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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魅力乡村魅力乡村

“袨服华妆着处逢，六街灯火闹儿
童。”元宵节，是一场光与影、古与今交
织的绮梦，从岁月深处迤逦而来，带着
团圆的温馨、节庆的欢腾，点亮了华夏
大地的每一寸山河。在闽浙交界的寿
宁县犀溪镇犀溪村，这里的元宵节节
庆习俗——竖灯茶文化十分独特，让
人记忆深刻。

该习俗诞生自清康熙后期，历经
三百多年时光仍历久弥新，成为犀溪
村最具特色的文化标识，吸引了许多
境外游客驻足体验。

今年正月十五元宵节，笔者走进
犀溪村的大街小巷，不时可见居民楼
前竖着一根枝叶茂盛的毛竹，毛竹之
上绑着形态各异的七盏花灯。看到这
个竖灯，便表示主人家添丁了，不管是
远来的游客还是周边村民、孩子都可
以来家门口领零食糖果，亲友们可以
前来祝福、欢聚喝茶。

曾经，竖灯仅是叶氏族人专有的
庆祝活动，随着时代发展，犀溪外姓村
民不断增多，大家便也纷纷效仿，让这
一文化习俗在更广阔的土地上生根发
芽。每至元宵节，整个村子都沉浸在
一种别样的喜庆氛围中。只要是前一
年生育了小孩的家庭，尤其是添了男
丁的人家，便成为全村关注和庆贺的
焦点。元宵节前，亲朋好友自发地汇
聚在一起，怀着满心的期待与喜悦，前
往竹林，精心挑选一棵正值壮年、粗壮
挺拔的毛竹，将其连根挖起，大家齐心
协力抬回家中将底部的枝叶稍作修
整，挂上七盏大红灯笼后竖在家门口。

这七盏灯形态各异，蕴含不同的
寓意与祝福。第一盏是圆润饱满的寿
桃灯，希望新生命与家族众人福寿绵
延。第二盏是灵动活泼的鲤鱼灯，象

征着生活富足，年年有余。第三盏是
金黄的桔子灯，寓意着家庭和睦，吉祥
如意。第四盏是轻盈曼妙的蝴蝶灯，
象征着新生命将如蝴蝶破茧般，勇敢
地迎接美好的未来。第五盏是走马
灯，寓意着新生命将传承家族的勇敢
与智慧，在人生道路上勇往直前，走向
成功。第六盏是璀璨的星辰灯，寓意
着新生命将为家族带来光明与希望。

每当夜幕降临，竹枝上的七盏灯
笼依次亮起，柔和的灯光洒在夜空里，
仿佛为村庄披上了一层梦幻的薄纱。

灯光下，楼房厅堂里，长条桌上摆
满了瓜果、茶点。前来祝福的亲友、孩
子、游客来了一茬又一茬，大家一家家
地走动，相互邀请着去喝酒泡茶品点
心。每到一家，主人都会热情地拿出
自家最好茶点酒水，盛情款待客人。
门前祝贺的鞭炮响了又响。在茶香、
酒香和美食的香气中，人们的情谊愈
发深厚，整个村庄都沉浸在一片温馨
祥和的氛围之中。

据村民说，竖竹上的灯要连续点
上七晚，到第七天晚上举行“圆灯”仪
式后方可熄灯。

如今，这样独特的元宵文化习俗已
成为犀溪镇文旅融合的一张名片，犀溪
镇结合竖灯茶习俗，在春节至元宵节期
间举办盛大的竖灯民俗文化节，组织村
民进行舞狮舞龙表演，聘请专业剧团开
设戏曲演出专场，不仅为村民送上文化
大餐，更吸引了浙江泰顺、福安等周边
众多游客前来观赏体验。 □ 吴苏梅

暮色四合，鹫峰山脉的褶皱里，屏南县甘棠乡
巴地畲村的广场上燃起熊熊篝火。畲族少女的银
饰在火光中叮咚作响，游客与村民手挽手围成同心
圆，竹竿敲击青石板的脆响应和着古老的畲歌。突
然，一声铜锣震碎夜色，人群屏息凝望——数名畲
族汉子手持四五米的竹竿奔出，竿头铁笼内炭火炽
烈如熔金。竹竿起落间，铁笼化作火流星腾空炸
裂，火星如瀑布倾泻，又似金蛇狂舞，在夜空中勾画
出一只翼展十米的火凤凰。它时而低掠如虹，时而
扶摇直上，尾翎拖曳的流火点燃了整片苍穹。游客
王先生举着手机喃喃：“这哪是表演？分明是古老
文明在星空下复活的史诗！”

这震撼人心的奇观，是畲族与火对话七百年的
生命诗行。然而上世纪六十年代，这项绝技因历史
尘封而中断。直到2018年，村民蓝长波、蓝振源等
人依据父辈口述历经百余次试验，终让消逝半世纪
的火凤凰浴火重生。他们将传统左右摆动改良为
螺旋升腾，让火星在气流中驻留更久，凤凰形态愈
发灵动磅礴。表演中，将炭火装入铁笼，通过长竹
竿操控火笼旋转升空，火星随气流四散，形成凤凰
振翅、流星坠地的奇幻景象。

巴地村是屏南县唯一的畲族居住的行政村，凤
凰是畲族的图腾，而舞“火凤凰”，是巴地畲家传承
至今的特色民俗活动。巴地古村建筑以土木结构
为主，为避免引发火灾，巴地畲族先祖认为，举行

“舞火凤”仪式，寓示着火已经燃过，来年可消除火
患。这种朴素的生存哲学，如今化作乡村振兴的文
化动能。当地政府以“火凤凰”为核心，打造出“非
遗+文旅”融合模式。

漫步村中，古韵与现代的交织随处可见：畲族
木牌楼矗立村口，老宅被改造成民宿，壁画和青石
板阶梯指引游客探寻“凤凰浴火”。巴地村跳出了

“景区化”的窠臼，成为活态的文化博物馆——游客
触摸的不仅是风景，更是流淌的族群记忆。

夜幕下的巴地村广场上，篝火熊熊燃起，身着
民族服饰的畲族村民与游客手拉手围着篝火载歌
载舞，欢笑声、呐喊声不断。结合“火凤凰”表演，该
村推出了畲族特色表演，竹竿舞、篝火舞体验，进一
步提升观赏性和参与性。

蓝长波说，现在村里会舞“火凤凰”的约有 30
人，希望持续改善技艺、提升道具，让“凤凰”更好地
呈现于大家面前。

“畲族火凤凰习俗”是福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项目，也是巴地村撬动“文化古村游”的重
要支点。近年来，巴地村深入挖掘畲族文化内涵，
不断传承畲族歌舞与民俗，大力打造产业鲜明、风
情独特的畲族特色村寨，促进当地旅游产业发展。
全域联动，串联起了屏南县南部“小梨洋—巴地—
漈下”旅游带，实现“日游古村、夜赏火凤”的沉浸式
体验，带动提升周边村的住宿、餐饮业发展。

2024年的巴地村，火凤凰已从民俗仪式升华为
当地文旅大IP。数据揭示着巨大的变化：28场常态
化演出吸引游客超2万人次，对于小广场的容纳量
来说，这意味着场场爆满。如今，巴地村聚力打造

“火凤凰夜游经济项目”，将畲族“火凤凰”表演变成
每周一次的常态化表演，吸引着四面八方的宾朋。

翻飞的畲族银饰与夜空中洒落的万千星火交织
成新春交响。外地游客李女士体验竹竿舞后感叹：

“这不是表演，是畲族人把生命热情泼洒给天地看！”
当最后一粒火星隐入夜色，巴地村的夜灯次第

亮起，戏台上的凤凰剪影与苍穹遥相呼应。这个曾
因贫困人口外流的畲族古村，如今借火凤凰完成华
丽转身——非遗不再是博物馆的标本，火凤凰的每
一次振翅，都在点燃乡村振兴的希望。屏南的实践
昭示着：当传统与现代真诚对话，最古老的火焰，也
能点燃最璀璨的星辰。

□ 本报记者 郑霄 文/图

屏南巴地村“火凤凰”：

浴火千年照畲乡

犀溪竖灯茶韵

近日，蕉城区赤溪镇文昌阁周边
迎来了樱花盛开的季节，600多株樱花
竞相绽放，将这片乡土装扮得如诗如
画，美不胜收。这一壮观景象吸引了
众多游客前来观赏，共同感受春暖花
开的美好时节。

日前，记者走进文昌阁，一株株樱
花树亭亭玉立，繁花似锦。粉白相间
的花朵在阳光下熠熠生辉，仿佛一片
片粉色的云霞，绚丽夺目。微风吹过，
花瓣轻轻飘落，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
花香，令人陶醉。游客们漫步在花海
间，或驻足欣赏樱花的美丽，或拍照留
念，尽情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据本地居民黄先生介绍，这里的
樱花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品种多样，每

一株都有其独特的韵味。樱花盛开期
间，每天都有大量的游客前来观赏，为
这片乡土增添了无限的生机与活力。

游客王女士表示，她是通过社交
媒体了解到这里的樱花盛开情况，特
意赶来观赏的，这里的樱花非常美丽，
让她感受到了大自然的神奇与魅力。

春暖花开，正是出游好时节。快来
赤溪镇文昌阁周边，与600多株樱花共
同度过一个难忘的春日时光吧！

□ 黄璐 褚子强 文/图

蕉城赤溪：

600 多株樱花盛开
引游客共赏春光

□ 谢宜兴

蕉城虎贝镇，有村叫“梅鹤”，单凭这
一名字，便足以令人神往。

“梅鹤”二字，自然让人想起那个隐居
西湖孤山种梅养鹤、“以梅为妻以鹤为子”
的诗人林逋。而梅鹤村名的由来，还真是
源自于他。

梅鹤村和相邻的文峰村，一南一北，原
来都叫石堂，古有“石堂三十六村”之说，至
今已近千年历史。因梅鹤村民大多姓林，
称“石堂林厝”；文峰村民黄姓为主，称“石
堂黄厝”。明末清初，因敬慕同姓和靖先生

“梅妻鹤子”的淡泊人生与隐逸情怀，“石堂
林厝”将村子更名梅鹤。而“石堂黄厝”看
重村前文笔峰，村随山名改为文峰。

有观点认为林逋终身不娶，只是佳话
而非事实。甚至指其后人分别在奉化与
日本，曾经会师杭州寻根孤山。其实，“梅
妻鹤子”已成一种文化符号，深究林逋侍
梅伴鹤前是否娶妻生子，或者身后是否按
民俗过继孩子接续香火没有意义，但他确
实被美化了，像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世外隐
者。著名学者夏承焘也认为，“林逋不是
完全遗世绝俗的人”。

可我更喜欢以出世情怀入世生活的
林逋，那是“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
黄昏”的林逋，也是“君泪盈，妾泪盈，罗带
同心结未成，江头潮难平”的林逋。

因 此 ，对 于 梅 鹤 之 行 ，我 怀 有 期
待。——它是林逋的诗人情怀穿越时空
的投射之地；在梅鹤与文峰还没有从石堂
分开之前，还是南宋诗人、理学家、教育
家、天文学家陈普故里。

在初春的轻阴薄寒中，我们来到梅
鹤。车子径直开到村西的花桥旁，当地村
干部指着墙上的村庄全景图、导览图和民
国时期的县域地图，向我们介绍石堂的变
迁与梅鹤的历史。绕村而过的九曲唐溪像
是配合解说，从花桥下静静西去仿若流年。

花桥是宁德境内最古老的石拱廊桥，
原名登龙桥、沉字桥，始建于北宋崇宁五
年，清乾隆四十三年重建，更名花桥。有

“宁阳第一桥”之誉，可以说是梅鹤村的形
象大使。

而这，却是缘于一个梅鹤人津津乐
道、经久不衰的传说：宋大儒朱熹与后学

陈普在花桥上的“千古唱和”。
相传宋淳熙年间，朱熹路过石堂，渴

饮泉水觉有墨香，预感此地日后将出大
儒。一时兴起，在建造中的登龙桥亭尚未
架起的木梁上，写下“紫阳诗谶石堂名彰
千古”，墨渗木中，刨之不去，“沉字桥”因
此得名。七十年后，当地学子陈普与友人
同游此桥，见桥屋梁上只有上联，灵感忽
至，对上“玄帝位尊金阙寿永万年”，上下
联对仗工整，成就了与朱文公穿越时空的

“共同创作”。
花桥两头有两座宫庙，北端是林公

宫，南边是东岳宫。林公宫大门紧闭，我
们穿过花桥来到东岳宫。

东岳宫始建于元代，原是石堂谢家祠
堂。明永乐四年，石堂谢霖考中进士，选
为翰林庶吉士——庶吉士虽非官职，却是
皇帝身边近臣，进入内阁的“跳板”，如张
居正、曾国藩都曾是庶吉士。因此，传说
是谢家出仕徙居别处，也有说是后来蒙难
迁往他乡。总之，最后弃用的谢家祠堂被
改成了如今的宫庙。

东岳宫也是梅鹤村引以为傲的一处风
景。建筑由门楼、敞廊、偏房以及三座并排
的大殿组成，规模不大，但门楼建筑颇具特
色，四层如意斗拱叠涩出檐。叠涩是一种
古代砖石结构建筑的砌法，逐层堆叠，传递
负荷，增加美感，多层叠涩拱常见于砖石塔
等砌筑，在门楼中不多见。还有宫门前的
抱鼓石及门枕石系木质漆面，更为罕见。

集佛、道、儒三教于一体是东岳宫最
特别之处。踏进宫门，但见三间大殿不仅
供奉东岳大帝、温、康元帅及陈靖姑，如来
佛祖及观音、弥勒，还有朱熹、陈普。

在乡下，老百姓把佛、道混同是常有
的事。你问一个烧香磕头的老婆婆，她会
告诉你，佛就是菩萨，菩萨就是神仙，他们
都是保佑平安发财的。

民间信俗中，为神者必是好人。在福
建，林默娘成了妈祖海神，陈靖姑成了临
水娘娘，林亘成了林公大王，他们同样都

是为民除害、救苦救难，得到百姓崇拜、朝
廷赐封。这种看似粗粝的信仰形态，实则
有着潜在的世俗引导与价值指向。

老百姓求神拜佛讲求实用。不管是
佛是道，“灵验就拜，不灵拜拜”。求运求
财、祈福消灾，在他们眼里神是万能的。
不求灵魂救赎，但求现世安乐，这种信仰
态度很有韧性，它是正统宗教的异数，却
是乡土文化的常态。

因此，对于梅鹤东岳宫里儒释道融合
共处，我一点不诧异。让我感动的是他们
把乡贤陈普也作为一尊神供奉其中。

陈普，字尚德，号惧斋，宋淳祐四年出
生于石堂（今文峰村），世称“石堂先生”。
在一首就以《石堂》为题的诗中，他写道：

“仙佛人言是一家，好分半席共烟霞。”这
句诗在东岳宫里读来，仿佛预言。

陈普青年时曾就学于浙东崇德书院，
受业于韩翼甫门下，算是朱熹的三传弟
子。把朱熹和陈普供奉在一起，促成他们
从沉字桥上的隔空唱和，到东岳宫里的同
室交流，倒是一次难得的成全。

我想，石堂乡人把“石堂先生”作为神
来供奉，那是对其智慧灵性的钦佩，品行节
操的景仰，学问功业的敬重，求真精神的尊
崇。当然，也是一份乡情的重塑再造——

陈普七岁时，于田间嬉戏，见白鹭飞
止，即兴《咏白鹭》：“我在这边坐，尔在那
边歇。青天无片云，飞下数点雪。”一个少
年如此的想象力与诗才，其慧心与灵气让
多少诗翁望尘莫及。

南宋灭亡后，元朝三度诏聘欲起用陈
普，可他坚辞不就，以宋遗民自居。“白云
生远岫，明月照清秋。不问尘世事，免撩
世俗流。”《山居》的日子，高洁自守。“山河
千里远，故国几多愁。……丹心昭日月，
誓死不言休。”《冬日感怀》故国，怀念之
情、捍卫之心跃然纸上。

陈普学问精深，著述甚丰。数百卷作
品今多散佚，仅存《石堂先生遗集》等二十
余卷。宋亡后，他先在石堂仁丰寺设馆倡

学，招徒课艺。6年后离乡，兴办政和德兴
初庵书院，受聘主讲于建州云庄、福州鳌
峰、莆田勿轩庄等多家书院。慕名求学者
不绝于途。培养了韩信同、余载、黄裳、杨
琬等一大批理学名士。

经学之外，陈普让我惊为天人的是其
天文学的造诣。他著有《浑天仪论》，研制
出聚铜铸刻漏壶，为当时最精确的计时
器，世界最早的钟表雏形。一天的误差在
20 秒内，从宋末到明末，推广使用了近
400年。一个书生干了一个工匠的活，一
个诗人校准了一个国家的时间，一个理学
家完成了一个天文学家的使命！

陈普对石堂感情深厚，三十年流寓在
外，写下许多怀乡诗作。晚年思念家乡，
作《归去来辞》《寄园洲》等。元延祐二年
病逝于执教十八年的莆田，归葬石堂山。
他爱乡，乡人也以他为荣，文峰村为他立
祠，东岳宫奉他为神，也算是应验了他在
另一首题为《石堂》的诗中所言，“终当结
屋此云栖”。

我相信，一个把先贤当作神来供奉的
村庄，必将激励后人而贤达辈出。一个有
神的村庄，自会得到神光照耀而门庭焕彩。

离开东岳宫，我们接着参观了梅鹤村
的“石堂传统文化展览馆”和文峰村的环
水宫、闽东独立师北上抗日集训地。由于
时间关系，“石堂八景”只能在诗中想象，
梅鹤、文峰的古建筑群只能在图中欣赏，
甚至陈惧斋祠也未涉足，难免遗憾，但也
算留个念想给下一次。

走过梅鹤，除了村名，见不到与林逋
有关的丝毫展示，好在东岳宫里见到了陈
普先生，一种欣慰让我觉得不虚此行。

石
堂

有
神

▲游客与畲族姑娘跳起“篝火舞”

梅鹤村梅鹤村 李德甫李德甫 摄摄

▲浴火高飞的巴地“火凤凰”

游客用手机拍下樱花美景游客用手机拍下樱花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