜庆绵绵不断。

元宵有的地方称汤圆，有的地
方称元宵。二者的做法有一定区
别，汤圆是把馅料包在糯米面皮里，
元宵做法则较为复杂，需把馅料沾
水放在盛有糯米粉的笸箩里滚，边
洒水边滚动，反复多次，直到馅料滚
满糯米粉成圆球状。

元宵节要吃元宵，最早可在唐
朝郑望之的《膳夫录》中见到：“汴中
节食，上元油锤。”只是油锤不是用
水煮的，而是用油炸的，类似于闽南
的炸枣。到南宋，就有所谓“乳糖圆
子”出现，这应该就是汤圆的前身
了。南宋周必大《元宵煮浮圆子》诗
中写到：“星灿乌云里，珠浮浊水
中。”，这个“珠”就是汤圆。到了明
朝，人们开始以“元宵”来称呼这种
糯米团子。

元宵都做成甜的，咸的好像很
少见到，但袁枚在《随园食单》里曾
记录一种“水粉汤圆”的做法，“中用
松仁，核桃，猪油，糖作馅，或嫩肉去
筋丝捶烂，加葱末，秋油作馅亦可”，
如此馅料不知味道如何，有机会可
尝试之。

而甜的元宵都以花生，黑芝麻，
白糖为馅最为常见。花生碾成细小
颗粒状，不能图省事放进料理机搅
成粉末状。颗粒状的花生吃起来有
嚼头，更香。记得童年时大人将炒
熟的花生放到大的平底笸箩里晾
凉，然后让家里的小孩用一个洗干
净的啤酒瓶来回用力滚动把花生压
碎。这是件美差，因为可以边干活
边“偷吃”，炒香的花生带点温度吃
到口里最为香甜。

碾碎的花生与黑芝麻和白糖以
及爆香的红葱头油拌匀，元宵的馅
就成了。打铁匠出身的父亲用当时
的铁质水管自己制作了一个简易的
球形模具。把馅料装入模具，用锤
子一敲，把馅料压实后推出，一个圆
形的馅料就做好了。这个工序家里
的孩子也可以帮忙完成，而孩子在
干活的同时也总是趁大人们不注意
时偷塞一个到嘴巴里，花生拌着白
糖真是又香又甜。最后的“滚元宵”
工序则由大人完成。

正月十五的早饭就吃元宵了，
晚上游花灯之后再来一碗，这个年
就算圆满了！

龙是中华民族敬奉的图腾，是
吉祥如意的象征，由图腾崇拜意识，
后演变为祈求丰收、祈求平安的民
俗活动。城市年年花灯年年赏，似
乎少了那么一点点乡土味，当我把
目光投向家乡，那里依然保留着闽
南较为传统的编糊中国龙闹元宵活
动。舞龙闹元宵，别有一番乐趣。

达埔镇新溪村一只纸龙陪伴着
我们度过了多少个元宵佳节，现在
依然记忆深刻。新溪村是个多数姓
氏杂居的偏远小山村，村里面有好
几个姓氏，以姓黄为人数最多，其
他陈、郑、姚、林、蓝是少数姓氏。
黄姓人口共有分 6 个小生产队，每
队做头的负责糊六只纸龙，加龙头
龙尾，共 38节。每节纸龙是在专门
木板，用竹篾搭架定型起来的，然
后在糊上白纸，在最上面贴上红色
的龙纹剪纸，中间部位是用毛笔沾
着墨水在白色的纸上并排式画个半
圆，当作龙纹，最后在前后两端写
上“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国泰民
安”等祈福的成语。

最复杂的是龙头、龙尾，要经过
好几道手工艺，首先要竹编定型，然
后糊上色纸，贴上花边，画上龙的身
纹。龙头的眼睛最早是用手电筒，
现在改为装上LED灯。村里的人们
也喜欢用这种方式来闹元宵，都说
自己亲手制作的龙更为接地气，更
有闹元宵的味道！

一到元宵节晚上，每个生产小
队的人负责把自己编糊的纸龙统一
扛到一个比较宽敞的地方汇合，拼
接成一只 38节的纸龙，同时还在每
一节里边点上蜡烛，夜里整条龙显
得更加活灵活现，舞龙的村民也是
个个兴高采烈、喜气洋洋，演绎着龙
腾盛世。

元宵节的爆竹声此起彼伏，春
节的喜庆延续到今天，算是另一个
高潮！元宵节是村里菩萨巡境的日
子，也是一年中最为热闹的佛生
日。舞龙活动当属是重头戏。一旦
巡境开始村民就开始忙碌起来，每
队做头的要安排每家每户出人去帮

忙，有的要举龙节，有的负责扛菩萨
……在村里面的会源洞做敬完菩
萨，神龙就首先出宫，先上半山，到
仙亭，再下山到尾桥，到田中祖宇，
到中洋，最后才入宫。圈龙是舞龙
过程中比较有挑战性的过程，既考
验举龙头的，又要讲究拔龙尾的，甩
龙珠的技术十分关键，起到引龙作
用，关系着神龙能不能蜷得好。散
龙也十分有学问，弄得不好，会压到
其他龙节，由于龙节是用白纸涂的，
里面点蜡烛，弄得不好，会碰倒蜡
烛，火烧龙节。因而舞龙整个过程
环环相扣，相互配合很重要。

当夜幕降临时，在锣鼓的喧天
声中，在烟花爆竹的嘭啪声中，在大
人孩子的喧笑声中，神龙缓缓起舞
了……神龙所到之处，人们都蜂拥
相迎，到处是烟花所闪过的美丽，那
些腾空而起的烟花把夜空装扮得五
彩缤纷；到处是鞭炮的噼啪声、锣鼓
的喧天声、人们的欢笑声；鼻中所嗅
到都是“硝烟”味，空气中到处传递
着人们的幸福、兴奋、开心……

中原、闽越、海外，三种文化精华，泉州
地区融合，民间艺术成熟，形式丰富多彩，
地方特色浓郁，舞龙和舞狮，本地老百姓，
都喜闻乐见，早在宋元时，就已经有记载。

舞龙

哟，龙头和龙身，造型颇形象，掌柄擎托着
——双角如鹿耸，两眼如虾凸，鼻子似狗翘，嘴
巴像牛伸，口角垂长须，鬃毛似狮披，硕大而威
严。竹篾扎圆筒，空心十余节，相连成龙骨；红
布绘龙鳞，覆盖成龙身……

“家家灯火闹春宵，龙尾龙头接几条；看到
如云天路近，比邻仍听风吹筲。”舞龙在泉州，
方言叫“弄龙”，春节和元宵及盛会庆典，可大
显身手？

舞龙队三种：男、女和儿童。龙形象各异，
或者是“布龙”，这个最常见；每节点蜡烛，也就
称“龙灯”，或者是“火龙”；点燃炷香的，名叫“香
火龙”；木板凳连缀，名叫“板凳龙”；稻草捆扎
成，相应叫“草龙”……

表演者同心一意，身手矫捷，配合默契，龙
头随珠而舞，龙身节节相随。锣鼓、音乐压阵，
快慢强弱操控，昂首挺胸活跃，不停蜿蜒游走，
演绎套路组合：或者“青龙出海”，或者“腾云驾
雾”，或者“龙游鲤城”，或者“龙腾龙门”，或者

“龙盘礁石”……

文狮

舞狮在城乡，或迎神赛会，或喜庆盛典，时
常可看见。可以分为两种：武狮和文狮。前者
颇独特，古往今来兴，又叫作“刣狮”，或者是“斗
狮”。新中国成立，文狮才发展。

锣鼓响彻云霄，铙钹铿铿锵锵，两头“狮子”
活跃，披挂带红边黄布，背镶绿色条纹布。各有
两人搭配，全身覆盖狮被，下穿宽松狮裤，以及
金爪蹄靴，一人撑狮头，一人顶狮尾，合二为一，
密不可分，以舞蹈为主，兼糅合杂技：狮头舞动，
狮身翻腾，铃铛响起，威风凛凛。

嚯，出洞、伸腰、挠痒、舔身、抖毛、挖耳、舐
足、咬尾、打滚、跳跃、跌扑、直立、腾翻、滚绣球、
蹿桌子……忽高忽低，忽进忽退，眼睛忽闪忽
闪，嘴巴能开能合，伴随鼓点轻重疾徐、抑扬顿
挫，忽而翘首仰视，忽而扭头低顾，忽而转身匍
匐，忽而摇头摆尾，表演应节合拍。

一人扮武师，戴大头面具，握旋转绣球，上
下左右逗。嗬，既单狮戏跃，惟妙惟肖，饶有情
趣，又双狮抢球，龙腾虎跃，你争我夺……民间
音乐什音，恰到好处伴奏。

刣狮

泉州武狮奇，“刣狮”独具特色。“刣狮”即杀
狮，在闽南话中，“刣”是“杀”无疑。南少林武
术、杂技和舞蹈，均熔于一炉。噢，两人扮一头，
都套上“狮衣”，狮威武雄壮，头、尾、眼善动；其
他一些人，则扮演武师，穿对襟汉装，窄袖、扎裤
脚，腰际束丝带。

刀枪剑戟等，都是真家伙，持握做准备，阵
马风樯围，轮番上前斗，实施车轮战；绕阵变队
形，再一拥而上，“大打出手”。“狮子”则时而小
心翼翼，东奔西蹿；时而来回打滚，养精蓄锐；时
而腾空而起，东张西望；时而扭动腰身，鼓吻奋
爪……锣鼓、鞭炮声中，动作变化多端，甚至包
括特技。嘿，刀光剑影，来势汹汹；吼声阵阵，作
困兽斗。风驰雨骤，尘土飞扬，攻心扼吭，击搏
挽裂，险象环生，惊心动魄！

清人《西山杂志》，记述“刣狮”根由：满人
入占泉州，防范反清复明，禁止民间练武。在
乾隆年间，泉州少林寺，第三次焚毁。寺僧迫
不得已，山村匿迹隐形，改头换面掩护，借助娱
乐形式，巧妙传授功夫，教习舞刀弄枪，逐渐演
化定型。

舞龙·舞狮
李立仁

十五元宵“圆”
黄颖

家乡的迎灯节 洪桂珠

舞龙闹元宵 黄仲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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