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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着《趣台州》逛遍奇妙的乡村博物馆，走进王氏大花灯展示馆

这里有花灯中最靓的“仔”，还能亲手做一个

记者 杨梦倩 文/图

“弦管千家沸此宵，花灯十里正迢迢。”花灯节，自古以

来就被民众喜爱。在温岭石桥头镇上王村，每三年逢正月

十四，就到了上王村独特的迎花灯庆元宵的传统庆典，大

街小巷挂满各式花灯，满是喜气洋洋的氛围，而两盏高大

的龙凤大花灯，是上王村最亮眼的颜色。

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王氏大花灯制作技艺，上王村在

村文化礼堂里建立了王氏大花灯展示馆，内有王氏大花

灯、各式小型花灯、五兽灯及十二生肖竹扎作品等民俗实

物，系统地诠释了王氏大花灯的历史渊源、制作工艺、迎灯

习俗及保护传承等内容。

王氏大花灯历史悠久

“在我们上王村，元宵节是一个很重要的节

日，王氏大花灯就是为了庆祝元宵节而创制的，

是一种以‘敬神’为目的的祭祀灯。”王氏大花灯

展示馆的工作人员王根明说，王氏大花灯分为

龙、凤两盏宝塔式的大花灯，花纹以龙为主的六

角大灯代表男性，花纹以凤为主的八角大灯代表

女性。两盏灯形似宝塔，塔身皆有七层，每一层都

贴有各色各样的凿纸作品和人物花鸟画，灯顶除

了葫芦状宝刹外，还有一个花篮，放有各色纸花。

王氏大花灯诞生于清康熙二十年，那时候王

氏公宗为赞颂帝德圣恩，制作了两盏大型花灯供

人在元宵节欣赏。从此，制作大花灯和庆元宵的

习俗流传至今，不过庆祝的目的早已从赞颂帝恩

转变为庆祝丰收的喜悦之情和祈愿国泰民安的

美好祝愿。

随着时代的变化，王氏大花灯逐渐落寞，直

到 2000年，上王村村民在聊天时回忆起当年迎

大灯活动的盛况，感慨万千，也产生了重新制作

王氏大花灯的想法。

当时年近七旬的王春梅牵头，和村里的十五

六位老人一起研究如何制作大花灯。在2002年，

王春梅和村民从黄岩宁溪山里买来大扛竹，开始

扎制大灯架，重做了两盏高达13.8米的龙凤大花

灯，并在来年的元宵节举行了隆重的迎大灯活

动。2008年元宵节，王春梅将花灯加高至 20.08
米，点亮了浙江烟火璀璨的上空，在全国绝无仅

有。

“这对龙凤宝塔大花灯的重新点亮，对我们

村来说意义非凡。那一年的迎灯会至少吸引了 8
万人参加，也正是迎灯会的举行，让越来越多的

村民拾起了制作花灯的手艺。”王根明说，展馆里

的所有展品都是村民们亲手制作的。

花灯制作工艺复杂

20多米的王氏大花灯，因为拆卸不便，被妥

善收藏。如今，展馆里供大家欣赏的是缩小版

——两盏 7米高的王氏大花灯，造型优美，装饰

讲究，做工精细。

王根明告诉记者，这两盏王氏大花灯除了高

度不同，其他的制作工艺都与迎灯会上的大花灯

大致相似。

“由于王氏大花灯最大的特点就是灯体庞

大，为了保证高度和坚固性，灯架和捆绑用的绳

子的选择尤为重要。”王根明说，大花灯制作工艺

及其复杂，灯架要选用生长期两至三年的毛竹，

产地以黄岩宁溪为佳。毛竹需连根挖起，稍作修

剪，浸入盐水 30余天，然后取出放在室内阴干，

方可用来扎制。绳子的制作也大有讲究，是用纤

维含量极高的苎麻丝搓制而成，再涂抹上糯米糨

糊，直接缠绕粘贴在毛竹上，等到糨糊干后，绳子

就会开始收缩，越捆越结实。

“迎灯会上的那两盏大花灯，从 2002年制作

出来后，一直被‘循环利用’。每次灯会结束后，就

会放火就地焚烧花灯，神奇的地方在于，火只能

烧掉外面的灯面，灯架无论被烧多少次都没有损

坏，还会变得油光发亮。”王根明说，烧灯是迎灯

会的最后一个环节，有着辞旧迎新的美好寓意。

除了灯架工艺复杂外，花灯灯体上的凿纸也

是别具匠心。“凿纸是我们这里独特的传统艺术，

把想要的样式先画出来，然后将纸以 50张、30
张、20张一叠，放在板块上，把画好的纸张盖在叠

纸上，用圆口刀、方口刀和小钻头等工具，沿着画

上的线条下刀。”王根明介绍，后来为了丰富灯体

上的画，还增加了人物花鸟画。

点亮灯光，王氏大花灯通体锃亮。凑近看，能

看到有许多人物和鸟兽在不停地走动，这是特意

放置在花灯骨架里的游龙、斗狮、丹凤、白鹤等工

艺实件。

花灯样式多种多样

展馆的另一边，放置着五兽灯和一盏莲花大

灯，莲花大灯在迎灯会上会被放置于河中，灯上的

每一朵莲花都是由村民手工制作而成，栩栩如生。

五兽灯分别是独角兽、豺獭、白象、狮子和麒

麟，都带有祥瑞之意，花灯班的艺人们会像舞狮

一样舞动着五兽灯，对前来参观的人们唱赞吉祥

话，让人心花怒放。

天花板上还点缀了多盏小花灯，样式繁多，

犹如天女洒下的点点金光，让人眼花缭乱。“这些

小型花灯都使用了凿纸工艺，大部分都糊上了画

纸，还有的是电脑打印出来的画。”王根明解释，

自从王氏大花灯被重新点亮，村民们对重新传承

凿纸这项传统工艺也燃起了希望，但一开始大家

都无从下手，只能在花灯上糊上电脑打印出来的

画，后来翻阅资料并向村里的老人学习相关知识

后，最终凿纸工艺才“重现江湖”。

“这些花灯骨架，分别是十二生肖灯的骨架，

构造虽精简，但是一眼就能看出它的动物特征

来。”王根明说，展馆里的花灯都会参加迎元宵的

花灯会。

花灯会每三年举办一次，前前后后要准备至

少4个月。上次花灯会是2018年，受疫情影响，下

次花灯会的举办时间未定。不过，谁说只有元宵

节才能看花灯呢，抽个时间，到王氏大花灯展示

馆就能把每盏花灯的角角落落看清楚，还不用人

挤人。

>>>小贴士

王氏大花灯展示馆位于温岭市石桥头镇上王村村民委员

会，免费向大众开放，开放时间：周一至周五8:30-21:00；周六、

周日9:00-21:00。
馆里可现做花灯，有师傅指导。想体验花灯制作工艺的市

民，请提前预约并支付50元材料费。预约电话：8623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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