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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灯人
■记者 钱澄蓉 丁阮育 摄影 钱澄蓉 王 强

一年一度的西瓜灯文化节刚刚落幕，那一盏盏碧
绿的瓜色透着柔和光的西瓜灯却久久留在市民的心
中，酝酿着对下一次灯节的满心期待。瓜灯是西瓜灯
文化节的重头戏，这是机器生产不出来的，只能依靠纯
手工制作，今年 79 岁的沈伯仁便是我市首批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雕、挖、挑、刻、绘”，沈伯仁有
自己独特的刻灯“五字功夫”，也在四十余年的刻灯生
涯中，将瓜灯艺术从平湖推向更大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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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沈伯仁成为了西瓜灯技艺
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他带着
一把刻刀辗转了许多不同的“舞台”，把
这项独具特色的平湖民间传统文化推
荐给越来越多的人。1993年的春节联
欢晚会、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中国馆浙
江周、2011年央视综艺频道元宵晚会、
2013年国际动漫节……沈伯仁刻灯的
舞台越来越大越来越国际化，西瓜灯也
跟着走出了平湖走向了世界，吸引了越
来越多的人了解平湖、走进平湖。2010
年的世博会现场展示刻瓜灯的一周，给
沈伯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组委会给
的‘任务’是一天 2个瓜，现场制作，向
游客展示，一到刻瓜时间，展位前就站
满了人，其中不乏各种肤色的外国友
人。”沈伯仁说，虽然文化不同，但各地

游客对瓜灯这种烟火气和艺术感交融
的表现形式都表示了极大的兴趣，这也
坚定了他要将西瓜灯技艺传承下去的
决心。

这些年，让沈伯仁欣喜的是，他发
现愿意跟着他学刻瓜灯的“学生”越来
越多了。“我不搞什么开班收徒，愿意
学习刻瓜灯的人，无论年龄大小、有没
有美术功底，我都愿意教。”沈伯仁说，
在他眼中西瓜灯本就是过去乡间丰收
时节，农民们表达喜悦、分享果实的一
种方式，虽然通过后人之手成为了一
项艺术创作，但西瓜灯的根还是在平
湖百姓间，只有人人都喜欢，愿意动手
制作，才能让西瓜灯有源源不断的生
机。几年来，沈伯仁刻瓜灯讲堂从幼
儿园办到老年大学，听课群体从乡间

农民到外国留学生，刻灯的基础技法
讲了无数遍，但他却依旧孜孜不倦，

“只要有精力，我会一直刻下去、讲下
去。”他说。

每年金秋的西瓜灯文化节，都会吸
引无数人慕名而来，西瓜灯美则美矣，
但保存时间却不长，成为众人心中的遗
憾。为了让瓜灯造型能保持得更久，沈
伯仁费了不少心思，寻求瓜灯“保鲜”的
秘诀。请教过一些专家后，沈伯仁最终
锁定了——苯甲酸钠这种化学制剂。
虽然有了大方向，但是谁也没有用这种
方式给瓜皮防腐，浓度多少、是涂抹还
是浸泡、用药时间多久……这些问题
都需要一一解决，于是在 2012年的暑
假，沈伯仁顶着酷暑一次一次地做着
这项实验，3 个月以后他最终找到了

在适量浓度浸泡 5到 10分钟的瓜灯，
可以多保鲜 3 到 5 天的效果，这项技
术如今也被应用于西瓜灯文化节精
品瓜灯展上。

沈伯仁对于刻瓜灯是发自内心的
喜爱，多年来创作的瓜灯作品已经集
成了一本厚厚的相册。翻开这本“瓜
灯相册”，能看到不少漂亮的作品，有
些内容紧贴时代步伐、有些用丙烯颜
料勾画上了别致的图案，还有一些突
破了传统瓜灯“形单影只”的形象，以

“组合”方式出现的瓜灯组，成为满足
大众眼福的一场饕餮盛宴……瓜事年
年兴旺，瓜灯岁岁添彩，而沈伯仁也愿
意用自己独特的刻灯艺术将西瓜灯推
向更广大的舞台。

（本版部分照片来自资料翻拍）

制作瓜灯四十余载

今年西瓜灯文化节前夕，在沈伯仁
位于城南新村的家中，房间里堆了几乎
一地做好的瓜灯，一个个瓜灯玲珑剔
透，等待着被点亮后大放异彩的一刻。
沈伯仁一一作介绍：“这些年做的大多
是单独的灯，最早做过串灯，做过叠灯，
每年9月是最忙的时候，有时要做到深
夜时分，可是我乐在其中，这灯就像我
的孩子们一样，看着它们亮起来好看的
样子，我自己也开心。”说完这些，他眼
里满是笑意。

沈伯仁并不是土生土长的平湖
人，可他对这项平湖的传统艺术却热
爱到了痴迷的程度。1977年，沈伯仁
从部队退伍，来到妻子的老家平湖定

居。那年，他第一次见到了小城里的
西瓜灯。“我从来没有想过，西瓜还能
刻成灯，有趣极了。”那年仲夏，邻居家
孩子们手里提的一盏盏西瓜灯着实把
他惊艳到了，“近看犹如隔着层绿纱，
朦朦胧胧，颇具诗情画意，远看则碧映
团圆，让人浮想连翩。”后来，从书上看
到这样一段描写西瓜灯的文字，沈伯
仁觉得恰当得真正好，有着美术功底
的他，跃跃欲试。

西瓜灯其实不好刻，刻轻了，光透
不出来；刻重了，瓜皮要破，影响美观。
那些年，沈伯仁没少琢磨各种刻灯的技
巧，也是在这过程中，他认识一批志同
道合的朋友，这一刻就是 9年，直到有

机会展示。1986年夏末，好友上门找到
他：“老沈，我们打算自发在湖墩办个西
瓜灯展，你参加不？”“来！一定来！”沈
伯仁忙不迭地答应。那一次，刻了什
么，他已然记不得，只记得20多盏西瓜
灯被齐齐地挂在东湖公园走廊葡萄架
上，夜空下的瓜灯摇曳生姿，璀璨如星，
光芒四溢的景色至今他都能描述得清
清楚楚。“展出了三天，看的市民可多
了，我们天天晚上都在那，别提有多兴
奋了。”这样的灯展持续了两年，因为这
样那样的原因没有再继续下去，这让沈
伯仁颇为遗憾。

不过，这样的遗憾并没有持续很
久。1991年 6月 28日，平湖撤县设市，

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播放了介绍平湖
的两部电视片——《金平湖》和《碧翠的
西瓜灯》。也是那一天，平湖人民从此
有了一个特别的节日——西瓜灯节。

在平湖，一些上了年纪的人大多能
记得那次灯节挂在入城口的一串别致
的瓜灯——“平湖瓜灯”四个字组成的
西瓜串灯惊艳了不少人，原来孩子们夏
夜提在手中的小玩意竟也能做得如此
精致大气，让人耳目一新。而这串瓜灯
正是出自沈伯仁之手，那时，他已经是
平湖小有名气的刻灯人了。“也是从那
一年起，我觉得自己的手艺有了更大更
广的展示舞台，刻灯的劲头也更足了
呢。”沈伯仁笑言。

每个过程都精雕细琢

“守护着传统我很幸福”

“刻瓜灯除了一些美术功底，最重
要的还是耐心。”刻瓜灯的每个步骤都
是手工完成的，这是一个慢工出细活的
过程，像沈伯仁这样有着几十年经验的
刻灯人，做一个瓜灯短则几个小时，长
则一整天，若不是真心喜爱，没有足够
的耐心，恐怕不会坚持那么多年。也正
因为如此，这小小的瓜灯在工业化的今
天，显得尤为可贵。

沈伯仁的瓜灯做得精致，跟他一丝
不苟的刻灯态度有很大关系。无论是
作底画写字还是雕刻，无论是掏瓜瓤还
是装底座，每个环节他都精雕细琢，做

出来的瓜灯玲珑剔透别致美观。在做瓜
灯时，沈伯仁先搬来一个凳子，摸着西
瓜，他会稍作停留，脑中会先过一遍要刻
的画面，然后再动手。将圆弧形的刀尖
嵌进瓜皮，灵活地转动刀身，旋转，滑行，
刀尖流畅得就像在跳一曲曼妙的华尔
兹，瓜皮顺着指尖往下倾泻，刚刚脑中想
象的画面就这样在他的手下流淌。如
今，无需在瓜上作好底画，他直接上手就
能刻，这样的流畅，没有捷径，沈伯仁坦
言：“和卖油翁一样，‘惟手熟尔’。”

“惟手熟尔”，说来容易，做起来却难。
和别人的刻瓜工具不同，沈伯仁有

一整套属于自己的刻刀，这些全是他几
十年来自己设计自己制作的。刀身是用
铅皮热水壶的瓶身做的，容易塑性，用来
刻灯又刚刚合适，刻大多花瓣的用宽刀
身，刻细小花纹的用细刀身，斜锋和平刀
用处也各不相同，大大小小的刻刀能在
桌上排成一大排。而掏瓜瓤的勺子也很
不一样，一把长柄掏深处，一把短柄掏近
口处，“这两个勺子是用盛饭的饭勺做
的，我特地去五金店让师傅给再加工的，
这么多年用得可顺手了，掏干净一个瓜
比别人快了好几倍。”沈伯仁说。

说起瓜灯最迷人的，还是被点亮的

一刹那，透出各式各样的图形，而沈伯
仁对于需要雕刻的图案内容，从来都是
一丝不苟。“一般的瓜灯图案都会是大
家喜闻乐见的写实作品，我最得意的作
品系列还是‘东湖十景’。”沈伯仁边说
边拿出他厚厚的创作画册，翻开画册，
是他完整的对东湖实景的素描，里面的
每一处景致都是他现场写生而来。而
这么多年，每次创作的精品瓜灯，他都
留有创作底稿。“手工在纸上绘制图样，
摸上瓜，下刀一气呵成”成为了沈伯仁
创作的流程，而这也成就了他的又快又
稳又精的刻瓜灯技艺。

沈伯仁展示自制的刻刀

首届西瓜灯节沈伯仁刻的串灯

为西瓜宴制作的瓜灯形容器

以李叔同纪念馆为原型的组合瓜灯

今年的现场刻灯吸引了不少市民的关注 世博会“浙江周”现场表演刻灯 农民丰收节上制作的瓜灯

沈伯仁在现场刻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