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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画卷
□宋扬

曾经逼仄的村路

和乡亲们的梦，一起拓宽

奔跑的汽车，再不用担心

车轮悬出路基

担心，错车艰难

净化水质的水草，栽在河边

向河水过度肥化说“不”

把水葫芦、福寿螺的入侵

控制于摇篮

这，是生态卫士的使命必然

曾经丢荒的地，连成一片

农人，在暖阳下挥动镰刀

收割二季稻

也把秋的收获，往初冬

延展

种田，也是上班，

农民与工人的身份，几乎就快

模糊彼此的界限

聚，是一团火

农田集约，效率翻番

旱性的土，交给果园

水性的田，就作稻田

啊

各美其美的村庄

一幅五彩缤纷、参差多态的

生动画卷

江南水乡
（外一首）

□李征

千回百转，如影随形，

你，闯进了我的梦里，

是童年的梦，

是历经山海的梦，

你带我回到了心灵的原乡，

那里有花，有草

有小溪的歌唱，

有外婆的轻柔低诉，

一次又一次，

敲打着我的心房，

多么美丽的江南水乡呀，

任世间沧海桑田，

你依然是我最纯真的新娘。

最开始的地方
清晨的薄雾

掀开了你的脸庞

缱绻朦胧间

还记得你美丽的模样

如一阵清风

吹开了心底的忧伤

温柔的怀抱

承载了最初的梦想

那些年的我

轻轻舞动着

远方的向往

那些年的你

静静守护着

女孩的善良

岁月未曾走远

多年以后再回头望

我们依旧站在

最开始的地方

山下龙灯
□赵开浪

农历正月十七晚，蒙蒙细雨裹挟

着阵阵寒意，西城街道山下村龙灯翻

卷腾飞气势如虹，带给现场观众激越

铿锵热情似火，抖音、微信、微博刷屏

龙灯盛会，展现“灯中武魁”最刺激的

流量担当。

山下村迎龙灯文化已有 200 多年

历史。每年农历正月十七，全村家家

户户开门迎客，从四面八方赶来观灯

的人络绎不绝。二十多年前，我在山

下村担任教师，每有老师傅制作龙灯

时，就会到大会堂现场观看。龙头制

作最讲究，先用竹篾搭好骨架，约有 2

米多高，用红色的锡纸和普通的彩纸

裱、贴、剪、刻，龙头的主色是红色，画

上红色的舌头、黑色的眼睛和龙须，用

彩笔画满龙鳞、龙甲和其他装饰。在

龙节接头处，写上“五谷丰登”“六畜兴

旺”等字样。

正月十七正逢新学期伊始，下午

刚放学，师生们都赶去看山下迎龙

灯。先是“龙头出会”，6 人扛着“龙

头”到商店和大户人家讨“利市”，红包

用于开支外，赞助老年协会，随后到田

野麦地祈祷，俗称“看麦”，寓意“神龙”

保佑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随后，观灯车辆在永义公路上排

起长龙，山下村更是被各地来的“灯

迷”围得水泄不通。晚饭吃到一半，朋

友家门口响起锣鼓声，原来是通知板

凳龙去“接龙”了，朋友的儿子小雷刚

过 20 岁，早就穿好冲锋衣，随着征召

立即扛着板凳龙出发，当晚迎龙灯要

坚持 5 小时以上，对体力、智力都是巨

大挑战，我们都为他加油。山下村就

是这样，200 多年的风俗代代相传，家

家户户都要备好一桥板凳，由男丁将

板凳一桥一桥拼起来，一桥板凳上点

两盏灯笼。灯笼有两种颜色，红色灯

笼代表男孩出生周岁或十周岁“大男

灯”，白色的灯笼则是成人灯。

山下龙灯，人称“灯中武魁”。过

去，山下村是童宅乡政府所在地，迎龙

灯在乡政府门前广场举行。近年来，

随着美丽乡村建设，山下村在西面山

坳地建设了休闲广场，天然的小山坡

成了绝佳的观灯区。龙灯浩浩荡荡抵

达广场，先是在龙灯下一番“钻来钻

去”的人们，这也是求取功名、早生贵

子、生意兴隆的祈福仪式，200 多年来

一直没有变。迎龙灯是团队协作的表

演活动，除了配合默契，还要掌控着节

奏。山下龙灯“盘龙”是高潮前的精彩

片段，“咚咚咚⋯⋯”激越的鼓声中，板

凳龙跟着龙头快速打转三圈，调整好

翻转前的准备，蓄势待发，这也是山下

龙灯一直90多桥能够灵活高效的关键

所在。在喧天锣鼓的带动下，90 多桥

板凳龙舞出追、赶、跑、跳、翻、滚等各种

花样，时而似蛟龙出海，腾飞翻卷，时而

如大江东去，九曲回环。在手持龙珠的

师傅引领下，舞动的龙头、龙身、龙尾相

互配合，又相互牵制，不断变换队形和

姿势，一会儿八卦阵，一会儿长蛇阵，

一会儿大圆阵，变幻无穷，目不暇接。

龙灯映红了人们的笑脸，锣鼓声、欢呼

声，响彻山下、传遍寰宇。最精彩的莫

过于先缓后急的“盘灯-圆灯-翻灯”，

从龙头的启动翻身到龙身的高速运

行，再到龙尾的雷鸣电掣，勇猛精进、

张弛有度，令人叹为观止。

龙年迎龙灯，元宵味更浓。作

为永康民间艺术文化瑰宝，山下龙

灯凝聚起来的团结合作、勇猛无比

的精神，传承下去的岁岁平安、福泽

后代的寄托，散发四周的欢乐祥和、

雅俗共赏的魅力，温暖踏实、经久不

衰、萦绕脑海。山下龙灯，点燃的不

仅是一个个夜晚，而是新一代村民

的文武兼备，更是千年华夏的良宵

一刻值千金。

山下看灯
□金慧敏

去山下看灯，有几种人是不能约

的。

第一种，时时在察看天气预报

的。告诉你现在雨，一会儿雨，两小时

后雨，今天晚上都有雨。这种人是不

能约的，能把你去山下看灯的热情消

磨殆尽。

第 二 种 ，要 风 度 不 要 温 度 的 。

穿得风姿绰约，细高跟、敞脖露腿的

人不能约。龙在翻身时，喋喋不休

跟你抱怨太冷、脚疼站不住了要回

家时，我怕你会想打人，这样是很伤

感情的。去山下看灯，就要穿得厚

厚实实，鞋子要不怕泥水的，走一步

就半脚陷在泥水中也不会往里进水

的那种。

第三种，不想走路的人是不能约

的。除非山下是你老丈人家，你上午就

赶过去了，在山下逗留了一天，看着网

络上别人抱怨车开不过，没地方停，而

内心优越感爆棚。不然就算你自以为

是早早吃了晚饭赶过去，不走上两公

里，还是见不到山下龙灯的，关键是，看

完灯你还得走两公里才能回到车里。

第四种，胖子也是不能约的。在

山下，哪里是停车场哪里是路，你是

区分不了的，但凡能挤进去一辆车车

身的地方是绝对不会有空的。反正，

像我这种车技的人是只能坐在车里

哭，脚一动，车就左右逢源的尴尬，你

大概是不太能体会的。从富大坑到

山下，车与车之间，像我这样身材的

人堪堪能从车跟车之间的缝隙挤过

去，你要是带了一个胖子，你刚一脚

把他的屁股从车之间塞过去，那边肚

子又卡住了，过去把肚子塞进去，这

边屁股又挤出来了。那边龙头一阵

紧似一阵催着龙身来接灯的炮声，是

会把你急死的。

总之，来山下看龙灯，你要有不问

前程的勇气和体力。东阳花园的板凳

龙最长的有 3500 多桥，接起来有 5.5

公里，山下的板凳龙是不会超过 100

桥的，但是看过的人都说山下龙灯是

永康龙灯的天花板。这么短短的龙灯

敢说第一，不去看过，我是不信的。

来山下看龙灯是有福利的。团灯

的场地是泥地，那是迎灯人的福利。

观灯人深一脚浅一脚穿过去，却是可

以爬到旁边的山坡上去，这是可以俯

瞰盘龙翻身的视线开阔的天然看台，

跟去其他地方看灯，要踮着脚尖仰着

脖子，把手机高高举起，塞到人群缝隙

里通过手机的相机功能来看龙灯的待

遇，是有天壤之别的。

山下龙灯有“灯中武魁”之誉，一

个龙头，一班人差不多花一周的时间

手工精制，龙头、龙身和灯罩上彩绘的

人物、花鸟、虫鱼皆手绘，栩栩如生。

当别地的龙灯都用上电子灯时，山下

龙灯里点的还是传统的蜡烛。

在山下看龙灯是可以感受到神的

福祉的。山下迎龙灯的日子都会下

雨，可是每次只要龙头灯一点上，鼓点

声响起时，就算是倾盆大雨，也会立马

变小，一会雨歇。我也信了，因为一路

打着伞过来，等我爬到小山坡上时，雨

歇伞收，正好赏灯。

龙头在锣鼓铙钹声中静静伫立，

等着桥身和桥尾相继来接。催灯的鼓

点时缓时急，必有桥灯入场。我不知

道还有这样的仪式，在整个山下都好

像流动着丝丝暖意。后面还有一半的

桥身没有接上，龙头按捺不住，也是可

以先自嗨几圈的。

既然有“灯中武魁”之称的板凳

龙，怎么可能是斯文游走，规规矩矩的

呢？八字盘、左穿、右插、大圈、小圈，

怎么高兴怎么来呀。龙头要翻身，龙

尾也想腾飞呀，快速游动闪展腾挪间

若蛟龙出海，又似腾云驾雾，宛若星河

流转，璀璨无双。

那一条龙是活着的，恍若是一条

睡眠中醒过来的龙，正冲天而起。它

是饱含热情、蓄满生气的，是龙的潜在

力量，更是山下人带着春潮奔涌的热

忱，几万年，几千年，一路泥泞，跌跌撞

撞奔跑过来的生命力。

在山下看灯无疑是平生最爽的

一次观灯经历。无数次在电视上看

过，在视频里目睹，又怎能比得上现

场气氛的热烈。今晚，山下到底有

多少人？无以计数，人山人海一词

在这里体现得淋漓尽致。舞灯人、

赏灯人、鼓乐手的热情交织在一起，

不在现场，你无法体会此时此地燃

烧的激情。

我懂了，为什么大家都说山下龙

灯是永康龙灯的天花板，他们舞的不

是灯，而是生命，是生机，是力量。

山下是永康一个小小的村子，心

动了吗？走呀，去山下看龙灯呀。

可惜，错过了今年，只能等明年了。

山下龙灯 杨成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