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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唐代开始，泉州花灯闹元宵的习
俗便已闻名于海内外。直至今天，泉州
百姓仍然沿袭古代叫法，称之为“上元
闹花灯”。每逢上元，三乡五里，便亮灯
相贺。点灯、挂灯、观灯、游灯、抢灯，多
种玩法，各具趣味。

话说唐贞元八年，欧阳詹登“龙
虎榜”，成为泉州历史上第一位进士。
少年欧阳詹平时一心在南安高盖山白
云室里埋首苦读，一到新春佳节，孩童
心性便流露出来，欢欣雀跃。有一年正
月十五，他在花灯纱屏上点了一团浓
墨，又添简略几笔，一幅“裁月镂云”图
跃然于灯上，引来围聚在身边的玩伴
此起彼伏的叫好声。

烛火燃起，璀璨夺目。欧阳詹提起
花灯，正欲出门，忽见灯花乱撞，不一
会儿，火舌透出，灯笼着火了！“出丁！出
丁咯！（注：在闽南语方言中，“丁”“灯”
同音。）”母亲担心他被火伤着，将着火
的花灯一把抢过去。母亲反复喊着“出
丁”，语气半惊半喜。“出丁”这一口彩，
可作“人丁兴旺”的祈愿解。所以，上元
节灯笼着火，灯主人不仅不会感到晦
气，反倒每每兴高采烈，于今犹然。

花灯烧到最后，只剩下一枚铜钱大
小的纸片飘落在地，竟是欧阳詹用浓
墨画的月亮。詹母忽然有了主意，她笑
道：“原来是天公伯想考考你们这些囝
仔，特地给你们出了道题。大家看，詹
儿花灯留下的这个月亮，是用什么画
成的？”

“墨。”孩子们同声一气，声音特别
响亮。

詹母：“对！就是墨！大家快想想，
要怎么对句为好？”

“我对‘银’。”一少年脱口而出，
“墨是仄声，银是平声；墨是一种颜色，
银也是一种颜色；墨是一种用品，银也
是一种用品。”

詹母含笑，给予鼓励。
“我对‘金’。金声平，也是颜色，也

是用品。”另一个孩子受到了启示。
詹母依然含笑点头。

“伯母，我对‘丹”字。”一个女孩怯
生生地说，“我觉得，在颜色上，墨比黑
更含蓄，丹也比赤更雅致。”

“好！好！”詹母疼爱地抚摸了一下
女孩的脸庞。

“母亲大人，我也有对。我对
‘泉’，咱们泉州的‘泉’字。”欧阳

詹说道：“‘墨’字上黑下土，‘泉’字上
白下水，黑白相对，水来土掩。”

詹母说：“大家都很不错，可见平
时学习都很用心。詹儿考虑周详，见解
独到，很好。”她顿了顿，提高了声量，

“你既然说到了‘泉州’，那我就顺水
推舟，直接再以‘州’字为题，
请大家再对句。”

“我对‘水’。”
“我对‘壤’。”
詹母依然含笑，但却微微

摇头。
“我对‘海’字。”欧阳詹脑

袋扬起，朗声说道。
“为何？”
“‘州’为水中陆地，‘海’是

陆中容水。两字平仄相对，韵清
律整。”

“大家把刚才对的两个字连
起来读读，看看谁对得更好——

‘泉州’，你们各自对的是什么？”
“墨水。”
“墨壤。”
“墨海。墨海！欧阳哥哥的

对得最好，有气势，有内涵。”
掌声热烈响起，詹母眼里

满是赞许之色。她说：“今天是
上元佳节，我借詹儿的用字，顺
口来个‘泉州闹上元’，请大家
再对对看。”

约过了一盏茶的时光，所
有人的目光都向欧阳詹身上
集中。

“我对‘墨海浮中月’。”欧
阳詹不慌不忙地说。

“中月之说，可有说法？”母
亲问道。

“有的，母亲大人。前齐谢
宣城（注：南朝齐国著名诗人谢
眺）有诗云：‘云阴满池榭，中月
悬高城。’中月，指当空的明
月。”欧阳詹指了指浩瀚夜空。

“墨海浮中月”，正好是欧
阳詹花灯作画的生动写照；“泉
州闹上元”，恰与其时节日气氛
相契合。母子二人之对，都属言
之有物、有感而发。

“墨海浮中月，泉州闹上
元！”孩子们齐声吟诵，抑扬顿
挫之声穿出浓浓夜色，响彻九
霄云外……

上元考子
□黄 猛

藏龙卧虎 指隐 藏 着 未 被
发现的人才，也指深藏不露的
人才。

矫若游龙 常用于形容书法
笔势刚健，或舞姿婀娜。

文炳雕龙 指文章写得出色，
极富文采。

神龙见首 指诗文跌宕多姿。
蛟龙得水 传说蛟龙得水后

就能兴云作雨飞腾升天。比喻有
才能的人获得施展的机会，也指
摆脱困境。

画龙点睛 写 文 章 或 讲 话
时，在关键处用几句话点明实
质，使内容生动有力。

龙争虎斗 指双方势力难分
高下，争斗或竞争非常激烈。

乘龙快婿 旧时指才貌双全
的女婿，也用作誉称别人的女婿。

望子成龙 希望自己的子女
能在学业和事业上有成就。

“龙”成语

邀天上皓月，品人间团圆。

元宵节又称“上元节”。泉俗素称“上元小年兜”，十分
隆重。

1982年2月8日元宵佳节，国务院同意国家建委、国
家文物局、国家城市建设总局《关于保护我国历史文化名
城的请示》，同时公布了首批历史文化名城。泉州成为全国
24座入选城市之一，考察团所有成员一致同意泉州入选，
并用8个字来点评泉州：出类拔萃，当之无愧。

那年，泉州元宵灯会格外热闹。
那年，元宵灯会设在泉州开元寺，寺中挂着琳琅满目

的花灯，聚在一起的群众观看踩高跷等各种表演，不远
的东西塔被布置得流光溢彩……

当时我在开元寺工作，作为工作人员之一，早早就到
现场布置挂灯任务。想起元旦时来泉考察的专家对热爱
摄影的我说，要把传统历史文化民俗风情，用手上的相
机记录下来，为此，我还特地带上了自己的胶卷相机——
富士卡135相机，配上35广角镜头，随时定格难忘瞬间。

灯会现场，出自名家之手的花灯流光溢彩，打城
戏、拍胸舞、舞龙舞狮等轮番上演。央视来泉拍摄添加
了热度，古城泉州再次被中外游客所关注。泉州花灯
之盛，冠绝天下，有“春光结胜百花芳，元夕分华盛泉
唐”之说。

1982年我拍摄的泉州元宵灯会组照受到大家喜欢，
其中一张被挑选出来，印在了下一年在开元寺内举行的泉
州元宵迎春灯会门票上，
门票出售标价为5元，赠
票会加盖“赠”字印章。

如今我还珍藏着这枚
灯会门票，忆往昔，是满满
的回忆。

一张灯会门票
□蔡其呈

元宵节在刺桐城又称
“上元节”，自古以来就是
泉州最为热闹、隆重的喜
庆节日。“天下上元，灯灼
之盛，无逾闽中”描绘的就
是泉州。

今天，我们与读者朋
友共话“上元小年兜”，让
这万家灯火中的温馨种
种，传递美好，温暖心灵。

印象中的元宵之夜，凉风习
习，朗月星空，群星眨着调皮的眼
睛。大街小巷元宵节花灯迷人眼，
形态寓意各不同。

这场“动人春色画中诗”的人
间灯火，强调“普天同庆”，“蜃楼
海市星落雨，火树银花不夜天”盛
况，总是令人难忘。元宵节是紧跟
在正月初九拜天公之后的又一个
节日高潮，为春节系列民俗活动
画上圆满的句号。

“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元宵节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浪漫的
节日。在古代，平时无论是大家闺
秀还是小家碧玉，大多“三步不出
闺门”，不能随意抛头露面。元宵
节则“金吾不禁，玉漏无催”，由
于开禁，街上人潮涌动，不分男
女一同赏灯玩乐，为未婚青年提
供了一个交谊约会谈情的机会。
有情人借着赏花灯之机暗送秋
波，在上元夜常常擦出爱的火
花，恋人之间留下信物，之后经
媒人上门提亲，造就了无数良缘
美眷。

千百年来，元宵节不仅涌现爱
情的诗篇，还发生过不少浪漫的
故事。传统戏曲《陈三五娘》就是
以元宵节为背景，叙述泉州人陈
三邂逅潮州黄五娘互生情愫的浪
漫爱情故事。明朝文人阮大铖创
作的幽默戏曲《春灯谜》也讲述了
韦节度之女影娘与宇文彦在元宵
灯会一见钟情定终身的故事。北
宋宰相王安石也因元宵节成就了
一桩美好姻缘。

在闽南、台湾等地，至今还有
未婚女性在元宵夜到菜园里偷摘
葱或青菜希望嫁到好丈夫的传统
习俗，俗称：“偷挽葱，嫁好尪”、

“偷挽菜，嫁好婿”，期待未来家庭
幸福。闽南“丁”与“灯”谐音，已婚
适龄女子观灯或还有祈求生子、
添丁进财的吉祥意义。

辛弃疾《青玉案·元夕》，“众
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
在，灯火阑珊处”一句，真实描述
了青年男女在元夜的约会场景，
写尽了寻到意中人后的惊喜之
情，含蓄婉转，余味无穷。

元宵节是中国真正的“情
人节”。

灯光璀璨，一盏花灯，记录温
馨浪漫的往事；一轮明月，照亮
魂牵梦绕的故园。“上元丸”熟
了，满怀柔情，几丝眷念，每一粒

“上元丸”都牵连着亲情，需要用
心去咀嚼……

浪漫情人节
□郭芳读

小时候过年，我常吵着外婆扎灯笼。
古城泉州的年味刚淡了点，闹元宵的气

氛又浓了起来。紧挨南门的大百货商店“南
国”“建成”，雇了许多工人扎彩楼、挂花灯，普
通店铺也在门前挂上几盏灯争奇斗艳。长长
的中山路两旁的骑楼下，每隔一段，就有商贩
在两根廊柱间拉上几条细绳，挂满了形状各
异、色彩鲜艳的公鸡灯、莲花灯、关刀灯、“润
饼”灯……吸引了许多小孩围观购买。

到了正月十三，外婆动手扎花灯了。她先
准备几条细竹篾、几张色纸，还要用白棉纸裁
些纸条，再搓成“纸捻生（纸绳）”。“纸捻生”两
头并不搓，保留纸的原状。用“纸捻生”捆扎花
灯框架，末端用糨糊糊上，很结实。

外婆会做各种各样的花灯。
最气派的是兔子灯，玉兔望月造型。下面

有四个轮子，是用缝衣线圈中的木头轱辘做
的。我拉着兔子灯上街，后面总是跟着许多小
伙伴，我不知有多神气。

最精致的是绣球灯。绣球灯里外两层。里
层是六个大小一样的竹篾圈，分前后左右上
下拼制而成。周围的四个圆形糊上白棉纸，圆
圈间形成的八个三角形则用各色彩纸糊上。
外层是用八个大小一样略大的竹篾圈，上下
各四个拼制而成。外层只是在框架上，用红黄
两种颜色的纸相间缠绕装饰，并且在上面点
缀了几只跃跃欲飞的小纸蝴蝶。绣球灯点亮
后玲珑剔透，流光溢彩。我用细竹篾挑着绣球
灯，稍微抖动，小灯笼一颤一颤的，犹如绣球
在翻滚。

外婆说：“过去点的不是蜡烛，而是一块
穿了灯芯的猪肥膘油，拎起花灯可以随意甩
圈子。”

我也很希望能提着绣球灯乱甩，可惜的是
当时找不到灯心草了。

“来去‘睇灯’喽。”我兴高采烈地提着绣
球灯上街了。灯不小心被烛火点燃，外婆却说
是“出灯”（谐音“出丁”）的好兆头。

外婆去世多年，我也长大成人了。我了
解到，泉州花灯历史悠久，名声在外。宋代
梁克家《三山志》载：“泉州花灯品种色色俱
全……”泉州花灯的特点是制作精良。

后来，我回想外婆扎花灯的过程，带着女
儿完成了一次绣球灯的制作。

外婆扎灯笼
□苏俊墉

1983年泉州元宵迎春灯会门票（作者供图）

（CFP）

编者按

作者父亲当年制作的龙灯（作者供图）

又逢龙年，不由回想起
当年父亲制作的龙灯。

父 亲 苏 培 金 出 生 于
1935年大年初一，我的祖父
早故，祖母独自一人含辛茹
苦养育我父亲姐弟四人。年
少求学时，父亲因家庭贫
困，难于支付“劳师”的费
用，饱受塾师歧视，但他好
学上进，后来以优异的成绩
从师范学校毕业，成为一名
教育工作者。40多年的教学
生涯里，父亲对家庭有困难
的孩子倍加关爱，用自己微
薄的薪金资助了许多贫困
的学生。在那个并不富裕的
年代，父亲的工资无疑是家
庭的主要收入，然而由于他
的“大方”，导致家里的用度
开支捉襟见肘，因此，母亲
时不时会与他闹点小矛盾。
父亲热爱工作，热爱学生，
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优异
的成绩，多次受到团中央、
省教育厅、泉州市各级的褒
奖，他的善举也赢得了众多
学生的爱戴，我们姐妹亦从
中潜移默化，受益良多。

父亲在教书育人之余还
潜心学习其他技能，在绘画、
彩扎等方面心灵手巧，匠心
独具。

1978年，泉州元宵灯会
在开元寺举办，由父亲制作

送展的泉州一中“龙灯”走
红，开启了泉州大型动物灯
制作的先河，其后，一直持续
到2000年期间，父亲制作了
诸多的花灯，以龙灯最为出
彩。他制作的龙灯灵动飘逸，
呼之欲出，在泉州威远楼、府
文庙、承天寺、百源清池等展
区引人瞩目，广受好评，屡获
嘉奖。2000年他制作的一对
大型龙灯在威远楼展出后，
威远楼管委会妥加保管，据
2012年龙年的新闻报道，父
亲制作的这一对 10多米长
的龙灯时隔 12 年后再度闪
亮登场，依旧完好精美。

回想每次龙灯制作之
始，父亲先用粉笔在地面绘
出龙腾挪飞跃的形态，再根
据图形选用铁丝和柔韧弯曲
的竹皮捆扎连接成龙体的框
架，在灯架中间，捆扎许多竹
圈于龙体上，衔接处再用细
线或绵纸捻扎固定。其后用

电线和各种灯泡、灯管，置放
灯架中做照明用。整个框架
形成后，用不同颜色的丝绸
布细细裱糊，绷直、拉紧成
型，待灯笼通风晾干后做外
部装饰和彩绘。装饰时鳞片
等分别贴上刻纸、花边，彩
绘时用不同色彩、花纹描
绘，再根据具体需求匹配云
彩、波浪装饰物。装饰大多
由我们姐妹协助完成，而龙
头部分为了起到“画龙点
睛”的效果，父亲都是亲力
亲为。由于父亲制作的龙灯
栩栩如生，声名远扬，许多
单位纷纷找他预订。每到辞
旧迎新之际，父亲总是忙得
不可开交，经常废寝忘食，
通宵达旦，我们也经常要加
班加点为他打下手，那种节
前的忙碌一直持续到他突发
脑溢血的2001年。

往事如风，父亲已然故
去多年，那些他精心制作且
曾经在泉州灯会上大放异彩
的龙灯，也已随着时光的匆
匆流逝而成为人们的记忆，
但它们却永远是我们姐妹心
中最靓丽璀璨，最难以忘怀
的彩灯。

难忘父亲的龙灯
□苏丽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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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里，闽南人说得最多、听到最多的就是“新
年好”和“甜一下”，欢欢喜喜过新年。

回想起小时候过年，电视上若出现什么不吉利
的场景，发出凄惨的声音时，大人会迅速换台。我们
言谈间亦不能出现任何不吉利的词语，平时口语里
说的一些“害喽”“死喽”，一溜出嘴边，立马会遭到
祖母的训斥和纠正。

敬天公时，我们在闽南大厝架起供桌，五果三
牲六味次第排开。供桌前，身穿枣红色大裾衫的祖
母拈香祷告：“保庇全家内外子孙，出入平安、身体
健康、财气旺盛。好人随身边，歹人拨一边。”接下
来，我们长幼有序依次祈福。祖母站在我们身边，
不厌其烦地挨个念一遍“拜出去，好财气。拜入来，
添丁共进财”。

大家喜欢好听的话、吉祥话，大概觉得这些话
语有可能成真；讨厌不吉利的话，同样是觉得这些
不吉利的话有可能成真。这种心理，古已有之。

晋江在正月十五元宵节以及八月十五中秋节，
流传着一个很有意思的习俗——听香。“听香”其实
就是“听响”，原意是“听响卜”。在元宵节或中秋节
深夜，妇女们在自家厅堂或村里寺庙供奉的神明前
点上一炷香，把要卜问的事先向神明讲明，卜卦求
个行走的方向后，手执信杯，到厝边巷尾听人讲话，
当听到第一句话时，立即返回神明座前再卜卦，如
果卜的是顺卦，那就是听到“香”了，可根据听到的
那句话进行剖析判断；如果卜的是反卦，就不是

“香”，可再寻个方向出去听，直到是“香”为止。
元宵节，我的母亲也会去听香。她总是神秘兮

兮地手握信杯出门，回来时，母亲神情柔和。
孩子的内心最为好奇，在几次提出跟随要求

被无情拒绝后，我偷偷尾随她目睹了听香的过程。
村里东厝，一极简陋的土砖砌成的土地公神龛前，
母亲敬了三炷香。随后，她寻一处地方倚墙听香，
满心期待听到人们说的吉祥话。

想来如母亲般听香的妇人们都不免忐忑不安，
万一听到了不吉利的话语该怎么办？所以，人们更
愿意选择在佳节听香。因为这时人们口中多说吉利
话。听香的人更容易听到“好香”。

早年祖母口中的那些祈福言语，深深地印在
我的脑海中。这些带着吉祥的言语，无形中也成为
我人生前行中的加持。

逢年过节，吉祥的话语从人们口中涓涓而出，
如迎春花般处处开放。一句句吉祥语，定会在每
个人心田播下希望的种子。

听 香
□王燕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