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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3 日，正月十三。汽车进入安徽省黄山

市歙县的溪头镇后，路渐窄。翻过山，沿溪行，

距村还有 1 公里左右，就看见停靠路边的车辆，

其中有很多外地车牌。“都是来看嬉鱼灯的，今

天是第一天。”歙县汪满田村党总支书记汪军华

一边介绍，一边组织人在山路上指挥疏导。

汪满田村的鱼灯年俗已有 600 年历史。相

传，村里房屋多为木质，频发火灾，为求平安，每

年正月十三至十六，村民就以鱼为形，嬉戏两

岸，连续 4 天。鱼灯夜游，敬天地、祭先祖、祈福

泽，带着国泰民安、万民兴业的美好祝愿。

村子地处大山深处，山路弯弯，但这个传统

灯会如今却吸引了无数山外面的游客。这项省

级民俗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代代相传？这盏

传统“鱼灯”又怎样游出大山？

传承者
“更加懂得了祖辈对非遗的

坚守传承”

小山村，老祠堂。

汪在山等几名六七十岁的老师傅和一群二

十几岁的年轻人，正一起托着鱼王灯，扎制、

绘画。

捏起一根红烛，灯芯蘸油，再裹香灰，燕子将

蜡烛小心翼翼地塞入“鱼肚”。眼前是一条 7 米

长、3米高的鱼灯，竹篾编制骨架，绵纸糊成鱼皮，

勾勒线条，彩绘鱼鳞，已然成型。“这是我们祠堂鱼

会的‘鱼王’。光是鱼肚中要放置的蜡烛就有 100
多支，我们鱼会花了四五天才完成。”燕子说。

燕子大名汪春燕，平时帮妈妈卖香榧，做直

播，也是今年汪满田宗祠鱼会的“鱼头”。“鱼头”

相当于鱼会的总指挥、总牵头人，负责筹款、采

购，组织村民制灯、抬灯、修缮等。

一旁，春节期间刚从合肥返村的 00 后汪文

泉，此刻正围着鱼身打转，给大家打下手。别看

他才 21 岁，却已当过 3 任“鱼头”。汪满田村老

祖宗早就立下规矩，每年鱼会的“鱼头”得由年

轻人担任。汪文泉说：“我们这儿‘鱼头’得靠

‘抢’。祠堂门口，放鞭炮、贴喜报，昭告全村才

行。”用村中长辈的话，徽州人“十三四岁，往外

一丢”，让十六七岁孩子当“鱼头”，也是为他们

走出山村培养综合能力。

而汪满田村的年轻人，不管走多远，春节时

还是千方百计想回乡。“哪里的年味儿都没汪满

田村的浓。”虽然今年的“鱼头”被汪春燕抢了

先，汪文泉依然开心地听从燕子调遣，还主动申

请当抬鱼头的主力。

眼看着“鱼王”扎制大功告成，汪文泉出祠

堂，拐进巷，直奔田街鱼会。见到村民正将棉线

往鱼灯骨架上绑，他立马上前，接过线，沿竹条

一点点缠绕起来。“自家鱼会忙完，就来这边帮

忙，顺手的事。”汪文泉边做边说，打小自己就爱

嬉鱼灯，六七岁递纸跑腿，长大点学着上色，牵

着鱼尾巴长大的人，“更加懂得了祖辈对非遗的

坚守传承。”

田街鱼会的“鱼头”汪智红，特意请假从浙

江嘉兴赶回来。为了这场盛会，他组织村民统

一着装，还设计了花灯，元宵节当天跟着鱼灯一

道嬉戏。“这几年，来村里赏灯会的游客越来越

多。正月十五有场大型直播，我想多贡献一点，

让更好的汪满田村被更多人瞧见。”汪智红说。

传播者
“谁说传统文化走不进年轻

人心中”

祠堂前，小桥上，汪春燕手持烟火，边绕圈

边向前。汪文泉和几名年轻人托举着“鱼王”，

紧随其后，时而左右摇摆，时而上下游动，引来

阵阵喝彩声。刚从上海赶来的纪录片工作者解

修远托起相机，生怕错过精彩瞬间。

解修远在上海出生长大，13 年前随爸爸回

歙县奶奶家过年，听奶奶讲起汪满田村的嬉鱼

灯，当时正读编导专业大一的解修远顿生好奇

心，和爸爸走进汪满田村拍摄了 5 天，后来制作

了纪录片《不嬉不行》，当年即获得一家网站的

“最佳文化传承纪录片”奖。颇具美感的鱼灯造

型、很有仪式感的非遗年俗，引起外界关注。汪

满田村也吸引了更多人，有专程来看嬉鱼灯的，

有来感受非遗年俗味儿的，有来“网红打卡”直

播拍摄的。

“汪满田村成了一个文化 IP。”对于这种现

象，解修远很开心。她注意到，元宵节期间，黄

山市各区县都组织了非遗年俗活动，休宁县的

得胜鼓、板凳龙，屯溪区的踩街、非遗市集……

线上线下都很受欢迎，年轻人的比例越来越高，

“谁说传统文化走不进年轻人心中？它们的生

命力和新鲜感都非常强。”

更多人也在自发传播。 80 后姚俊杰是歙

县人，从导游转行自媒体网络主播。去年，他在

汪满田村连播 4 天，效果很好。正月十三一大

早，他驾车进村准备。“转行自媒体后，哪里有民

俗活动，我就到哪里直播，希望能把家乡的优秀

传统文化传播出去，让更多人看到、感受到。”姚

俊杰很“拼”，一路上紧跟巡游的鱼灯队，紧紧举

着手机拍摄。

在柏枝垣鱼会所在的广场时，一款与众不

同的鱼灯引起了记者的注意。举着它的是 38
岁的杭州设计师王丹清。“之前刷到过视频，被

嬉鱼灯的盛况吸引。这次来，除了体验，我们还

想探访老手艺人，寻找合作机会。”王丹清说。

2021年，一部名为《年年有余之鱼灯》的年俗

贺岁片上线；2022 年，一场非遗鱼灯表演惊艳亮

相大学运动会开幕式；今年年初，一款热门游戏

的新春短片聚焦鱼灯故事，引发热议……近年

来，汪满田村鱼灯频频“出圈”，也从乡村走进了

城。“2021 年，村里成立鱼灯表演队，我们还多次

受邀到上海、江苏、浙江等地表演呢。”汪军华说。

创新者
“ 有 信 心 让 这 条 600 多 年 的

‘大鱼’活起来”

街上，锣鼓声响，鱼灯嬉戏；屋内，提笔勾

画，专心致志。

元宵时节，晚上 8 点，这样的热闹场景，村

民汪华武见过不止一回。“跟着长辈，打小就会

扎制鱼灯。”令他意想不到的是，寄托美好祝愿

的鱼灯，还能成为吃饭的手艺。

汪华武过去在外务工，4 年前，回家养病。

春节时，他发现，小山村多了一些外来人。“有了

游客，也带来了商机。我做着玩的小鱼灯，他们

愿意花钱买。”说话间，有人上门询价，还有小朋

友凑上前，好奇鱼灯是如何做出来的。

“生意咋样？”记者问道。“今天卖了 10 多

条，库存没剩多少。”汪华武指着木架上零星几

个鱼灯说。瞅准前景，他选择回乡，一门心思做

起鱼灯买卖。去年，光卖鱼灯他就挣了 4 万多

元钱。

柏枝垣鱼会的汪成峰则瞄准线上。“客户遍

布全国。接单后，我会按照制作流程，把鱼灯订

单分给村民。”汪成峰介绍，他的团队有八九人，

有的扎骨架，有的管上色，按件发放工资，2022
年订单有上百份。客户反映，绵纸易破，为方便

快递运输，大伙还改进制作工艺，用布做灯。

如今，在汪满田村，像他们这样的“鱼坊”有

近 30 个。去年元宵节，上万游客涌入，小鱼灯

线下销售额达 7 万余元，线上订单近 15 万元。

游客多了，吃住咋办？“房间都被订满啦！”

汪满田河畔农家乐门前，未等游客问完，老板汪

阿锋就给出了答案。

29 岁的汪阿锋曾是一名厨师。2019 年返

乡过年时，他留意到，每次嬉鱼灯很晚才结束，

有的游客没地方吃住，还得出村。汪阿锋开始

琢磨，家里房间有余，自己又有手艺，为何不开

一家农家乐？改造房屋、增添设备、办理证照，

不到半年，汪满田河畔农家乐开了门。“元宵节

前后，生意好得很。”汪阿锋笑着说。今年，邻居

汪来红也打算开上一家，“厨房、餐厅、房间都弄

好了，办全手续就能开业。”

当地政府也有了一系列计划，包括挖掘鱼

灯技艺工匠，壮大传承人队伍；将鱼灯植入影

视、动漫等文旅新业态和新产品，拓展延伸产业

链；同时还会与传统村落、名胜古迹结合。

“我们有信心让这条 600多年的‘大鱼’

活起来，游出徽州，游向全国。”黄

山市副市长刘力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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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 4 点，豫园中心广场主灯组前已聚满了人。这是

豫园灯会的亮灯仪式，燃灯嘉宾触摸辉光之镜，生肖灯随之

亮起，一幅梦幻的上古神话图卷“山海奇豫记”在亭台楼榭

间徐徐展开。

今年的豫园灯会主题聚焦《山海经》，以灯彩艺术的

形式呈现“山海奇豫记”的奇幻世界，也带来暖心灯火

的情感抚慰。

今年的豫园灯会，借鉴了传统造园的手法，利用

九曲桥的蜿蜒，让瑞兽仙草在不同区域间隐现，令观

众移步易景。百年湖心亭是其中的关键。九曲桥桥

头到湖心亭的前段旅程，营造着“梦游仙境”的氛围

感。一旦过了湖心亭，瑞兽跃然湖面，一览无遗，便是

另一番景象。

深处闹市的豫园和《山海经》，两者看似毫不相干，

却在灯会中实现深度融合。截至目前，豫园灯会已吸引

超过百万游人前来赏灯，其中八成都是年轻人。

“灯会，是传统民俗中的一抹亮色。现代灯会，则是传

统的继承与创新的统一。元宵灯会是在通过具有仪式感的

内容，承载和传递历史、文化和情感。”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

所研究员熊月之说。

上海豫园灯会——

“山海奇豫” 焕彩今宵
本报记者 曹玲娟

毛绒兔、花篮兔、炫酷兔……正月十二晚上 7 点，灯光

亮起的南京夫子庙东牌楼灯市，南京市民林女士带着小孙

子挑花了眼：“元宵不到夫子庙就等于没过节！逛逛花灯一

条街，熟悉的年味又回来啦！”

今年秦淮灯会布展以夫子庙、门东、十里秦淮水上游览

线为主，共设置了各类灯组 170 组。“今年的灯会有四大特

色。”秦淮灯彩公司副总经理颜清介绍，紧扣生肖兔这一主

题，表达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兔子灯、荷花灯等造型推陈

出新；不同的灯组，蕴含着不同的历史典故、民俗传说；灯会

布展上，与秦淮河自然景致相契合，展现出“灯月交相映，游

人亦美景”的独特风光。

值得一提的是，南京夫子庙东牌楼灯市，也在今年正月

重新开放，吸引了 60 多名秦淮灯彩艺人集中亮相。在这个

元宵节，市民游客在畅游灯河的同时，还能挑上一盏花灯回

家。据统计，截至 2月 2日，灯市已销售了花灯超过 10万盏。

秦淮灯会期间还举办多种“行进时观景+沉浸式体验”

新春民俗活动。市民游客可体验汉服表演、参与非遗互动、

观看沉浸式实景剧，品秦淮风味小吃，欢度元宵佳节。

南京秦淮灯会——

移步换景 畅游灯河
本报记者 姚雪青

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正月十五，西安城

墙披上喜庆的灯光，城墙之上各色花灯，流光溢彩。

今年，西安城墙灯会共设锦绣中华区、欢乐祈

福区、盛世长安区、传世非遗区、童梦奇缘区、梦幻时

空区六大主题区 14 个灯组。赏灯的既有当地市民，

又有慕名而来的外地游客。

走进城墙永宁门，首先迎接游人的便是高约 18 米的

“月中桂兔”灯组：一只玉兔挺起身子，把桂树轻嗅，憨态可

掬，惹人怜爱。

“今天是兔年的第一个月圆，带上老人孩子来逛逛。元

宵节就要团团圆圆！”西安市民张开庆说。可爱的熊猫、展

翅的朱鹮、憨厚的羚牛、灵动的金丝猴，“秦岭四宝”灯组深

受孩子们的喜爱；在俏皮的仕女灯组前，人们纷纷模仿着做

出各种动作，合影留念。

西安城墙景区还通过数字化技术推出了“元宇宙”灯

会、“飞花令挑战赛”等活动，让人们足不出户，“云”赏灯会。

除了城墙，西安市大唐不夜城、大唐芙蓉园等地举办的

灯会都吸引了大量游人观看，滚元宵、猜灯谜等节日特色

活动更让这个元宵节年味满满。

西安城墙灯会——

火树银花 灯月交辉
本报记者 原韬雄

走进四川第二十九届自贡国际恐龙灯会现场，流光溢

彩之间是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的交相辉映。

一边是《唐三彩骆驼载乐俑》主题灯区，乐俑灯造型新

颖，巍巍盛唐风骨扑面而来；一边是《洛神赋》主题灯区，洛

河女神风姿绰约，古老传说以现代灯会方式展现华夏文明

之光……在灯会现场，各色主题灯盏色彩缤纷，既是科技力

量的现代表达，又是文化故事的“灯火演绎”。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自贡灯会自唐

宋时期便开始逐渐兴起。与以往不同，本届自贡灯会是全国

首个“故事化+游戏化”行浸式灯会，打造了五大主题街区。

小姑娘身着古装，于灯火辉煌中捕捉精彩瞬间；老人们步履

缓缓，与家人们尽情观赏眼前美景，游客饱览着“中国灯城”

的迷人风韵，感受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今年春节期

间，自贡灯会接待游客 30.95万人次，同比增长 54.17%。

作为中华彩灯文化的重要部分，自贡灯会以其核心的

彩灯技艺为外界叫绝。如今，自贡中华彩灯已走出国门，成

为标志性文化产品。今年春节，自贡

彩灯在国内外城市布展各类灯会 84
场，让海内外共赏华夏民俗

的辉煌色彩。

四川自贡国际恐龙灯会——

色彩缤纷 演绎“灯火”
本报记者 王永战

图①：安徽黄山歙县汪满田村，村民嬉鱼灯庆祝年节，吸引许多村民和游客前来观赏。

本报记者 李俊杰摄

图②：上海豫园灯会现场。 上海豫园供图

图③：江苏南京秦淮灯会上，花灯璀璨，游人如织。 新华社记者 李 博摄

图④：陕西西安城墙灯会，“月中桂兔”灯组绚丽多彩。 本报记者 原韬雄摄

图⑤：四川自贡国际恐龙灯会一景。 自贡市委宣传部供图

图⑥：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陇川县，当地群众起舞庆祝节日。

梁志强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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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举行民俗灯会

流光溢彩庆元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