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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NRI KAIHUA

王晓敢

一颗星火 从汉朝点亮
穿越千年的时空，撞上皓月
来访今宵
火树与银花
龙灯 狮灯 走马灯……
惊艳四射
被那月色下的芸芸众生所供奉
祭天地
祭神龙
似飞蝶之光 似飞蝶之圆梦
萦绕着悠悠华夏古风
骨髓和血脉
一条柔情似水的河
于花海浮云之上
凝望十五的灯火朵朵啊
仿佛是:
举上夜空中的一轮明月

张蓓

元宵节，在古代又称灯节、元夕、
上元节，标志性的时间是在一年的第
一个月圆之夜即正月十五日。史料记
载至少从隋朝开始，中国人的元宵节
就已经有了丰富的习俗和活动，并且
逐渐形成了十分鲜明的节日文化特
征。之后，随着社会变革和时代发展，
元宵节的节俗活动也呈现出更加多姿
多彩的内容。根据史料记载，浙西开
化县的元宵节习俗最早可以追溯到明
代以前。明代官员张勃就曾经写过一
首七言古诗《龙灯行》（长诗），该诗记
录了在元宵节，开化乡民踏月走桥、观
灯彩、猜灯谜、放烟花、舞龙灯、踩高
跷、放炮仗等民间习俗，那一夜的金溪
开阳城灯火通明，满城风景好不热闹。

根据民国三十八年《开化县志稿》
记载，古代开化的风俗习尚中有元宵

“迎赛龙灯”的节庆活动。迎赛龙灯一
般从正月初十就开始准备，在元宵节
当天抵达高潮，至月底逐渐消散。开
化城里元宵节前后迎赛龙灯活动一般
会举行三四次。大多迎的是“板灯
龙”，灯各有会。一般每板置灯三盏或
四盏，刻有花纹或绘以花鸟人物。板
板衔接，多则一二百板，少则四五十
板。龙头龙尾，以木雕成，饰以金。随
以鼓乐，游行县前以及街衢中，至夜半
而息。县城附近的四乡，则凡五六十
户以上的村庄和开阳城里相同。开阳
城中十二坊，每坊亦有挂灯日期，坊人
以纱灯挂于坊内，乡野乡人则将灯笼
悬挂于社庙及祠堂中。城内盛兴设酒
席以敬神，并作乐唱戏。

在这之前，早在明代的一个元宵
之夜，火树银花，云端满月，诗人张勃
夜游开阳城，邂逅了一场古代开化舞
龙灯的视觉盛宴。开阳城的这个元宵
之夜让张勃心绪久久不能平静，一气
呵成写下了一首七言古长诗《龙灯
行》。他在古长诗《龙灯行》的“前言”
里这样感慨写道：

“夫状灯之巧必举鱼龙，矜制之奇
无非绡縠。纵骊珠十斛，未胜月鉴一
轮，而火树千门，岂敌星桥万丈。是以
吴越侈鳌山之壮，京师跨灯市之奢，丽
眩则然，奇观恐未，曷若开阳龙灯之会
妙夺诸方，目从未见。余犹忆长安米
工部之花鸟园林。便怂一时作者，几
困毫楮。余观斯之盛，岂无技痒。纵
毕偶成，以纪胜事。倘大方见，原其好
有同然，勃殆幸甚。”

张勃说，闹元宵时彩灯的精致、精
巧和精美，当以龙灯为最。制作彩灯
使用的材料无非是绢、绡一类的丝、棉
织品，并没有什么特别奇特的地方。
然而，把再多的骊珠斛珠堆放在一起，
都不如一轮天上的圆月之明亮；再多
的人间的火树银花，也敌不过天上彩
虹的万丈灿烂光芒。我在京城和吴越
等地，都看到过灯光璀璨的元宵灯会，
尽管吴越与京城等地的元宵灯会排场
很大，气势雄伟，显示出灯市的繁华、
鳌山的眩丽，但我总认为从制作技艺
和表演形式的新奇上相比，他们皆不
及浙西开阳城元宵龙灯之会的妙夺万
般。我从未看见过，这里有诸如像长
安城里那样的技艺高超的花鸟园林画
技和工匠，但这些花灯的制作者们用

几根竹片、几捆毫楮（纸），就能变戏法
般制成栩栩如生的花灯、龙灯，排场盛
大、气势壮观，不能不说他们手上没有
相当高妙的技巧。我今天真是有幸
了，能够见识到如此场面宏大又热闹
的开阳城元宵灯会，我要把它当做一
个胜景记录下来。

通过解读张勃的这段诗歌“前
言”，可见张勃对明代开化县城的元宵
观龙灯、舞龙灯活动有着很高的评
价。并且在那个时候，开化乡民们扎
花灯、扎龙灯的技艺已经具有相当高
的水平了，这也足以说明，开化县闹元
宵、游花灯、舞龙灯的传统习俗至少从
明代以前就已经开始在坊间乡里盛行
了。

“阊阖天门夜不锁，玉皇醉失骊珠
颗。半醒半寐呼赤龙，赤龙贪睡太骄
惰。玉皇怒发张雷霆，长跪群真如乞
灵。痴龙小臣何足怒，且从轻遣归沧
溟，沧溟浩淼不可返，偶向金溪学游
鲵。鱼服时愁逢豫且，敛髫藏角若委
婉。”《长灯行》诗歌在一开头，张勃就
展开丰富想像，用拟人手法，把开化乡
民精心制作的舞龙灯赋予了一个神话
故事。他形象地比喻“在阊阖天宫内，
由于天门不上锁，骄惰贪睡的赤龙粗
心地遗失了玉皇大帝赏赐予它的一颗
颔下龙珠。玉皇大帝知晓后大发雷
霆，愤怒的玉皇大帝要惩罚赤龙，群神
纷纷跪地替赤龙求情：“又笨又傻痴的
小龙何足让玉帝动怒？”于是玉皇大帝
从轻发落，遣归赤龙回到东海去寻找
颔下龙珠，找不到就遣归沧溟，不让再
回天庭了。东海浩淼，苍苍茫茫，一下
子上哪去找到龙珠呀！不回天庭就不
回天庭嘛！和玉皇大帝怄气的赤龙，
想起有一次出游时在金溪河畔，偶然
遇见了金溪里的娃娃鱼，悠悠哉觉得
它日子过得很是惬意。于是不愿意返
回东海的赤龙，最终在开化金溪里化
作了一条大鲵，终日潜藏在开阳城北
金溪的龙潭里。

这一年的元宵节到了，金溪两岸
春水初生，淑气升腾，酣睡深潭的千年
赤龙被钟山门外雷鸣般的鞭炮声惊醒
了。它破浪而出，乘云腾飞，扭动着长
长的身躯和龙尾。一双突出的大眼球
迸射出两道剑锋一样的亮光，血盆大
口喷出火红的烈焰，身上的片片鳞甲
发出闪闪银光，带来寒气阵阵。观灯
的开阳城乡民，对着舞龙队点放爆仗、
燃放烟花，又用手举的松油火把迅速
点燃龙头龙身的香火，大家你呼我应，
你喊我叫，一派喜气洋洋的闹腾。远
远望去，龙的身上就仿佛串连着美丽
的珊瑚和闪烁着琥珀般的光芒，琉璃
般争奇斗艳、流光溢彩。“金溪春来淑
气催，千山爆竹如轰雷。潭底老龙睡
始觉，乘云飞出溪之隈。目睛烈炬口
喷焰，鳞甲电光时闪闪。串得珊瑚遍
地缠，碎将琥珀浑身点。琥珀珊瑚总
斗奇，环围步障映琉璃。迸开火齐难
为斛，掷下鸟号讵可持。”诗人张勃仅
用廖廖数笔，即点染出了元宵节开化
舞龙灯出场时的威猛气势和现场热烈
的气氛。

紧接着，诗人就对开阳城舞龙灯
的手工技艺以及舞龙技巧作了淋漓细
致地刻画：“又似长虹横万丈，夭矫空
中任偃仰。丙丁童子不敢骑，钱塘君

长殊相像。狰狞飞舞复盘旋，势涌鲸
鲵赴百川，鳌背氤氲腾紫雾，蜃楼飘缈
袅红烟。灿烂能输鹊鉴辉，矶头犹怪
然犀涎，又如岳家常山蛇，纵合阵图排
六花。”高山月明，皓月当空，此刻正是
舞龙灯的高潮时候，只见一条长长的
舞龙灯队伍，自北面昂首而来，犹如一
道闪亮的彩虹。火龙一路上飞奔狂
舞，矫健的身躯，上下翻腾，腾云驾雾，
气势磅礴。舞龙者大都放开手脚，做
出各种优美姿态，龙灯亦跟着时起时
伏，时仰时偃，时卷时舒，时而左右滚
动，时而上下翻腾，时而昂首冲天，时
而盘旋飞舞。龙头亦忽高忽低、忽左
忽右，一会儿是长蛇排阵，一会儿是旋
转飞舞。其行势如大鲵与长鲸，在大
海中劈波斩浪，濯浪追逐。舞龙灯的
队形与套式更是名目繁多、变化万端，
有“蟠龙昂首”“龙身入肚”“懒龙洗炼”

“九曲弯身”“头翅尾扣”“龙头咬尾”
等，仿佛岳飞率领的岳家军在布兵演
阵，一会儿拉长如一字长蛇阵，一会儿
散开又成六合阵图，真可谓分分合合，
卷卷舒舒，奥妙无穷。现场亦真可谓
是“氤氲腾紫雾、飘缈袅红烟、灿烂能
鉴辉。”

写到这里，诗人似乎余兴还未尽，
张勃笔锋一转：“照水一行惊宿骛，绕
城十里乱栖鸦，宿骛栖鸦飞不去，鸣金
伐鼓天将曙。”开阳城元宵节舞龙灯的
队伍沿街边走边舞，过学宫，出东门，
沿金溪从南向北返归钟山龙潭，一路
上惊得鹊飞鸦噪，如此热闹的场面，不
仅观灯的乡民舍不得离去，就连被惊
醒的鸟雀也不愿意飞走。但是此时已
近天明了，观灯的人群不得不提着灯
笼，打着火把，怀着各自的满足和喜悦
的心情逐渐散去。此时远远望去，就
如春星四散、流丹飞动，就像诗人诗中
描述的那样：“须臾散似荡春星，纷彩
流丹知几处。神龙昂然还绛霄，岁岁
能将玉烛调。”

从诗中描述的内容，今天的人们
可以看出开化县在明代以前，舞龙就
是从钟山脚下、龙潭之畔开始的。舞
龙队伍自北向南沿街舞动，过钟秀门，
关帝庙，到县署衙门前集中，荷花塘边
的宽阔广场地带即为古代开化元宵节
舞龙灯表演的闹市中心。

元宵舞龙灯闹过后，“金溪父老笑
绝倒，家家多唱太平谣”。开阳城百姓
狂欢后个个心满意足，心中充满了对
天下太平、百姓安康的祝福。开阳城
百姓人人期盼岁岁有龙灯，家家有灯
笼、年年有欢乐。这也许就是他们对
来年生活的最美好期盼吧。

月上柳梢头 人约黄昏后
——从一首古诗看热闹纷繁的开化古代元宵节

元宵（外一首）

今年的这只虎不属于森林
也不属于动物园，更不属于
人们恐惧它一生的
游园惊梦

今年的这只虎，它属于
我们中国人的千家万户
它为每一个人守岁
而在汉字的拐弯处
我却看见了
一个“凶”与“猛”的相关词
悄悄地
被拂去它肉身斑斓的皮

但这只老虎还是从
一座山崖上跳下来
仿佛从一幅年画里
穿过它一枚春帘的“寅”字
嵌入一种崭新的幸福与喜庆
悬在来年的祝福期盼中

而当你写下“虎虎生威”的
那一刻
感觉这只飞虎
恰如站在它春联的眉梢上
美美乖巧地，换了新装

虎年说虎
——致202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