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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秋的阳光从密密层层的枝
叶间投射下来，地上印满铜钱大小
的光斑；当知了躲在叶后鸣唱，凉凉

的风带着丁香和月季的幽香飘进校
园。“姐姐！”稚嫩的童音伴着眨巴的
双眼，“姐姐，老师说西瓜灯文化节

开幕了……”
哦，又要西瓜灯文化节了呢。
记忆中，浓墨泼洒的夜空中，各

式瓜灯各放异彩，勾勒着节日盛
景。眼中简直装不下这满城的流光
溢彩。这便是儿时的我从不缺席的
西瓜灯文化节。

说起这节日，还得先提瓜灯。
记得初次操刀的我生涩地握着

刀柄，刻画着并不光滑的、僵直的线
条，但心中却充盈着满满的欢愉。
刻瓜灯可不是件易事，待到熟练后，
将圆弧形的刀尖嵌进瓜皮，灵活地
转动刀身，旋转，滑行，恰似一曲曼
妙的华尔兹。顺着纹路精细雕琢，
深一分易破，浅一分则透不出光。
雕刻时，瓜皮顺着指尖往下倾泻，任
自己脑中的画面在手下流淌。尤爱
刀尖“咬”上瓜皮时沙沙的“耳语”，
一如乐曲，令人平心静气。用心细
细勾勒，便觉得一景一物都拥有了
灵魂，散发着热量。

刻罢，将瓜顶切去一小块，凉气
便争先溢出来。掏去的瓜瓤自然得

先入口才好，在和伙伴的争抢欢乐
中，沁凉的瓜肉让整颗心快乐得仿
佛吃了蜜糖一样。

一支蜡烛或一盏小灯就能将瓜
灯唤醒，待晚上提在手中，碧绿的瓜
色透着柔和的微光，映出瓜灯上的
景物，朦朦胧胧，极具诗情画意。

这时的东湖边必定是热闹非凡
的。古色古香的长廊上整整齐齐地
悬着两排瓜灯，在橙黄灯光的映照
下，都笼上一层暖色。湖面上不时
漂过盏盏仿瓜灯，有的如芙蓉出水，
亭亭玉立；有的如龙舟游行，威风凛
凛。这些灯在黑丝绒般的湖面上飞
彩溢光，宛如一幅漆画，又似一首抒
情诗。

这时，若沿着九峰一览楼的扶
梯而上，登至楼顶，任晚风吹拂衣
襟，俯瞰满街的繁华，别提多惬意
了。

如今的我，愿点一支烛，提着自
己刻的瓜灯，去看看身边的诗和远
方。看，节日开始了呢……

指导老师 徐雅萍

醉美瓜灯
■东湖中学八（12）班 张吴萱

■西瓜游乐场 崇文小学201班 吴鑫媛 指导老师 冯书剑

我初初见你，牙牙学语，
黑绿相间，圆润饱满，
大人说，你叫西瓜，
你在我稚嫩的味蕾上开出一朵甜蜜的花。

时光匆匆，我已知事明理，
清爽可口，汁甜果香，
我方懂，你的另一个名字叫“乡情”，
你在我颤动的心间种下浓烈的期盼。

年年九月，西瓜灯文化节，
我必赴约，与你相见。
天上地下，千姿百态，
每每夏秋，融进那一场梦。

指导老师 张艳君

■文涛中学811班 徐云睿■平湖中学创新一班 邱旻忆

我与瓜灯有约
■文涛中学811班 卫心蕾

盼望着，盼望着……家乡平湖独有的
西瓜灯文化节开始了。

西瓜灯文化节，我觉得最主要的活动
就是刻西瓜灯了！刻瓜灯时，我们会把西
瓜横过来，在西瓜皮上画上自己喜欢的图
案：花鸟虫鱼，湖光月色，卡通人物……接
着，就要用刀刻瓜灯了。刻刀有各种大小
和形状，最常用的是一种像被斜切了一半
的吸管似的刀，用这种刻刀，就可以轻松地
在瓜皮上进行雕刻。刻完花纹，还需要把
西瓜的一端切掉一小半，用勺子把瓜肉掏
出来，再在空瓜肚里点上一根蜡烛。这样，
一盏颇具特色的西瓜灯就做好啦。

刻瓜灯固然很有趣，但更吸引小孩子
的还是“西瓜娃娃”欢乐秀啦。为了活跃气
氛，每年都会有一场盛大的欢乐秀比赛。
这是一个边玩边比的活动，让参赛小选手
们的紧张情绪在“玩”中消失无踪。先说说
今年初赛中的“玩”吧，就是边运篮球边走
S形，然后模仿大象转五圈，转完立定后投
飞镖，投中 6环以内得 10分，6环以外得 8
分。我是比赛中第一个拿到 10分的女选
手，是不是很厉害？到了复赛呢，选手们要
去周边一个著名的乐园边玩边比。而决赛
胜出的十二个孩子将作为“西瓜娃娃”穿上
可爱的黑绿条纹衣服，到舞台上表演西瓜
娃娃剧，十分精彩。

到了灯节的时候，平湖城就成了瓜灯
的天下。大家吃完晚饭，三五成群地出来
赏瓜灯。数不清的瓜灯挂在大街上、公园
里、东湖边，人们走到哪儿都能看到瓜灯的
身影。瞧，有些人拿着手机，正在给精美的
瓜灯拍照；有些人伸着手触摸瓜灯，静静感
受瓜灯艺术的美；还有些人跟朋友边赏灯、
边聊天，十分惬意……

这就是我家乡平湖独有的节日——西
瓜灯文化节，无论去往哪里，我都会自豪地
向众人介绍家乡的西瓜灯文化节。

指导老师 张丽琴

家乡的灯节
■实验小学405班 张轩绮

西瓜灯文化节到了，东湖
边又是人山人海，热闹非凡。

西瓜灯文化节的灯很美。
有的上面刻着东湖美景，有的刻
着可爱的动画人物，有的还刻了
书法作品。这些挂在南村书堆
的西瓜灯，把东湖衬得更美了。

我们参观的时候，却觉得
人比灯更美。

在走廊里，有一个小妹妹
高兴得手舞足蹈，一不小心，把
一个西瓜灯的流苏拉了下来。
看着被破坏了的那么美的西瓜
灯，小妹妹似乎吓坏了。站在
她后面的小姐姐一边安慰她
说：“没事的，我们来修好它。”
一边还拿起掉了的流苏，重新
把它挂了上去，大家都笑了。

突然，传来了一个童声：
“楼上的灯更好看呢！”我立刻
被吸引了，拉着爸爸妈妈就要
上楼去。爸爸却指了指边上的
一块牌子，上面写着：“人多拥
挤，请待会再来参观！”我才知

道，原来南村书堆的九峰一览
楼是有人数限制的。

于是我们又耐心逛了一会
儿，等到人流逐渐变少了才登
上了楼，我向远处望去，看见马
路上的汽车有序地排着队向前
开，路口有一个交警叔叔正在
指挥着交通，停车场里，车子都
停得整整齐齐的。

往楼下看，几个戴着红臂章
的工作人员正有礼貌地引导着
游客：“请往这儿走！”“欢迎参观
西瓜灯！”游客们也有序地走着，
连说话的声音也轻轻的。远处
的报本塔上，围着一圈绿色的东
西，我知道，那是挂在上面的小
小的西瓜灯，它们就像一只只小
眼睛，仿佛也在赞许地看着这些
辛勤的工作人员……

这时的我很自豪，不仅因
为我的家乡有美丽的西瓜灯文
化节，更是因为我的家乡是一
个文明的城市！

指导老师 陈 燕

灯美，人更美
■东湖小学501班 郑金桐

■追梦 实验小学303班 唐艾琳 指导老师 全 跃

每年九月秋高
气爽时，是我最爱平
湖的时候。放学回
家路过东湖边，猛然
抬头看到熟悉的西
瓜灯，心中的自豪感
油然而生，第二故乡
的西瓜灯文化节是
这样的美！

我想起了第一
次遇见西瓜灯时的
情景。那日东湖边
熙熙攘攘，你挤着
我，我挤着你，那时
我们全家刚搬来平
湖，第一次看见那么多的人，也满心好奇。我抓着父母的手随着人群慢
慢前行。大家走走停停说说笑笑，快乐极了，不时谈论着什么手艺什么
文化，我也学着大人的样子抬起头，却让我看到了不一样的景色：一盏盏
西瓜造型的灯好看极了，只看了一眼便觉得十分新奇和有趣。我说：“没
想到贴纸居然还能贴在西瓜上。”母亲哭笑不得地对我说那是艺术，是雕
刻者用刻刀在西瓜上一刀一刀雕刻出来的。那也是我与西瓜灯缘分的
初起。

于是在那之后，每年秋风送爽时去赏西瓜灯成了我家的一个“传统”。
后来刚上初中那年，我有幸到现场观看西瓜灯雕刻。西瓜皮用黑色

画笔画的地方是需要雕刻的部分，周围的皮要刻得很薄，整个瓜皮表面
凹凸不平，纹理既复杂又让人觉得优美。

听边上的“老平湖”说，平湖素来以西瓜闻名，是著名的西瓜之乡。
平湖西瓜皮薄汁多，也正因如此，给雕刻西瓜增加了不少难度，一刀又一
刀地刻上去，一坐就是几个小时甚至几天，这需要雕刻者有足够的耐心，
不然，稍有不慎，西瓜要是裂开了，那就又需要重新雕刻了。

原来如此！难怪看着那些雕刻者，安安静静地坐着，转着西瓜拿着
雕刻刀，目不转睛，每一刀下去都是小心翼翼。在他们的身旁，不时会有
长者俯下身或倾力指点或手把手教学，这是最生动的传承！因为他们对
雕刻西瓜灯的这份执着和热爱，让我对刻灯人充满了敬佩之情。

现在长大了的我，早已明白雕刻西瓜灯不是一个人一朝一夕就能学
会的，而是需要静得下心，耐得住寂寞，学习老一辈的经验技术，反复磨
炼打磨，还要添上自己的创意和想法，如此才能将专属平湖的这个传统
文化传承下去。

又是一年西瓜灯文化节，又听到了好多新平湖人口中不停的“哇！
好漂亮！”的赞美声，我会心一笑，永远记得十年前第一次看到它时的那
种惊喜。我深爱那么惊艳的传统艺术,更爱那么优秀的文化传承！

指导老师 张林琳

瓜灯里的传承
■南市学校901班 许佳汇

■快乐小瓜农 叔同实验小学401班 陆霖菲
指导老师 胡丹凤

■大西瓜 当湖街道中心幼儿园中一班 沈可念

■赏瓜灯 城关中学810班 马 慧
指导老师 王红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