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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村迎花燈

豆棚閒話

元宵節迎花燈，是故鄉春節重大的民俗
活動。「迎燈」與「迎丁」諧音，含有期
望人丁興旺的意思，所以故鄉中川村對迎
花燈情有獨鍾。故鄉迎花燈是巡遊迎接
的，像游動着的一條條火龍，這與大城市
懸掛花燈供人賞玩，韻味完全不同。
全村出迎的花燈多達20多「伙」，一伙
花燈有幾百隻，整個村子有近萬隻花燈在
閃閃游動，宛若天上的星星眨呀眨的。元
宵節那晚，故鄉被絢麗的花燈包裹着、映
襯着，好似進入了童話世界，如夢似幻，
絢麗極了！
故鄉迎花燈多以祖樓為單位來製作花

燈。這不，正月初五「開小正」的晚上，
就有村中雙桂堂明清房的人來「炒燈」
了。咚咚鏘，咚咚鏘……每到一樓門口，
炒燈隊就扛着二架花燈，拚命敲鑼打鼓，
震得人耳膜嗡嗡響。所謂「炒燈」就是炒
人來迎花燈的意思。「炒燈」是「牽頭」
人組織的。村中各樓的熱心人喊話說：
「某君是新婚，該去牽頭！」某君還在猶
豫，樓中人就起哄說：「你不牽頭？不想
生『丁』嗎？」大家哄堂大笑。某君紅着
臉，一言不發。這時，樓中人又起哄了，
一個說：「你敢牽頭，我出五百！」另一
個搶白道：「他有什麼本事牽頭？他敢牽
頭，我出八百！」某君梗着脖子，漲紅臉
說：「牽頭就牽頭，我怕你打落？」
記得那年，炒燈隊來到我的祖樓奮躍堂

門坪前，一直滯留不走，鑼鼓喧天，火牌
上「明清」二字閃閃爍爍。奮躍堂是七世
祖行素公建的，廳堂上還懸掛有一塊清順
治癸巳年（1653）「溫恭令望」匾額，是
永定教諭吳佺鼎（晉江舉人）題贈鄉賓行
素公的，據此推測奮躍堂約有400年的歷
史，但行素公的子孫大多外遷了，留居此
樓的後裔只有十幾家人，屬於弱房弱枝。
往年，炒燈隊一來，樓中的淵叔或雄哥、
光哥就拿着一串鞭炮，點燃迎接，表示響
應做燈。這次，當生產隊長的大哥左等右
等，見樓中無人去接，只好自己打開樓
門，點燃鞭炮……炒燈隊見大哥接燈了，
抬起大鼓，走村串巷去了。大哥牽頭做花
燈。他拿着紅單，到本房或親友中去募集
燈資，把誰寫多少隻燈、出多少錢，一一
記下來。他安排樓中的嫂子、姐妹們去山
上砍竹子。蓮燈製作工藝太複雜了，我樓
一般是不做的。鼓子燈、鯉魚燈、走馬
燈、花籃燈就簡單多了。
紙、竹等材料備辦齊全後，本樓的老老
少少都來幫忙製作花燈。漢哥先製作八隻
鼓子燈和寫着樓名「奮躍堂」的「火
牌」，在夜幕降臨時，敲鑼打鼓「迎」到
各樓去「炒燈」，全村迎花燈的氣氛漸漸

濃郁起來。
竹篙燈製作較簡單，經過裁竹、剖篾、
紮架、糊紙畫、飾絲絛子等工序，就可做
出形狀各異的走馬燈、書卷燈、鼓子燈、
鯉魚燈、花籃燈等，然後每四盞燈掛在一
根六尺長的竹篙上，這竹篙一根根連接起
來，並在竹篙接合處安上一支豎竿，迎燈
時統一擎着走，像一條長龍，稱為「竹篙
燈」。
而富紫樓還製作潔白高雅的蓮燈。每架

蓮燈有「蓮花」33朵、「花蕾」72朵、
「蓮蓬」（花王）3個，每個花燈裏面放牛
油燈一盞，共108盞。整架蓮燈上有「寶
蓋」，上面寫着「景賽西湖」；「寶蓋」
下面是「花缸」，可插花燈。
「迎燈」是整個元宵節活動的重頭戲，
正月十四晚迎花燈到集鎮，雖然類似綵
排，卻將下洋集鎮都帶入到狂歡之中，鞭
炮齊鳴，鑼鼓喧天，煙花四射，人潮如
海。十五夜晚，才在中川村正式登場。
「迎燈」路線是：從各祖樓出發，匯集到
村中心「和好坊」，再至水口壩、江仔
下、南片角，最後集結在胡氏家廟廣場
上。「迎燈」又可細分為出燈、頓燈、走
燈、燈祭、鬧燈、回燈、送燈、接燈等環
節。夜幕降臨，「三把連」響過三聲，便
可「出燈」了，各架燈都有火牌、鑼鼓作
前導。各路花燈匯合到「和好坊」後，停
下來讓觀眾賞燈，並按祖上的規矩調整好
各路花燈的行進次序，趁機護燈換燭，謂
之「頓燈」。然後一路向水口壩迎去。這
時，村中小溪兩岸早已人山人海，擠得裏
三層外三層。一間間店舖鞭炮綿延不絕，
花燈的燭光將整個溪面照得宛如化了粉
妝。中川村樓房密集，巷道窄小，三步一
折，五步一叉，外村來看花燈的人，穿來
轉去，有趣極了。
花燈隊伍到江仔下後，鄉賢第、世德
堂、永盛樓、奮躍堂、富紫樓、慶余樓、
慶昌樓、馬山樓、長盛樓等各架花燈，就
沿着一條蜿蜒崎嶇的山路爬上獅形崗，到
行素婆墳地行「燈祭」。此時，一架架花
燈如一條條游龍，緩緩地向山上移動。下
過雨的山路又陡又滑，扛燈的小孩腳下一
滑，護燈的大人慌忙扶起燈架，大喊一聲
「小心！」小孩站起一看，差點燒了燈
面。等到各房花燈一環環圍攏在墳地後坡
上，護燈大人慌忙將掉落的蠟燭重新點
上。銃炮齊鳴，香煙裊裊，祈聲悠揚。整
個墳地花燈璀璨，恍若蓮花盛開……下山
時，一隊隊花燈，或斷或連，時而直行，
時而轉彎，閃閃爍爍，轉角處護燈人拉住
燈架，呼聲時起，驚險刺激，濃濃的親情
在心中驚醒……

從山下遙遙望去，只見花燈隊如火龍緩
緩下山，靜默無聲。「燈祭」實在是故鄉
迎花燈的一個特色，幾十年過去，仍然讓
我歷歷在目，賞心悅目，意猶未盡……
燈祭下來，迎燈隊向胡氏家廟進發。胡
氏家廟早被幾百隻綵燈裝飾得金碧輝煌，
高聳林立的石旗杆上安放着煙花。草坪上
人山人海，等候「鬧燈」的到來。「鬧
燈」要經過穿燈、擺燈、賽鑼鼓、舞龍、
戲獅、裝醮、燒花幾個階段。每隊花燈都
要在家廟廳堂、天井、巷間穿來穿去，燒
香祭祖放炮。穿過三五回合後，花燈在後
山、草坪上擺開展覽，比誰的燈做得精
巧、誰的燈做得漂亮，觀眾評評點點，拍
照讚賞……
此時，在胡氏家廟的天井中，賽鑼鼓更
是爆熱，三五夥人各佔一隅，鑼鼓敲得鏗
鏗鏘鏘，咚咚震天，時而鼓聲大作，時而
漸響漸遠，時而戛然而止……作鼓板的人
也各具神態，各有打法，盡情表演，一撥
剛走，一撥又來，敲得人心跳也加快起
來。除了賽鑼鼓，還有舞龍、耍獅、裝
醮，下圩的獅隊，下赤坑的龍隊，覺坑的
裝醮，各有絕活，各有精彩，讓觀眾目不
轉睛，癡迷不已。
「燒花」則是「鬧燈」的高潮，只見條
條火龍從石旗杆上騰空而起，一聲脆響之
後，各自散成火樹銀花狀，夜空頓時變成
瑰麗多彩的光色海洋。天上光華璀璨，地
下歡呼雀躍，全都籠罩在硝煙和狂歡之
中。「燒花」過後，花燈隊伍敲鑼打鼓次
第退去，回到祖樓廳堂。大哥派人員分成
幾個小隊，敲着鑼去給寫燈戶送燈。花燈
到時，寫燈人燃放鞭炮，向送燈人遞茶敬
果，互致吉祥。送完燈，大哥招呼理事人
員吃「花燈酒」，扛燈的小孩則吃「花燈
粥」。此時，已是半夜，各家各戶親友來
得太多了，沒有房間可睡，我們主人或者
到村中心看電影，或者喝茶聊天，一直到
天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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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春節是一曲民族舞台上的
交響樂，那麼正月十五的元宵節就
是一首意蘊悠長的片尾曲。春節的
喜慶到了這天成為了一種壓軸，新
的目標和規劃以及新的忙碌從這一
天以後又紛紛活躍了起來。過年是
一段休憩的時間，而元宵節則是一
枚跳躍着的信號，躍動着、燃燒
着，紛繁熱鬧。
與臘月的「春運」返家潮流和除

夕夜的家人圍坐、燈火可親的團圓
熱鬧的氛圍相比，元宵佳節則是一
場緩慢中蓄勢漸進的狂歡。還未到
元宵節時，街道上的行人就已經開
始湧動。彩旗飄飄，歡笑聲聲，燈
籠紅紅，人們身上穿着的是過年買
的新衣，臉龐上洋溢着的是幸福的
笑容，趕一次新年的大集、逛一家
小舖子、參加一個小活動、拍一張
全家照或者錄一段過節的短視頻，
已經成了如今的流行方式。儘管對
於過年人們在形式上有所改變，但
是過年的喜氣和美好寓意，都從未
改變過。
元宵節的節奏，是被一碗熱氣騰

騰的湯圓的味道化開的。湯圓之
湯，潔淨明潤；湯圓之圓，宛如玉
盤，團團圓圓；湯圓之味，就只有
一個「甜」了得！吃了湯圓，彷彿
所有的好運都會在新的一年裏接連
而至，就如同那包裹着的甜甜的糖
分，在嘴巴裏、在舌尖上，蕩漾開
來。記得小時候，大人們還會特別
地在湯圓裏放置一枚硬幣，不論是
誰，吃了包有硬幣的湯圓，則預示
着他在新年會財源不斷。這種簡單
的習俗，無不寄託着人們樸素而又
真摯的願景。
爆竹的聲響與煙火的燦爛，彼此

交相呼應。在以往的春節裏，臨近
元宵佳節，爆竹的鬧騰也就達到了
一種極致的高潮。不論是大人還是

小孩，都很樂意地放上一串鞭炮，
表達着各自對過年的喜悅和幸福。
似乎，只要爆竹一響，那些潛藏着
的小期待和小驚喜就再也按捺不住
地蹦躂了出來。按照我家鄉的習
俗，這一天還得走親串門，以便增
進親戚好友、鄰里鄰外的感情。
最熱鬧的當屬元宵節之夜。天還

未黑，燈光已亮，伴隨着空中突然
炸響的一聲煙花所劃出一道優雅的
弧線，人們便迫不及待地走出家門
觀賞花燈。不必說那被燭光照得紅
彤彤的兔子燈，也不必講那五光十
色、閃閃發亮的金魚燈，請看街邊
屋簷角的大紅燈籠吧，一縷燭光，
便把黑夜燙了一個大窟窿。而商家
的廣告花燈，同樣霓虹耀眼，節奏
感十足。你若漫步到河畔，還會看
到漂浮在河面的零零星星的河燈，
一隻隻紙船載着一盞盞燈，一盞盞
燈搖曳着一縷縷橘紅色的光芒，宛
若銀河曼舞。
花燈要賞，燈謎也要猜，這樣的

元宵節才會熱鬧。人們會把帶有諸
多美好的事物在紙條上寫成謎語，
貼在五彩斑斕的花燈上專供人猜
想。謎面與謎底明暗線交織，人們
聚集在一塊，彼此開動腦筋，只為
猜謎。通常，小孩們最喜歡這種活
動，因為猜對了謎語往往會獲得一
些小糖果，我常覺得，或許元宵節
的熱鬧就是被調皮的小孩們帶動起
來的！這種既啟迪智慧又迎合節日
氛圍的習俗，就在不知不覺中成為
了元宵佳節必不可少的節目，至於
舞龍、舞獅等舞會習俗，又是元宵
之夜另外的亮點了。
元宵佳節，是春節中的一場隆重

壓軸戲，是「火樹銀花不夜天」的
熱鬧，是「東風夜放花千樹」的曼
妙，是歌曲中所唱着的「今夜萬家
燈火時」的不變的美好。

◆管淑平

元宵節是春節的壓軸
◆良 心

難忘阿卡鹽巴情

◆詩：施學概
書：梁君度

望江南．立春
施學概（伯天）鞠躬

春來報，山翠喜迎人。
為錦香留開繡戶，
張琴花隱設紅茵。
鋪徑漲痕新。

連客醉，九萬里氛氳。
時見佳吟翻白浪，
每窮遙望起蒼魂。
晴壑碧雲津。

癸卯年正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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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伍先生和我們喝完茶，邀我們到多依寨
的鞦韆場看看。西雙版納境內的哈尼族阿卡
人喜歡蕩鞦韆，每逢節日必蕩鞦韆。蕩鞦韆
藝高膽大的小伙子，會成為姑娘們愛慕的英
雄。多依寨鞦韆場和蕩鞦韆在南糯山非常出
名，因多依寨海拔最高，高大的鞦韆架又豎
在斜坡上，故號稱雲巔之上蕩鞦韆。阿卡人
的獨繩鞦韆會蕩起很高，他們在蕩鞦韆時高
唱大笑，還會唸經，用這種方式感謝上天的
饋贈，並希望得到未來的召喚。阿卡人傳說
鞦韆能連接天地人神，天神要藉鞦韆來去天
上人間。
看着多依寨山坡上的高大鞦韆架，聽着阿
卡人對蕩鞦韆的神秘傳說。我猛然想起四川
成都三星堆出土的神秘青銅樹。直至目前，
考古學界對青銅神樹的內涵尚未破解，只是
各有猜測。有認為青銅神樹是古蜀人溝通人
神、上下天地的天梯。但是近年來有些學者
把三星堆神秘文化同哈尼族阿卡人掛上了
鈎，認為阿卡人疑似三星堆文明的後人。湖
南大學教授杜鋼建等的研究認為，以哈尼族
阿卡人為代表的族群是開創早期三星堆文明
的族群，屬於三星堆文明時期的古彝語族
群，傳承了伏羲朝時期、神農朝時期和黃帝
朝時期的語言文字。開創古蜀國的國王望帝
杜宇是從湘西地區抵達蜀地的阿卡人，是三
星堆阿卡人的祖先。有學者認為三星堆阿卡
人受到商朝政權打擊後遷徒，也有學者認為
阿卡人是被鬼族（古代北方部族）打敗後逃
亡。因為匆忙，遺棄了三星堆青銅器等大量
不易攜帶的物品。

更匪夷所思的是，據說有個叫楊幹才的民
間學者，在緬甸靠中國邊境的一個阿卡人村
寨找到了能夠幫助解開三星堆秘密的啟示。
三星堆出土的最怪異突目銅面具，還有眾多
的鳥形象文物，似乎都能在此找到對應的東
西。寨裏阿卡人寨門上裝飾的神鳥最多的有
九隻，正好暗合三星堆神樹上的九隻鳥。傳
說三星堆的青銅樹是天人（神）的通天樹。
青銅樹上掛有諸多代表天人的海貝，象徵天
人下凡。三星堆青銅樹上掛許多海貝的習俗
至今在一些阿卡人的寨子裏還有傳承。在阿
卡人的文化傳統中，海貝樹是人神的通天
樹。神奇的是阿卡人在海貝樹上掛的海貝和
三星堆裏出土的海貝一樣，也是背部被磨平
打洞。阿卡人認為，通天樹是天人的神秘通
道，天上的神要經過九重天的通天樹下凡人
間，祭祀通天樹可以實現人丁興旺。阿卡人
在祭祀時，將海貝綁在樹杈上，通天樹神秘
通道掉下多少海貝，就有多少孩子會誕生。
據非正式估計，現今我國境外的哈尼族總

人口約有80萬，以阿卡人為主，主要聚居於
緬甸、泰國、老撾和越南鄰近我國的北部山
區。他們都是歷史上陸續從中國境內遷徙出
去的。其中緬甸的哈尼族阿卡人有30萬，大
多聚居於撣邦東部景棟一帶。泰國、老撾和
越南各有數萬阿卡人。在這些國家北部山區
的阿卡人，祖輩居住在封閉落後的深山老林
之中，幾乎與世隔絕，保留着許多古老的習
俗和外界感到奇異神秘的文化，因而被稱為
「東方的印第安人」。
在與雲南普洱市江城交界的老撾豐沙里省

大山深處，有些哈尼族阿卡人的山寨，坐落
於一片雲海之上，與世隔絕，至今仍未通路
通電。傳統的刀耕火種依然是阿卡人的生產
方式，靠天吃飯。這裏的阿卡人家庭還保留
着「女主外，男主內」的特殊生活方式。女
性不僅要生兒育女，還要養家餬口，承擔所
有家務勞動和田間的種植耕作。男性則衣來
伸手飯來張口，普遍都不參與農活。阿卡人
女性要先懷孕才能結婚，從懷孕之日起就要
袒露左邊乳房，一直到孩子兩歲。阿卡人相
信女性的乳房將孩子養育成人，神聖而偉

大。裸露胸部能吸收天地甘露，給孩子帶來
健康的體魄。每個阿卡族婦女一般都要生好
幾個孩子，她們的乳房在生育期幾乎都要裸
露在外。因此外界稱這一帶的阿卡人為「露
奶族」。
說到老撾的阿卡人，我就會想起我在老撾

參加援老抗美期間曾得到過阿卡人的幫助。
記得那是上世紀六十年代，我隨我國軍事顧
問團轉戰在老撾查爾平原解放區。查爾平原
是越南北方向南方輸送人員和物資的秘密通
道胡志明小道的必經要衝，有越南人民軍和
老撾愛國武裝重兵防守。美軍於1964年起就
對查爾平原地區狂轟濫炸，並不斷支持其在
老撾培植的右派部隊和苗族特種武裝進攻查
爾平原，企圖佔領這一地區。1969年8月，
老撾苗族特種部隊在泰國軍事顧問和美國中
央情報局指揮下突然空降查爾平原東部，切
斷了老撾愛國抗戰力量和越南駐查爾平原軍
隊的退路，我軍事顧問團也被包圍，被迫從
查爾平原東部往南，繞道向東撤往越南邊
境。我們代表團20多人冒着滂沱大雨連續行
軍，白天在叢林中隱蔽休息，晚間才摸黑翻
山越嶺，跋涉前行。走到第五天，我們在突
破敵人最後一道封鎖線後，所帶食品全部吃
光。第六天一早我奉命帶一警衛員為前哨，
先行尋找食物。我們在高山密林中找到苗族
同胞買了一頭黃牛和幾個南瓜，然後又四處
尋找鹽巴。一天沒有鹽吃，汗又流得多，我
們走路都沒有力。我在蹚過一條溪流時突然
頭暈，差點被激流沖走。直到當天下午我們
才在一處山腰裏發現一個小草棚，草棚裏有
一位阿卡（當地稱卡族或老聽族）山民。這
位阿卡兄弟了解到我們困難，又聽說我們是
中國兄弟後，豪爽地把他全家一年用的粗海
鹽分給我們一半（約三両）。就是這一小包
珍貴的鹽巴和一頭黃牛，支持我們最後走到
老撾越南中部邊境的集結地。我至今非常感
激和懷念那位不知名的老撾阿卡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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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飯
烹魚一例只鹽湯，至味偏宜至簡方。
朝市沽來佐糜飯，兒時最憶屬巴鱗。
註：「鱗」潮白音同「啷」，魚飯中最常見，

價既廉味又美。

菜脯
日曝鹽侵石壓欺，冰肌消盡只餘皮。
切丁煏赤芳無比，上桌休教小女知。

註：菜脯丁小女最愛，一見便棄滿桌珍饈於不顧。

草粿
吆聲直上七層樓，好貨還須有好喉。
認得當行斲輪手，飛奔百級莫追丟。
註：曾因樓高腳慢，到樓下貨郎已不知所終。

鹹水粿
盆堆白玉袖珍盞，案置紅泥小火爐。
菜脯丁芳米皮韌，十元撐飽過蜘蛛。
註：潮俗形容吃太飽謂飽過蜘蛛。

潮州舌尖詩若干

詩詞偶拾
◆ 陳逸雲

詞度墨香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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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9月初，我軍事代表團從查爾平原
突圍撤至老撾越南中部邊境。 作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