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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 节日 元宵的

“大鱼海棠”鱼灯

太赞了
元宵佳节，点亮鱼灯，不仅能为节

日增添喜庆气氛，还象征着年年有余、
吉祥如意。

最近，宁波市级棉绳编织非遗传
承人孙人建精心制作的一款名为“大
鱼海棠”的鱼灯甚是亮眼，从选材到制
作，再到最后的组装，她花费了10天，

“希望大家新的一年好运连连。”孙人
建一面展示着手中的鱼灯，一面期许
道。

孙人建是北仑梅山人，梅山棉绳
编织技艺起源于梅西村苔岙，由早期
当地的裁缝手艺演变而来，历经四代、
传承百年，传到孙人建手中，棉绳编织
不仅具有极深的历史内涵，还具有浓
郁的民俗色彩。

梅山绳结讲究的是上下一致、左
右对称、正反相同、首尾可接，运用编
织、缠扣、钉串等多种技法，编织成丰
富多彩的花纹和造型，其魅力便是“以
结寓意，以结表情”。

“2014年，我从梅山学校退休，从
那时候起，我就开始自学棉绳编织。”
孙人建说，她学棉绳编织速度挺快，一
方面是因为悟性高、学习能力强，另一
方面也与祖上是有名的裁缝女工有
关。

制作的视频网上都有，材料也可
以网购，在孙人建看来，只要有心学，
再难的作品都不是问题。

杭州亚运会时，她创作了生动活
泼的“十二生肖”系列形象，经纬交叉，
丝丝相扣，灵巧的双手在一经一纬间
编织出各大生肖的形状。

此外，她制作的《敦煌华盖》《青花
瓷·锦盒》两个作品，还入展民艺巡礼
——浙江省诗书画器非遗精品展，在
杭州、宁波、台州、嘉兴、衢州等地巡
展。

今年是乙巳蛇年，她又制作了众
多与蛇相关的作品，放在梅山街道文
化站的展厅里。

再细看这次制作的“大鱼海棠”鱼
灯，以红色为主基调，棉绳勾勒出了鱼
的形状，黄色鱼鳞和4条流苏的点缀，
与其相得益彰。流苏鱼身里的灯串还
有两种亮灯法，整体营造了节日的喜
庆氛围。

“做这东西，需要耐心，平均每天
四五个小时坐下来，会有点累，但每次
完工后，我会很有成就感。”孙人建说，
10多年来，她的作品已达百余件，连
春节期间都没有休息，但她乐在其中，
只为传承技艺，不负初心。

记者 朱琳 通讯员 沈琼云

孙人建和“大鱼海棠”鱼灯。
记者 蒋晗炘 摄

从正月初十到正月十四（2月11
日），敲铜锣的队伍每天都会沿着元
宵行会的路线走街串巷，不仅起到

“广而告之”的作用，顺带检查行会线
路，看看有无障碍。

正月十四下午，元宵行会正式开
始。平日放置在鼓亭馆的鼓亭由当地
童氏各房扛抬而出，接力运转。和旧
俗不同，如今的鼓亭底部多装有轮
子，可以推着走，节省体力。

童氏共有十八房，因此有十八杠
鼓亭，再加上周边深受童氏影响的村
庄，“目前有二十余杠鼓亭参加行
会。”宁海前童元宵行会非遗代表性
传承人童全灿说。

鼓亭的外形酷似宝塔，采用朱金
木雕工艺精雕细刻。不同房派的鼓亭
上刻有不同的故事。有的讲先人故
事，有的讲典故传奇，有的讲家风家
训……

“如果这个房派过去有人考取过
功名，还可以在鼓亭上竖魁斗旗杆。”
童全灿指着造型各异的鼓亭，娓娓道

来。
从木工到雕刻，再到上漆、贴金，

制作一杠鼓亭需耗时半年到一年。只
要保养得宜，一杠鼓亭可传承好几代
人。如今在鼓亭馆里，保留着好几杠

“百岁”鼓亭，外观仍流光溢彩。
对各房派而言，元宵行会“行”的

不止鼓亭，更是本房派的荣耀。“鼓亭
够气派，扛抬的人越多，就代表这个
房派人丁兴旺。”童全灿说。

行会队伍所到之处，家家户户早
已准备妥当：门前挂起大红灯笼，还
会准备红枣茶、水果等，免费给抬鼓
亭的人享用。

周遭看热闹的人，总忍不住伸手
去摸一摸鼓亭，想要沾一沾喜庆和好
运，以至于鼓亭边缘是肉眼可见的

“包浆”。
元宵行会一般要持续两天，集中

在正月十四、正月十五的下午和晚
上。按旧俗，晚上行会时还要放铳花。
只可惜，制作铳花的技艺已经失传，
如今只能用烟花、炮仗代替。

正月十四
行会来了

■非遗“闹”元宵

2月 7日，农历正月

初十，铜锣声在宁海县

前童镇的街巷响起。古

镇的人们知道，元宵行

会就要来了。

前童的元宵行会已

有 500 年历史。时代在

变，生活方式在变，这里

的人们始终坚守着开

“坐堂会”、贴催丁票、敲

铜锣、抬鼓亭、放铳花等

旧俗，坚持要参加完元

宵行会再开工。

催丁票里写着“童

氏后人自十八岁以上，

六十岁以下的男丁都有

义务参加行会活动”。

“在老一辈看来，不参加

行会，一年没有运道。”

宁海县前童镇文化站站

长卢尚志说。

前童元宵行会曾一度中断，于
1995年前逐步恢复。2014年，国务
院公布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和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
名录，前童元宵行会名列扩展项目名
录。

前童元宵行会能兴盛至今，为每
年过年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主要有
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是“行会原来的一切经费
都是出于祀田的租费……如摆供福
礼的操办经费由庙田和祀田的租费
解决……各杠鼓亭抬阁的开支则由
各房的族田来解决”。

卢尚志说，简单来说，每年行会
的费用早已在家族公产中预留，避免
因经费一时周转不济导致行会中断。

另一方面，元宵行会传递的精神
十分“接地气”，讲究的是家族的团结
和无私奉献，各房派成员无论身在何
处、居于何位，都要回来参加行会。

在童全灿看来，这种源于血缘与
亲情，深植于家族根基的文化传统，
不仅是对家族先辈的敬重与追思，更
是对忠孝礼义等传统价值观的身体
力行，通过民间集体信仰的方式，支
撑一代又一代人将元宵行会传承下
来。 记者 石承承 袁先鸣

通讯员 葛琴娜

前童元宵行会能兴盛至今，在于“接地气”

只要保养得宜，一杠鼓亭可传承好几代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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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童元宵行会资料图
（图源：宁波文旅）。

元宵行会。崔引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