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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传媒记者元 萌

在台州很多地方，正月十四过元
宵，这似乎注定了台州人的元宵节是
与众不同的。亲手制灯、放橘灯、食糟
羹、食山粉糊……那些陪伴无数台州
人长大的元宵习俗，总能唤醒一段段
温馨回忆。

玩在元宵

台州人关于元宵节的珍贵回忆，
大多藏在一盏亲手制作的灯中。童年
玩过的那盏灯，或许已经丢弃，或受岁
月蒙尘，但只要想起，就会心头一热。

这几天，临海紫阳街上的黄小姐
杂货铺，引来不少顾客，大家都是前来
购买纯手工制作的毛兔灯的。这种以
竹篾为骨架，通体圆滚雪白，灯身下有
四个滚轮，用手一拉就能满地跑的毛
兔灯，路过的小孩子一看就走不动了。

这种元宵节才有的“玩具”，也勾
起了 80后临海人小贝的童年回忆。
在她小时候，没有现成的毛兔灯卖，
只能缠着家里的长辈亲手做。

兔灯的制作，是一门手艺。用打
磨好的毛竹条搭起兔灯的骨架，竹篾
弯得弧度越大，兔身就
越圆润好看。木
轮子用砂皮打
磨光滑做兔
脚，磨得越
光，兔子也
就跑得越
快。再用纸
糊上兔头、
兔尾巴，讲
究的人还会把
纸剪成一条条作
为兔子毛装饰上去，把
兔灯打扮得漂漂亮亮。

“在我们那个年代，毛兔灯几乎
是人手一只的玩具。到了元宵节，满
大街都是拉着毛兔灯的小朋友。在街
上碰到同学，我们还会比谁家的兔灯
胖，谁家的兔灯瘦，谁家的兔灯最好
看。”小贝回忆道，“用纸糊的部分，放
一年就坏掉了，但骨架还是完好的，
下一年拿出来糊上新纸，循环利用。”

现在的玩具花灯，基本上以电
灯珠作为光源，但以前靠的是蜡烛。

“我还清楚记得，有一年蜡烛没有放
好，毛兔灯拉出去没多久就烧了起
来，当场就成了一只焦黑的兔子。我
就一边哭，一边把烧焦的兔子拉回
家了。”小贝说。

时过境迁，当时拉着兔灯在前面
跑的那群孩子，都已经为人父母。如
今，他们看到街边卖的兔灯，好像还
能看到灯里一跳一跳的火焰，回味起
当年追逐奔跑的快乐。

而在黄岩，则有在元宵夜放橘灯
的习俗。夜幕尚未降临，永宁江岸边
就站满了一排排等着看橘灯的人。

黄岩人就地取材，将橘子的上端
剥开一小部分，取出橘肉，在橘子里
倒入一些灯油，放上一小根油带或灯
芯草，点上火橘灯就能发出光亮。手
艺更好的，会选用大个的橘子，用竹
篾将外皮撑紧，并在中间点上半支蜡
烛。蜡烛燃烧产生空气对流，橘灯漂
在水面会自动旋转，非常好看。

江面水波温柔，江上的橘灯流光
溢彩，江边的人虔诚祈福。始于宋代
的放橘灯习俗流传至今，已成为黄岩
当地人心中一段难以忘怀的记忆。

食在元宵

元宵佳节，同样离不开应景的美
食。同是台州人，食有南北之分，各地
吃法也不同，但绕不开糟羹、山粉糊、
汤圆这几样。

老家在三门的 95后小叶，长大
后在临海念书，男朋友则是温岭
人。“小时候，我以为台州人过元宵
都是吃糟羹、麦焦的，后来发现，同
样是在台州，各地元宵习俗却大不
相同。”她表示。

“三门人正月十四这天过元宵，
我们中午一般吃麦焦，它和食饼筒
有相似之处。”小叶说，“到了晚上，

家家户户就会制作羹。羹分甜咸
两种，甜羹里放核桃仁、莲

子、红枣、枸杞等，咸羹
里 放 青 菜 、腊 肉 、牡
蛎、目鱼干、冬笋、香
菇等，加入米粉或淀
粉浆，热气腾腾地煮
上一大锅，新年才算
真正过完。”

“后来我在临海念
高中，听同学介绍，临海

人家家户户必吃糟羹，这和
我的老家别无二致，但每家做出

来的口味肯定也不同。在我男友的家
乡温岭，元宵节吃的是山粉圆，是一
种类似于甜口汤圆的食物，是用番薯
粉做成的皮，包裹花生、芝麻、桂花、
红糖等。”小叶介绍道，“但他家不太
注重元宵节的仪式感，有时候直接煮
买来的速冻汤圆来代替。”

如今，传统的元宵小吃或许不再
适合年轻人的口味了，但很多老一辈
人还在坚守着传统。每年元宵，他们
会雷打不动地煮上一锅糟羹，做给节
后马上就要离开家乡的孩子，分给周
围一起生活了几十年的老邻居。

“我奶奶觉得，糟羹简直就是世界
上最美味的东西。她常说，糟羹最适合
她这种牙口不好的老人。之前我在家
过元宵时，她每次都会让我多吃点，在
外地就尝不到这样的手艺了。”小叶
说，“之后我在外地念大学，几乎每年
寒假都要提前回去，很少和家人一起
过元宵，也好几年没有吃到糟羹了。”

元宵过完，年就过完了。像小叶
这样的年轻人，漂泊在外时常会想起
家乡的味道，过年的味道。

那些年
我们一起过的元宵

临海85岁的罗华春，手工做兔灯。台传媒记者杨 辉摄

黄岩有放橘灯习俗。图片由采访对象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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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必然是元宵佳节最亮眼的
主角。巡游欢庆、纳福迎祥、合家团
圆，在台州人记忆中的元宵，总有那
么一盏盏灯熠熠生辉。

做灯、点灯、挂灯、舞灯……每
盏灯的背后，既有技艺传承，也有市
井佳话。点亮一盏元宵的灯，年才算
真正地过完了。

传承非遗之美

每逢元宵佳节，仙居各地都会
张灯结彩，热闹非凡。发源于仙居县
皤滩古镇的针刺无骨花灯，是璀璨
灯海中的一颗明珠。

仙居针刺无骨花灯，俗称“仙居
花灯”“唐灯”“神灯”等。民间的口耳

相传，更为仙居花灯增添了几分独
有的浪漫色彩。

相传唐代开元年间，皤滩有位
秀才，夜里在深山里迷了路，遇上仙
女以“神灯”领路。秀才归家后，循着
记忆中“神灯”的形态制作了一盏
灯，悬挂在自家门口。此灯造型小
巧，制作精美，灯身没有骨架，而是
由针刺成各种花纹的纸片粘贴而
成，这便是民间流传的仙居针刺无
骨花灯的原型。

仙女凭着门口悬挂的花灯，找
到了秀才的家。后来，仙女变作村
姑，与秀才结为夫妻，夜夜陪伴他诵
读诗文。大考之年，秀才得中状元，
当地人又将仙居花灯称作“状元
灯”，针刺无骨花灯寄托了状元及
第、考取功名的美好寓意，制作技艺
也流传至今。

59岁的方荷玉，是国家级非遗
项目仙居针刺无骨花灯的代表性传
承人。从小，她就与花灯结下了深厚
缘分，每到过年，村里的长辈就会忙
着做花灯，她会在一旁跟着学，慢慢
也摸出了一些门道。

方荷玉告诉记者，制作一只针
刺无骨花灯，需要制图打样、胶浆调
配、灯纸制作、烫纸、剪样、装订、凿
花、拷贝、针刺、竖灯、制作兰头、拼
接、装饰等十几道工序。

一只小而美的花灯，背后承载
着满满的匠心。

花灯制作过程中，针刺是最为
关键的一步。针刺得太密，纸片容易
破损，刺得太疏，图案与质地显现不
出来。一盏花灯要刺上数万甚至上
百万个针孔，稍有不慎，刺坏了一个
针孔，整张纸片必须废弃重来。针刺
的过程，既耗精力，又耗定力。光是
针刺环节，一盏小的花灯耗费十几
天，大的要花上一两个月。

仙居针刺无骨花灯与其他花灯
最大的区别，就是通体没有铁丝、木
条、竹片等骨架作支撑，全由纸片与
纸片折叠粘合而成，造型因此更加
灵动多变，灯光透过纸面，精致生动
的图案也活灵活现，跃然纸上。

在皤滩乡中心学校，藏着一个
针刺无骨花灯的艺术殿堂，这与方
荷玉的努力分不开。

早在 2008年，当时在学校任教
的她，牵头在校园里组建了花灯社
团，成立了花灯工作室，将针刺无骨
花灯艺术带进了校园。学校里的老
师看到精美的花灯，也投入到学习
花灯制作的队伍中。

看到这门传统手艺，能够被大
家喜爱并传承下去，方荷玉觉得，只
要有人愿意学，她就愿意教，付出再
多精力也值得。

今年正月十四，针刺无骨花灯
将在仙居县红旗广场的元宵灯会上
点亮，向世人展现非遗之美。

永不熄灭的灯塔

提到温岭的花灯，离不开石桥
头镇上王村久负盛名的王氏大花
灯。每逢元宵佳节，一盏盏精美绝伦
的王氏大花灯，便是点亮节日氛围
不可或缺的主角。

作为省级非遗项目的王氏大花
灯制作技艺，距今已有 300余年的
历史了。花灯分为龙、凤两盏，状若
宝塔，由灯脚、灯身、沿池、胡罗、蓝
荷五部分组成。塔身有七层，每一层
都饰有精美的人物花鸟图，灯顶还
饰有撑开的宝伞与葫芦状宝刹，看
上去蔚为壮观。

“我们村的大花灯，主要特点就
在于高大，每盏灯的高度在 13米到
15米左右，灯架直径可达3米左右，
每盏灯可达 1吨重。”王氏大花灯制
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王安平说，点
上一盏王氏大花灯，远远望去就像
一座永不熄灭的灯塔。

王安平还记得，五年前正月十
四那天，上王村举行了一场空前
绝后的花灯盛会。两盏高 20.18 米
的王氏大花灯，寓意着 2018 年风
调雨顺、吉祥平安，吸引了上万人
前来观赏，那天村子里人山人海、
花灯竞彩的景象，让王安平至今
记忆犹新。

灯会上最亮眼的主角，两盏龙
凤大花灯，是由王安平和 20多位村
民用三个月时间手工制作而成。选
材处理、扎制骨架、制作苎麻绳、按
图凿纸、成型展示等制作环节，都大
有讲究。

“我主要负责凿纸这个环节，花
灯其中一盏为六角形，要凿出龙的
图案，另一盏为八角形，要凿出凤的
图案，民间俗称‘六龙八凤’。”王安
平回忆道，小时候他跟着爷爷学做
灯，学的第一步就是凿纸，后来才慢
慢学会了做全灯。

在 传 承 传 统 制 灯 技 艺 的 同
时，王安平也在摸索创新的路子。

“原先，我们的花灯都不会转动，
从三年前我就开始思考，如何创
新工艺让王氏大花灯‘活’起来。”
他表示。

王安平前后花费半年多时间，
购置了电机、电线、钢管等设备，投
入到动态花灯的制作中。在他的手
中，传统王氏大花灯变得更加灵动，
花灯在旋转过程中，灯面上飞燕归
来、吉祥如意、马到成功等图案仿佛
拥有了新的生命。

对于即将到来的元宵灯会，王
安平满怀期待，他希望今年的灯会
能再现当年的盛况。

灯舞起来更美

舞鳌龙鱼灯，是玉环坎门元宵
灯会里的重头戏。家家接鳌龙、户户
宴鱼灯是当地特有的习俗。渔家的
春节，就是在舞鳌龙鱼灯的喜庆氛
围中度过，并热热闹闹一直持续到
元宵。

鳌龙鱼灯，舞起来才是最美的。
一套完整的展演道具由 6个鳌龙、6
个龙珠、2个海豚和16只鱼灯组成。
舞蹈以海豚为前导，龙珠引鳌，腾扑
跳跃，其余鱼种以各自习性游动，首
尾相衔，鱼贯而行。

“鳌龙衔珠”是整场舞蹈的高
潮，舞珠人席地而卧，鳌龙紧随龙
珠，衔珠不放，鱼灯环绕四周，随波
逐浪，光彩熠熠。龙头、鱼身、虎脸的
鳌龙鱼灯，是鳌龙鱼灯舞的灵魂所
在，做好一只鳌龙鱼灯也显得尤为
关键。

每年年关将至，许家鱼灯工作
室就进入一年中最为忙碌的时段，
满屋的鱼灯，让人仿佛置身于海底
世界。

鳌龙鱼灯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
人许振告诉记者，要想做好一只鱼
灯，最为关键也最难上手的一步就
是扎骨架。

首先要用长短粗细不同的竹篾
拗出基础造型，再用棉线固定，随后
糊布、上浆、画样、上色、过漆、装饰
都得循着骨架来。“一套流程下来，
完成一只普通的鱼灯需要 3 天时
间，全套22件鱼龙灯具则需要50天
左右。”他表示。

许振跟着父亲许为玉做了 40
多年的鳌龙鱼灯，如今的他作为家
族第三代传承人，慢慢接过了父亲
的担子。他深知，鳌龙鱼灯要想传承
下去，需要创新。

以前，鳌龙、黄鱼、小龙鱼、山头
鱼等鱼灯的造型是最为常见的，每
年基本以制作这些鱼灯为主，缺乏
新的花样。

许振从生活中寻求灵感，对
鱼 灯 的 绘 制 手 法 与 制 作 材 料 进
行 改 良 ，从 大 红 大 绿 的 传 统 鱼
灯 ，拓 展 到 形 象 生 动 的 仿 真 鱼
灯，创作出不少新的鱼灯类型，
像是鲳鱼灯、红虾灯、小金鱼灯、
热带鱼灯等。

如今，许家鱼灯工作室制作
的鱼灯不仅在传统节日上亮相惊
艳众人，还游到了海外，远销阿联
酋，成为了具有台州特色的非遗
礼物。

“鳌龙鱼灯不仅要走出去，还
要走下去”，为此许振经常到当
地的学校、社区等进行非遗文化
的普及教学，让手中的灯能亮得
更久。

元宵的灯
点亮最后的年味

元宵节特辑·下

玉环坎门鳌龙鱼灯 本文未署名配图均由采访对象提供

仙居针刺无骨花灯 本图片由台州市文广旅体局提供

温岭王氏大花灯

鳌龙鱼灯鳌龙鱼灯，，舞起来才是最美的舞起来才是最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