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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宵 到 ，花 灯 俏 。近 期 ，省 内 各 地
纷 纷 推 出 赏 花 灯 、猜 灯 谜 、踩 高 跷 、爬
刀 梯 等 民 俗 活 动 ，让 群 众 近 距 离 体 验
有“ 文 化 味 ”的 传 统 佳 节 ，也 在 丰 富 多
彩的节庆活动中寄寓了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

元 宵 节 又 称 为 上 元 节 、元 夕 或 灯
节。它之所以历经千年而不衰，精髓就
在一个“闹”字。无论是“鱼龙曼衍六街
呈”的游人之闹、“一曲笙歌春似海”的
歌舞之闹，还是“千门开锁万灯明”的花
灯 之 闹 、“ 东 风 夜 放 花 千 树 ”的 烟 火 之
闹，无不展现了庆祝活动的精彩场面，
而且具有“狂欢”性质。

“ 闹 ”元 宵 ，尽 管 各 地 方 式 不 尽 相
同，但节日所承载的情感、价值观和文
化认同却息息相通。可以说，元宵节以
其 文 化 传 统 凝 聚 了 情 感 认 同 ，在 人 与

人 之 间 、时 代 与 时 代 之 间 搭 建 起 了 一
座联系彼此和互相沟通的桥梁。当然，
随 着 时 代 变 化 ，传 统 节 日 也 需 要 创 新
表 达 ，才 能 继 续 在 当 下 焕 发 出 蓬 勃 生
命力。

传 统 节 日 创 新 表 达 ，既 要 延 续 传
统，也要转化活化，在拥抱潮流中寻找
正确的“打开方式”。如今，不少人感叹
传统节日的味道变淡了。不可否认，现
实 中 确 实 有 此 迹 象 ，主 要 原 因 在 于 对
节 日 习 俗 与 仪 式 往 往 倾 向 于 删 繁 就
简。近年来，不少地方致力于提升群众
参 与 度 ，比 如 举 办 庙 会 、游 园 会 ，组 织
做花灯、搓汤圆，表演打铁花、跳傩舞，
并 在 这 个 过 程 中 讲 述 元 宵 节 的 来 历 、
民俗活动背后凝聚着什么样的文化内
涵 和 精 神 价 值 等 等 ，有 关 节 日 的 传 统
文 化 也 在 潜 移 默 化 中 得 以 传 承 弘 扬 。

另 外 ，节 庆 文 化 也 要 随 着 文 明 发 展 和
社 会 转 型 而 变 ，依 托 互 联 网 和 数 字 技
术等，创新更多适应当下的传播形式。
泉州的踩街、莆田的非遗表演、福州的
塔 骨 神 将 广 受 欢 迎 ，就 是 运 用 传 统 艺
术 技 艺 与 现 代 技 术 深 度 融 合 ，将“ 老 ”
习 俗 过 出 新 味 道 ，在 与 时 俱 进 中 散 发
持久的文化魅力。

传统节日创新表达，还要意识到节
庆活动是提振消费的重要载体，准确把
握并满足不同消费群体的消费需求。俗
话说：“除夕的火，元宵的灯。”“没过十
五都是年。”元宵节是过年的高潮，是春
节的尾声消费，也是年货经济的重要组
成部分。眼下，随着生活水平不断提升，
广大群众消费需求也在发生改变，不仅
注重物质层面的充盈，也十分注重精神
层面的满足，既热衷于追逐国货潮品、

新能源汽车等高品质“硬货”，也增加了
非遗观演、旅游度假等悦己消费。各地
应善于捕捉消费需求，深入研究消费者
年节期间的消费动机，引导相关行业有
意识地推出更具品质化的产品与服务，
同时根据消费群体年轻化的特点开发
社交属性和轻互动玩法，塑造新奇、个
性化、多元化的消费模式，让旅游资源
禀赋、传统民俗文化等衍生出繁荣发展
的 年 节 经 济 ，进 一 步 推 动 消 费 需 求 稳
步释放。

非 新 无 以 为 进 ，非 旧 无 以 为 守 。
“ 闹 ”元 宵 ，在 守 正 创 新 中 闹 出 了 更 多
新颖的、更富创意的“打开方式”，而沿
袭 千 年 的 习 俗 魅 力 不 减 ，承 载 着 人 们
对 美 好 生 活 的 向 往 始 终 不 变 。期 盼 节
庆活动在延续传统的同时滚大消费雪
球，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新动能。

传统节日需要更多创新表达
□潘抒捷

当绿皮火车穿过四季的风
轰轰隆隆抵达岁末终点站
我细数一路的风景
驻足聆听新年的钟声
似驱逐年兽的爆竹
在广阔大地悠长地回荡

在震天动地的喧响中
我仍能听出
深谷里最坚韧的那一滴水
在磐石上滴沥而下的声音
仿佛是在拨动时间的琴弦
和昨日相像
但又不同以往
是一滴心事被时光
反复地研磨
朗润地裹藏

大声音和小声音在我身体里汇集
向着四周滋蔓
我喃喃自语——
这不就是我写下的诗行
写下岁月的丰饶和倔强
以及虬蟠错杂的岁月罅隙

蔓延而出的灼灼光芒

冬之歌

裁一段千古吟诵的潮音
行吟在洛阳江畔
薄雾缭绕在白鹭鸶
掠过波心的扑翅声中

当曙色弹响冬的琴弦
47个桥柱回旋着南迁的鼓点
群峰奔腾
挣脱夜的晦暗

沁凉晨风缓缓吹皱时间的渊面
高高低低的水草撑着长篙
在小寒时节写下清冽的诗行

折一支芦苇
细嗅它若有若无的馨香
不远处的田野上
一垛垛薯藤
正散发着沁入肺腑的芬芳

拨动时间的琴弦
（外一首）

□林秋蓉

小时候特别期待过年。且不说
新衣、美食和压岁钱，单单好玩的，
就有不少。

拔麦芽糖。小伙伴们来到街上
的 麦 芽 糖 摊 前 ，拿 起 一 根 麦 芽 糖
来 ，两 人 各 自 用 食 指 和 拇 指 ，分 别
捏住麦芽糖的一端，然后朝着相反
的 方 向 拔 ，将 麦 芽 糖 拔 断 ，比 一 比
各自手中的部分，谁的长就是谁获
胜。输的人付钱，赢的人白吃。拔的
时 候 ，力 道 的 拿 捏 颇 为 讲 究 ，用 力
太 小 不 行 ，过 猛 也 不 行 ，恰 到 好 处
才能获胜。不过不要紧，赢了高兴，
输了也不难过，因为一起拔的通常
是朋友。

赌甘蔗。过年时，供销社大门旁
边 的 墙 上 ，总 会 靠 着 一 捆 捆 甘 蔗 ，
有位老人每年都会在此帮女儿卖甘
蔗 。这 里 常 常 会 围 着 一 群 人 赌 甘
蔗 。一 个 人 拿 一 根 甘 蔗 ，砍 去 尾 巴
软 软 的 部 分 ，斜 靠 在 墙 上 ，约 定 好
误 差 范 围 ，等 待 人 们 来 挑 战 。挑 战
者站在一定的距离以外，目测甘蔗
的 长 度 ，看 准 了 之 后 ，过 去 用 指 甲
在甘蔗上做个记号，然后沿着记号
将 整 根 甘 蔗 截 成 两 段 ，来 定 输 赢 。
如果两段的长短在误差范围内，挑
战 者 获 胜 ，就 可 以 赢 得 这 根 甘 蔗 。
这个游戏比较有吸引力，围观的人
不少。

当然，最有趣的，我觉得还是放
洋灯。

那时候，村里的秋生叔是做洋
灯的好手 。几 个 小 伙 子 一 合 计 ，就
去 请 秋 生 叔 来 做 洋 灯 。得 到 首 肯
后 ，他 们 就 去 供 销 社 买 来 几 张 白
纸 、一 沓 草 纸 、一 根 细 铁 线 、一 罐
糨糊和一斤洋油，然后拿到仕强家
里 去 做 。秋 生 叔 先 把 白 纸 裁 好 ，再
指 导 小 伙 子 们 把 白 纸 粘 成 四 面 都
近 似 菱 形 的 洋 灯 。紧 接 着 ，他 把 细
铁线弯成上小下大的漏斗，下面固
定在洋灯底座上，上面用来放置油
丸 。这 时 候 ，小 孩 子 帮 忙 把 草 纸 一
张一张揉成皱皱的，吸附洋油后做
燃料。

几个人抬着洋灯，来到空旷的
地 方 放 。两 个 人 站 在 稍 高 处 ，一 人
捏着洋灯的两个角，让洋灯悬在那
里 ，再 由 一 人 蹲 在 下 面 点 火 。火 点
起 来 后 ，洋 灯 渐 渐 胀 得 鼓 鼓 的 ，这
时候站在上面的捏角者就可以放手

了 ，只 由 一 个 人 双 手 托 住 洋 灯 ，慢
慢 站 起 来 。洋 灯 里 的 空 气 受 热 膨
胀 ，密 度 变 小 气 压 降 低 ，整 个 洋 灯
逐 渐 变 轻 。洋 灯 不 断 变 轻 ，向 上 的
拉力逐渐变大，托举洋灯的人感受
到有一股力量正要从他的手中将洋
灯 夺 走 ，便 激 动 地 叫 道 ：“ 开 始 夺
了！”然后顺水推舟往上轻轻一送，
洋 灯 便 离 开 他 的 手 ，冉 冉 上 升 。此
时大家禁不住发出一阵阵欢呼声，
笑容绽放在每个人的脸上。

大家目送着洋灯不断往上升，
且随风往远处飘，直至淡出视野才
肯休息一下发酸的眼睛。然后继续
举 目 ，寻 找 洋 灯 的 踪 迹 。有 时 候 洋
灯随风飘远了，消失之后就再也寻
不 见 了 ；有 时 候 无 风 ，洋 灯 只 是 往
上升，升到一定高度肉眼就看不见
了 ，但 当 洋 灯 里 的 火 熄 灭 之 后 ，洋
灯 就 开 始 下 降 ，降 至 一 定 高 度 ，又
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孩子们就追
着 洋 灯 跑 ，准 备 迎 接 它 的 降 临 。有
时候能够轻轻接住洋灯，洋灯破损
不大，稍加修补，便可以重新放飞，
但多数时候经历了一趟空中之旅，
洋灯已经圆满完成使命，彻底告别
天空舞台。

放洋灯需防森林火灾，雨后放
最佳。所以，为了看洋灯，倒希望春
节期间能下点雨。

放 洋 灯
□江良热

“元夕传柑宴，春游满路灯。太平驰
宝钥，多稼验丰登。”“簇簇绛云红，星球
滚 数 重 。涌 来 人 似 海 ，游 出 火 中 龙 。”
1685 年，清康熙朝大田知县叶振甲写下

《咏元宵绝句》诗，歌咏当地元宵节夜晚
迎板灯龙盛况。

板灯龙也称作板凳龙，即人们在木
板上扎制灯盏。每户抬出一节板凳，组
成灯的长龙，热热闹闹祈福。2008 年，大
田板灯龙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

民间迎板灯龙习俗源自唐朝。《大
田县志》记载：“御史中丞范元超为避黄
巢之乱客居杭州，又来寓建州，其子范
子 高 典 务 尤 溪 县 ，在 丰 城 乡 小 田 里 定
居。”一千多年前的尤溪县小田里，就是
现在大田县城郊的玉田村。

玉田村的范家祖先为躲避战乱，从
中原辗转来到小田村后，建房舍定居了
下来。有了安身之所，他们欢欣地舞起
板凳，延续着从故乡高平郡带来的龙文
化。因为有功于朝廷，皇帝赐范姓先祖
迎板灯龙时每节可点三盏灯，其他地方
只许点两盏灯。迎板灯龙的习俗随即传
播到县内各地，成为春节里全县性保留
的文化活动。

板灯龙的由来，起初是作为祭祖或
祈雨的一种仪式。据说在很早以前，河
里有条龙跃不过河岸，便兴风作浪，致
使村民颗粒无收。后来，村里有个经常
在河边玩耍的小女孩得知龙的心愿，便
和家人一起把龙放在新做的板凳上，帮
其越过了河。从此，大田风调雨顺。村民
们为了纪念板凳上的龙，就用稻草编成
龙状捆在板凳上，舞起板凳龙祈求来年
风调雨顺。

板灯龙制作精巧，集绘画、书法、雕

刻等艺术与扎、制、编、糊工艺于一体，
融体育、舞蹈为一炉，韵味无穷，深受人
们喜爱。

龙 头 、龙 尾 由 村 里 的 宗 亲 理 事 会
制 作 ，每 年 翻 新 一 次 ，用 竹 篾 扎 出 支
架 ，再 把 五 颜 六 色 的 油 纸 剪 成 鳞 片 裱
上 ，里 面 点 上 蜡 烛 ，防 风 、防 雨 且 透
亮 。胡 须 是 用 五 色 纸 剪 裁 好 粘 贴 上 去
的 ，大 龙 珠 多 用 会 发 光 的 灯 泡 。糊 好
后 的 龙 头 高 过 成 年 男 子 的 头 顶 ，分 量

沉 重 ，气 势 威 猛 ，灯 板 底 下 再 套 上 齐
肩 高 的 木 棍 ，得 几 个 人 一 起 抬 着 移
动 。龙 尾 的 灯 板 较 长 ，尾 鳍 和 龙 鳞 一
应 俱 全 。中 间 的 龙 段 村 民 们 自 制 ，工
艺 相 对 简 洁 ，在 长 板 条 上 安 装 几 盏 开
口 方 形 灯 ，四 周 糊 彩 纸 ，上 书“添 丁 进
财 ”“ 五 谷 丰 登 ”“ 四 季 平 安 ”等 吉 祥
语 。精 致 的 人 家 将 龙 段 扎 成 一 波 三 折
的 柱 状 体 ，贴 上 剪 纸 图 画 ，插 些 桃 枝
或绢花。

三声响铳、三声擂鼓，板灯龙从祖
祠 出 发 ，后 面 紧 跟 着 锣 鼓 队、鼓 号 队、
彩旗队、彩灯牌坊。百米长龙在德高望
重 者 手 执 龙 珠 的 引 导 下 ，做 腾 、伏 、
挪 、摇 等 动 作 ，穿 行 在 乡 间 。所 到 之
处，唢呐和锣鼓声不绝于耳。迎祥纳福
要 留 龙 的 人 家 ，事 先 在 厅 堂 祈 桌 上 摆
好供品，龙入厅堂拜过房子后，主人要
请“ 龙 头 酒 ”，并 给 扛 龙 头 的 人 敬 茶 、
分红包。

长 长 的 巨 龙 此 起 彼 伏 ，一 会 儿 作
“巨龙漫游”，一会儿作“龙头钻阵”，一
会儿又作“穿花打旋”……当几条龙迎
至开阔处相聚，“穿龙”“跑龙”，上千节
龙板疾走穿行，盘旋翻腾，再配以锣鼓
唢呐，大有翻江倒海之势，把迎龙活动
推向高潮。

迎龙持续到深夜，结束后再回到祖
祠。在这个过程中，灯盏烧毁了会被视
作喜事，灯谐音“丁”，“出丁”预示可得
贵子。观看迎龙的人们则抢拔龙须，民
间信奉把拔来的龙须烧给家猪吃，会养
得更大。

板 灯 龙 充 满 能 量 ，迎 龙 时 参 与
者 张 扬 个 性 ，龙 的 团 队 精 神 得 到 发
扬 光 大 。人 们 的 观 念 也 从 过 去 单 纯
为 个 人 家 族 祈 福 ，升 华 为 对 国 富 民
强 的 祝 福 。

历史上的大田，河流通航困难，范
家祖先引来的龙契合了当时的生活经
历，用板凳这种简单又简便的方式，记
录了艰辛的记忆和中原博大久远的文
化。夜幕中，一条金光闪闪的灯龙顺着
山脊蜿蜒，在田野里盘旋，舞出一路欢
声笑语，舞出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
龙图腾崇拜也从江河跑到丘陵，从端午
走进元宵。

迎 龙 灯
□林生钟

莆田从正月初三到二月初二，村村
闹元宵、天天有节目、家家齐上阵，爬刀
梯、跳傩火、摆棕轿、打铁花，十里不同
风，一村一习俗。在这些习俗中，我尤爱
摆棕轿。

棕 轿 有 七 顶 ，分 别 是“ 尊 主 明 王 ”
“ 雷 身 元 帅 ”“ 吕 祖 先 师 ”“ 司 马 圣 侯 ”
“风将军”“火将军”“桃花六娘”，棕轿
顶上系着五色纸、松枝。抬棕轿的是壮
年男丁，称“棕轿戈”。当年有新生男孩
的家庭，“棕轿戈”分到他们家用餐，给
这 些 家 庭 增 添 喜 庆 。好 客 的 村 民 们 则
会邀请亲朋好友过来，看热闹，并办酒
席招待客人。

小时候，农历正月初十、十一，外婆
家 闹 元 宵 摆 棕 轿 ，我 们 一 家 子 会 去 做
客。这是整个村庄的“狂欢节”，也是一
场宏大的篝火盛会。

“砰、砰、砰”，三门铳三声巨响，我们
小孩赶紧捂住耳朵。“起马”了，元宵正式
拉开帷幕。七顶棕轿，每四个人抬一顶，
从“队处”（村里闹元宵起落点）飞也似的
跑向“头接”家。“头接”就是全村一百多
户人家中，闹元宵的队伍第一户落脚的
地方。据说，先到“头接”家的“棕轿戈”新
年会发财，刚结婚的则会生贵子。

整个闹元宵的队伍浩浩荡荡，逶迤
数百米。村里各角落代表轮流举“头旗”
开道，到了哪个角落就由哪个角落的代
表举“头旗”。这位角落代表熟悉自己角
落的路线，引导闹元宵的队伍挨家挨户
闹元宵。乡老端着社炉，神情严肃，房长
端着剑炉紧跟。各家各户还会派人举一
面旗尾随后面，百来面旗帜宛如一条长
龙，游走在乡间小道。我常常高高举起
外婆家的旗子，与闹元宵的队伍以及看
热闹的人儿一起狂欢。

每家每户主人都早早地恭候在自
家大门外，迎接闹元宵的队伍，虔诚地
接过香炉，摆到厅堂香案上。案上摆满
各色供品。法师开始做道场，他摇着铃
铛 ，敲 着 木 鱼 ，口 中 念 着“ 财 丁 齐 发 ”

“五谷丰登”“平安顺意”等诸如此类的
祈祷语。

年青的“棕轿戈”转动着棕轿，绕着
熊熊燃烧的红薯藤，欢快奔跑。我会参
与助威加油，时而敲锣打鼓，锣声、鼓声

“咚 咚 咚 ”震 天 响 ，时 而 一 手 持 一 个 铁
镲，互相上下碰击，“嚓——嚓——”震
耳欲聋。随着鼓点越来越急，两个“棕轿
戈”同时抬起轿子，一前一后跃过高高
燃起的火苗，后面的“棕轿戈”紧随其后
越过火堆，人群中顿起阵阵欢呼声。好
客的主人会端茶分糖招待客人。

随着道场完成，闹元宵的队伍就会
在“头旗”的引领下来到另一家闹元宵。
狂 欢 节 持 续 两 天 。最 后 在“下 马 ”中 结
束。“下马”的时候，“棕轿戈”从“尾接”
竞跑到“队处”，争得全年好兆头。所谓

“尾接”，就是闹元宵的最后一家。来年
闹元宵的时候，这一家就是“头接”。

参加工作之后，我每年都得很早外
出 工 作 ，再 也 没 有 参 加 过 这 种 元 宵 活
动。儿时元宵，留给我的是甜甜的回忆。

摆 棕 轿
□林国飞

主
题
主
题
··

元
夕
元
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