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夜幕低垂，海浪轻拍海岸，渔村披上银纱，
这是狂欢前的最后一丝宁静。随着“咚锵”一
声铜锣鸣响，礼花鞭炮声四起，人群欢呼着簇
拥向前，2月12日晚7时许，沙埕镇南镇传承百
年的元宵闹花灯活动拉开序幕……

花灯队伍浩浩荡荡，绵延数里，分别由国
家非遗铁枝、板凳龙、跑马灯、车鼓亭等组成，
宛如一条璀璨的火龙，在夜色中蜿蜒前行、巡
游全境，照亮渔村的每一个角落。

此时，村民和游客被铜锣声吸引，从四面
八方赶来，他们或紧跟队伍走街串巷，或驻足
拿起手机或者相机记录下浓浓的“年味”。

这里是福鼎市沙埕镇南镇村。每年农历
正月十三至十五，南镇村都会上演一场村民自
发组织、规模宏大的元宵节闹花灯活动。时光
流转，这项传统习俗见证着渔家文化的传承与
绽放，也成为游子们最浓烈的乡愁。

南镇村元宵闹花灯分为四支队伍，由该村
10个自然村的村民组成。各个村的龙头轮流

“做头”，负责挑起组织灯会的重任，这是南镇
村特有的习俗。村民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共
同筹备这场盛大的“庆典”。据南镇村党支部
书记林前勇介绍，南镇灯会已有数百年历史，
它起源于渔民祈福丰年，后来逐渐演变成一种
文化根基，一个承载着渔村乡土气息和民俗智
慧的生动载体。

巡游的队伍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那
条由长板凳首尾相接组成的“板凳龙”。村民
齐心协力，将一节节板凳连接起来，安上灯、
套上彩布，宛如一条长龙在空中舞动，将太平
愿景传递给各家各户。“龙，是吉祥之物，在渔
民心中是神圣的象征。板凳龙连得越长，意
味着今年喜事越多，福气越满。”林前勇说。
这份朴素的愿望，在灯火中显得格外温馨而
动人。

在欢乐的人潮中，还有一群身穿戏服、活
泼俏皮的跑马灯“小演员”。鼓乐声起，孩子在
腰间绑着用竹篾编制马头和马身，化身各色戏
剧人物。他们一手拉缰绳，一手扬马鞭，组成
马队，跟着令旗，一边唱着方言童谣，一边跑步
前进，不时还会变换阵型。“马灯”会挨家挨户
上门讨米糕，给人们送去“步步高 年年好”的

美好祝福。
南镇灯会的压轴重彩戏，当属铁枝。铁

枝，俗称“杠”“阁”。据沙埕《刘氏宗谱》记载，
清乾隆十一年（1746年）的元宵节就已盛行“搬
铁枝”，距今已有 273年历史。早期的铁枝为
竹、木质结构，用人抬扛。

随着技术的进步，如今发展成使用钢管或
铁条焊接成枝状并固定于车辕上搬行。村里
的能工巧匠从民间传说、历史典故中提取灵
感，也会融入时事热点、渔村特色文化，提前设
计好主题，运用霓虹灯、LED灯等进行装饰，并

结合电机、烟雾机让其实现转动、腾云驾雾等
视觉效果。盛装打扮、妆容精美的小演员手持
道具，坐在“枝条”上用扎布固定，他们向观众
频频挥手，不时摆弄搞怪的表情，肆意展露他
们的天真烂漫。

“快看快看，那铁枝上的娃娃在转圈呢！”
一位操着外地口音的大姐扯着同伴的袖子惊
呼。每年灯会，每个花灯队伍村都会精心制作
两个铁枝，大家相互暗自较劲，比高度比创
意。今年的“铁枝”主题各异，有“年年有鱼家
家欢”“七仙女下凡送福来”等。一经亮相，铁
枝四周就被观众围得里三层外三层，游客踮着
脚尖，举着手机，赞叹声、快门声交织在一起。
铁枝通常可达 5至 6米，活灵活现，栩栩如生，
丝毫看不到支撑点和铁架的痕迹。这其中有
啥诀窍？

“每台铁枝都有分层，层与层之间称为‘过
枝’。铁枝师傅通常绞尽脑汁，借用道具等技
巧将‘过枝’隐藏。”据制作铁枝的姚智足师傅
介绍，他是从爷爷和父亲手中继承铁枝制作技
艺，目前已经参与铁枝设计与制作 30年之久。
元宵节当天，他牵头制作的“年年有鱼家家欢”
主题铁枝高达八米多，共有 11名演员，创下了
南镇村历史以来铁枝最高高度。“近年来，南镇
的村民靠海吃海，唱响‘海洋牧歌’，日子越过
越红火，这台铁枝就是围绕南镇村的支柱产业
渔业展开设计。”

“这是我女儿第二次坐铁枝，年前听说还
有机会参与，她格外开心。”村民陈星星紧紧跟
随铁枝，眼神满是骄傲和喜悦。虽然远嫁浙江
多年，但每年元宵都会回来“闹元宵”。她说，
儿子今年上高中，坐了五年铁枝，现在由妹妹

“接力”。她希望大家能一起守住家乡“文脉”，
薪火相传。

整场元宵节的活动会从晚上7时持续到深
夜11时左右。巡游队伍所到之处，无不引来村
民的夹道欢迎。他们纷纷围上前来，祈求来年
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每到一处，巡游队伍都
要停留许久，与村民共同分享这份节日的喜
悦。此时的南镇村，仿佛成了一个大家庭，每
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表达着对生活的热爱
和对未来的美好祈愿。

“去年看过南镇闹花灯后，一下子就被这
里独特的文化魅力所深深感染，今年早早把看
花灯列入春节假期旅游计划。”来自浙江省温
州市的叶先生自驾带着家人来南镇村，在他看
来，南镇花灯不仅仅是一次节日的庆典，更是
一次心灵的触动。

随着巡游队伍的渐行渐远，元宵节的热闹
与喜悦也渐渐散去。但那份渔家的情怀，那份
对文化的传承与坚守，渔家人的淳朴与善良，
却如同那盏盏不灭的灯火，永远照亮着南镇村
的前行之路。

□ 本报记者 朱灵塬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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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非遗铁枝一经亮相，
引来众多游客和村民围观。

▲一名小男孩参与到舞“板
凳龙”的队伍中

▲耄耋之年的铁枝制作艺人朱
邦山参与制作“铁枝”近四十年，图
为朱邦山正为小演员“绑铁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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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材紫砂，瓶身色乌透金、篆刻精细，“寿宁乌金陶”虽不像中国四大名陶如雷贯耳，但其品质、艺术形态别具一格。二十多年来，经
过工艺美术师吴祖清的辛勤耕耘和寿宁县当地政府的扶持，其生命力、文化底蕴与美学价值凸显，成为我省美术陶瓷中不可多得的稀有
品种。2019年，乌金紫砂陶制作技艺入选第六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近年来，其传承人交替接棒，“非遗+研学”如火
如荼，乌金紫砂陶正在焕发崭新的时代魅力。

艰辛试验独创乌金陶

走进位于寿宁县鳌阳镇解放街寿宁县梦
龙陶艺有限公司的展示厅内，只见展示架上
摆放着一尊尊古香古色、形态各异的仿古乌
金陶作品。不少慕名而来的游客正在主人吴
祖清的介绍下，观赏着，品鉴着。这里就是乌
金陶的全国唯一产地，在寿宁文化产业中独
树一帜。

令人羡慕的成绩背后，是吴祖清屡败屡
战，艰辛试验，终于成功独创“乌金紫砂陶艺
篆刻工艺”的传奇故事。

吴祖清从湖南轻工学院毕业后，就任寿
宁县二轻工艺美术厂陶瓷研制师。1991年，
随着企业倒闭，36岁的吴祖清下岗了。此后，
他先后在寿宁和外地从事园艺制品、陶瓷技
术创新工作。

1997年，吴祖清获知寿宁有优质紫砂矿
土资源，就回到家乡研制作品，创办了梦龙陶
艺有限公司，先后生产过紫砂茶壶、小花插
等，但因各种原因均以失败告终。

走了不少弯路的吴祖清悟到：不能只简单
模仿，要做就做技术含量高，市场独有的。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吴祖清在寿
宁各乡镇考察时，无意中听大安一个老人提
起：“寿宁在明末清初时曾烧制出一种乌金陶
工艺品，表面黑色，敲击有金属声，刻画着一些
花草图案和装饰文字，但已无实物可考证。”

吴祖清灵机一动，何不以此为突破口
呢！为此，他到斜滩镇租了间工作室，跑了十
几个山头挖了上百个土样加工后烧制。炎热
的夏天，超过40℃的窑炉，吴祖清没日没夜地
试验，请教专家，调配釉料，困了就靠在墙脚
打个盹，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他反复琢磨

着，如何配制黑陶土、氧化锰、氧化钙、氧化铁
等原料，才能使乌金陶既有金属般的厚重，又
有古香古色的神韵？

他还反复思考着用什么艺术表现形式才
能突出乌金陶工艺品的独一无二？多年走访
宜兴、景德镇、钦州、潮州等地陶瓷厂经历给
了他灵感：这些地方尚未有陶瓷篆刻作品，何
不将古汉字篆刻艺术融入乌金陶？

经过几百次试验，吴祖清终于成功烧制出
第一件乌金陶篆刻作品——“金文美人瓶”。

政府扶持产业发展壮大

历经艰辛，终有所成。吴祖清发明的“乌
金紫砂陶艺篆刻工艺”，汲取青铜器、铭文、碑
刻、汉画、金石、古汉字等元素，以陶为媒，以
字为魂，在乌金陶体上记录典籍中国、人文故
事等，作品集篆刻文化、书法艺术、陶瓷工艺
于一体，具极高艺术价值，在全国绝无仅有，
独此一家。作品先后获得省、部级工艺美术
精品博览会金奖、省工艺美术大师作品金奖
等，并被国家博物馆、中国工艺美术馆收藏。

由于手法独到，在材制与工艺上突破创
新，为了表彰他为我国文化艺术事业作出的
突出贡献，2011年3月，国务院为其颁发政府
特殊津贴和证书。此外，吴祖清还获评全国
技术能手、中国工美行业艺术大师、福建省级
高层次人才、宁德市天湖人才（A类）等荣誉。

在获得业界广泛认可后，吴祖清带着乌
金陶作品参加行业博览会、展销会、拍卖会，
通过艺术馆、古董店等多个窗口展示销售，让
寿宁乌金陶逐渐声名鹊起。

百花齐放才能春色满园。2001年起，吴
祖清陆续招收学徒研习篆刻技术，并大幅提
高学徒工资待遇，同时鼓励学成的高徒自立

门户。他深知，要将乌金陶产业做强做大，需
要更多的人一起努力，只有百花齐放，才能春
色满园。

在个人努力的同时，各级政府部门也给
予了大力支持，国家相关部委及省级部门在

“梦龙陶艺”设立了“吴祖清国家级技能大师
工作室”，全省首批技能大师工作室之一的

“吴祖清陶艺篆刻技能大师工作室”，推动梦
龙陶艺公司注册的“梦龙”牌商标成为宁德市
知名商标，帮扶寿宁乌金陶制作技艺成功申
报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吴祖清成为
省级代表性传承人。 2019年，在县乡两级政
府部门的支持下，吴祖清在下党古村成立了
乌金陶传习所，邀请年轻画师叶立城入驻，设
立非遗展馆、体验区，集传统乌金陶瓷古法技
艺研究、传承、研学等于一体，吸引国内外众
多乌金陶爱好者免费参观、学习。

女儿接棒创新谱新曲

如何将传统乌金陶融入现代生活，让乌金
陶能够走入大众视野，实现更好发展？女儿吴
芳源的返乡让吴祖清有望卸下多年的重担。

在“梦龙陶艺”一楼的“陶也”陶艺体验馆
内，“新农人”吴芳源正专注地篆刻一件定制乌
金陶作品。虽年仅22岁，但从小在父亲的言
传身教和个人努力下，她已是乌金陶制作技艺
的市级代表性传承人，不仅掌握了传统乌金陶
制作技艺，还参与产品的研发和技术创新，根
据年轻人喜好创作乌金陶新作品。

不久前，吴芳源通过小红书视频账号卖
出了由她独自创作的乌金陶作品《囍》。这件
作品比仿古乌金陶作品更加简洁大方，红底
中篆刻着方正的“囍”字，备感与众不同，非常
适合当作新婚礼物。

说起女儿，吴祖清备感欣慰。吴祖清深
耕乌金陶技艺，女儿从小就对乌金陶篆刻艺
术产生浓厚兴趣，5岁起她就一边学画画、写
毛笔字一边玩泥塑，打好基本功后又帮助父
亲描图、雕磨，高中毕业后更是进入泉州工艺

美术职业学院学习，立志要传承、学精、创新
这门独特技艺。

经过 5年专业系统学习，吴芳源的艺术
水平得到很大提升。2023年开始，她回到“梦
龙陶艺”实习，一年多来，在父亲的细心传授
下，更是掌握了关键技术“釉上悬刀篆刻”及
乌金陶陶土、釉水配方的调制要领，能够在脆
薄的干坯上屏气运刀篆、凿、点、刻。

吴芳源说：“在陶瓷泥坯上创作是个非常
精细的活。陶瓷泥坯颗粒大，若掌握不好力
度很容易崩裂。泥坯上雕刻的图案和文字，
经过上色和烧制后有一定烧坏的概率，必须
刻画得非常精细。无论是阳刻、阴刻字体或
是图形，为避免手沾到表面的釉粉影响外观，
匠人只能悬腕操作刻刀，称为釉上悬刀篆刻，
这是一项非常难掌握的技巧，没有三五年的
练习根本无法独立操作。”

“仿古乌金陶需釉上悬刀雕刻，制作技艺
难度大，产量低，成本高，且造型古朴庄重，年
轻人不一定喜欢。”在传承乌金陶传统技艺的
基础上，吴芳源尝试将仿古乌金陶制作与现
代简笔画等艺术表现形式相结合，努力探索
仿古乌金陶适应大众审美需求的更多可能

性。
虎父无犬女。在父亲的指导和个人勤奋

努力下，吴芳源创新创作的乌金陶作品多次参
加省、部级行业精品评选活动并多次获得金、
银、优秀等奖。多次应邀参加省、市文旅、非遗
部门组织的精品展示、现场实操等活动，得到
领导及专家的好评。其乌金陶创新作品《古村
陶匠美人瓶》《抗洪梅瓶》《硕果累累》先后获
得第七届福建省陶瓷艺术与创新设计大赛银
奖、省第四届“闽艺杯”陶瓷艺术创意设计金
奖，省第四届工艺美术创意、设计大赛优秀
奖。2023年，吴芳源设计创作的“习主席金
句”——弱鸟先飞等系列大众化乌金陶工艺
品获得市场认可，产品供不应求。

新兴网络媒体给了吴芳源传播乌金陶文
化的新舞台。她将自己的创作过程拍成短视
频，上传到小红书、抖音上，吸引了众多年青
的粉丝，他们纷纷下定单购买乌金陶新品。
今年 1月 17日，经过精心准备，她设立的“陶
也”陶艺体验馆顺利开业，提供多项陶艺教学
体验和展示，吸引了众多爱好者前来体验，生
意红火。

□ 吴苏梅 文/图

吴祖清在指导女儿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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