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鹉湖诗社灯节诗词小辑
俞象山——

浣溪沙·辛丑瓜灯节掠影

是夜当湖好看灯。红枫白鹭喜相迎。人潮
越过弄珠亭。 劲舞清歌三地客，琴棋书画
满天星。龙湫阁外月明明。

朝中措·瓜灯节抒怀

金风玉笛曲飞扬。古邑又新妆。泖水扁舟
争渡，棋山雏雁翱翔。 时贤授艺，垂髫继
德，雅韵悠长。昨逐百年好梦，今书一代华章。

程端麒——

柳梢青·辛丑平湖西瓜灯节

灯节情浓，年年此夜，新意无穷。墨继微
昭，味寻柘上，弦颂弘公。 风华百载欣逢，
欢歌起，家山画中。约客云轩，弈开玉局，黑白
争锋。

徐永法——

满庭芳·故乡吟

入步东乡，徐徐垂柳，薰风十里荷花。村溪
流韵，伴一路喧哗。且看纵横干道，春光里，驰骋
豪车。夕阳照，红英绕阁，入眼满田瓜。 人
归桑梓醉，青烟竹下，粉壁轻霞。故情亲，不妨
淡饭粗茶。野菜鲜菇米酒，互相庆，盛世年华。
佳期在，共同致富，喜讯报千家。

方建飞——

踏莎行·西瓜灯三首

暮笼云霞，风凉田舍。乡邻三五来闲话。
是谁巧手刻瓜灯，流光溢彩廊檐下。 喜看
丰收，还谈耕稼。小村今日浑如画。一轮明月
正东升，清辉遍向人间洒。

浙北名都，江南胜地，平湖风物多奇丽。山
间珍异水中鲜，田头瓜果甜而腻。 翰墨传
香，棋枰论艺。鸾翔凤集添欢喜。绵绵旧俗闹
今宵，瓜灯挂上鸣珂里。

镂玉裁冰，雕红刻翠。玲珑千盏添娇媚。
万方宾客慕嘉名，争相来赴瓜灯会。 南市
增辉，东湖映水。金风一路熏人醉。小城新景
美如图，是谁椽笔倾心绘。

陈黎雯——

满庭芳·最美瓜乡

觅柳寻桃，探山访水，梦魁享誉瓜乡。
绿衣底处，细浪送清凉。新熟长藤蔓上，丹
心里，藏了琼浆。城街巷，朋俦三二，解意醉
芬芳。 扬帆凭借力，殷勤泛棹，热血儿
郎。为愿景，兼程风雨平常。月照层楼宇
榭，平湖镜、描个新妆。华灯灿，八方客聚，
胜地任徜徉。

李祖年——

【南吕】·平湖西瓜灯

【骂玉郎】东湖之水平如镜，乘酒兴，看瓜灯。天
鹅舞起仙姿竞，荷似裙，瓜似身，飘晶莹。

【感皇恩】一线妆成，十里光明。树盈盈，桥曲
曲，塔亭亭。丝丝入扣，栩栩如生：美猴王，憨八
戒，俊唐僧。

【采茶歌】内瓤清，上穿绳，插支蜡烛上街行。笑
忆儿时瓜弄影，邻家童子不能赢。

朱良华——

西瓜灯节

秋风兰芷望舒荷，九月平湖胜事多。
翠玉裁灯巧工手，琵琶钹子绕梁歌。
云宾商贾辉篷荜，喧鼓龙舟荡锦波。
定与神州同一梦，筑城冲刺莫蹉跎。

郑絮飞——

水调歌头·平湖西瓜灯节

花影恋樟树，野浪放瓜灯。起望千顷澄
碧，游牧一天星。眼底霓裳罗扇，客里笙歌
绿蚁，都付望江亭。晚棹向西浦，凭醉看鸥
盟。 江潮起，风帆竞，月华明。瑞光璀
璨，筑梦东海起新城。教取湖光山色，化作
蓬莱仙阁。恍若梦中行。好借楼前月，同浣
玉壶冰。

我十岁那年的夏天，父亲捧回了一只滚圆的
大西瓜，足足有十三斤重。父母上班去后，我和平
时一样搬把小椅子坐着看管家门。一天里也不知
道跑了几趟厨房，上了几次厕所，等父母下班回来
时，就只剩下一些西瓜皮了。

炎炎夏日里，古往今来的人儿，谁又能拒绝
得了这一口汁水丰盈、甜蜜解暑的人间极品呢？
大宋的某一天午后，身兼美食家的大文豪东坡先
生小憩醒来，立马吩咐小厮奉上一盘“冰浆仙液”
的西瓜，斜靠在睡榻上一边翻看着《左传》，一边大
快朵颐，吃完后便恣意地把瓜皮往边上一扔。之
后提笔挥毫撰就对联一副：“坐南朝北吃西瓜，皮
向东甩；思前想后观左传，书往右翻。”瞧这西瓜吃
的，比我畅快淋漓多了。

追溯西瓜的历史，是在五代时期从中亚传到
新疆，到达当时的回纥一带，再沿着丝绸之路进入
中原腹地。五代胡峤所著的《陷虏记》中写道：

“……遂入平川，多草木，始食西瓜，云契丹破回纥
得此种，以牛粪覆棚而种，大如中国冬瓜而味甘。”
后史书记载，宋高宗绍兴十三年（1143），南宋礼部
尚书洪皓从金国带回了瓜种，西瓜由此普及。

自打西瓜进入中原后，立马拥有了众多狂热
的粉丝。许多文人雅士啖食西瓜之际，写下了无
数的千古佳句，有的绘声绘色地勾勒吃瓜人群啖
西瓜时的欢乐场景，有的描写令人垂涎欲滴的西
瓜的形、色、味。气吞山河的爱国诗人文天祥，忧
国忧民之余也曾写了一首咏西瓜的小诗，其中有：

“拔出金佩刀，斫破苍玉瓶。千点红樱桃，一团黄
水晶。下咽顿除烟火气，入齿便作冰雪声。”寥寥
数语，带给人视觉、听觉、味觉的愉悦和欢喜。

当西瓜进入到大明朝时，众多的瓜迷中出现
了一个超级粉丝，那就是嘉靖皇帝。他既超级爱
吃西瓜却又怕人下毒，于是在皇宫内开辟了一块
瓜田，派心腹太监看管。自己只吃园内种出的西
瓜，凡是进贡的瓜全都赏赐给群臣，贪吃的同时都
不忘提高警惕。

最能把西瓜吃出仪式感的当属清朝的慈禧太
后。“西瓜盅”是老佛爷最钟爱的一道御膳，就是以
瓜瓤、鸡丁、火腿、胡桃、龙眼等食材一起用文火蒸
制，味醇鲜香，是夏令消暑佳品。她生吃西瓜时又
只吃瓜瓤中间最甜的那一口，其余的都丢掉或者
赐给别人，以至于宫廷里一天要消耗掉上百只西
瓜。想起前些年跟着父母去上海远房亲戚家做
客，表姨把吃剩的西瓜皮都收起来后削掉外皮，切
成细条用盐腌制一会，而后去除水分撒点白糖，再
淋上点麻油作为一道凉菜上桌。当时心里还暗笑
上海人的小气真是到了极致，待入口时却觉得清
口无比，仿佛看到了花样年华的苏丽珍正坐在对
面，碧玉般温婉地对着我笑。

有一次与先生说起慈禧太后吃瓜的奢靡，先生
咋舌不已，而一段有关西瓜的往事也便浮现眼前。
好多年前的一个夏季，先生和同事一起在一条老街
买了一堆西瓜，但除了一只三十斤重的大西瓜外，
其余的个头都很小，于是决定分成两份抽签。先生
手气好，抽到了大西瓜。他不顾石子路坎坷不平，
装进麻袋挂在自行车后座就屁颠屁颠地带回家
去。没想到婆婆嫌瓜太大吃不了，按五角一斤的原
价卖给了旁边服装厂的上海师傅。辛辛苦苦带回
家的瓜自己不舍得享用还卖了，气得先生直跺脚。

无独有偶，在还没看到慈禧太后只吃瓜瓤心
的那一段故事前，好多年来每逢吃西瓜时，先生总
是自动地用勺子挖去四周的瓜瓤，留下中心又沙
又甜的部分给我和女儿吃。红色的瓜瓤周边都是
丰盈的汁水，如一座矗立在海水中的小岛，弥漫着
清新的瓜香和温馨的爱意。

这不，先生在客厅那头又捏住鼻子学着宫廷
剧中的人物那样，尖着嗓子吆喝道：“恭请娘娘、小
姐吃瓜啦！”

西瓜的诱惑
子 君

碧映团圆，冰雕细碎，尽教“个里”生春。暗
射清辉，分明冷月当门。总是在西瓜蜜汁流淌的
季节，翠色的西瓜把季节涂抹成一片清凉，瓜乡
人从西瓜的口福中张扬一种艺术，一种时尚，千
百年流传成一种民俗，传承成一道江南水乡金平
湖亮丽的色彩和风景。在大街小巷，在民宅檐
下，瓜灯当户，窗棂染辉。水中的倒影里，鱼儿的
舞蹈与青蛙的歌唱把夜晚的瓜灯吵闹得羞答答
迎风摇曳。此时此景，一群顽童手提瓜灯穿巷走
街又沿河踏上古老的石拱桥······于是，瓜乡人
用心打造的节日——灯节——悄然跃上了我们
的心间。

上述，是笔者 2006 年描写灯节的一段文
字。金秋九月，瓜乡金平湖又将举办西瓜灯文
化节。如今的灯节，在与时俱进中弘扬着具有
深厚文化底蕴的民俗民风，体现了党的诞生地
红船旁的平湖人民的勤劳、勇敢与智慧，灯节在
充分满足人民群众文化生活需求的同时，让平
湖走向世界，让世人了解平湖，促进了平湖经济
社会的前进与发展。笔者有幸参与灯节活动多
年，因而对瓜灯节有着深厚的情感。回顾平湖
灯节的发展轨迹，心里总有一股暖流在涌动。

冰圆雨黑，映玲珑，逗出一痕秋影（清·冯登
府）。借助深厚的文化底蕴，利用丰盈的人文资
源，1985年，平湖首次举办了西瓜灯比赛，百余
盏瓜灯悬挂一堂，奇灯争辉，别开生面。1986
年，再度举办西瓜灯赛，场面壮观，精品纷呈，参
赛的瓜灯达460盏。1987年7月中旬，平湖举办
了规模更大、质量更高的“西瓜灯会”。“西瓜灯
会”历时十天，分设六个展区，共展出西瓜座
灯、串灯、悬灯、组合灯一千余盏。直接参与刻
制瓜灯的有 1200多人，可谓万众瞩目，盛况空
前，吸引了著名演员马德华等一大批艺人来平
献艺并拍摄电视艺术片《瓜乡游》。此电视艺术
片获得了中央电视台庆祝建国四十周年文艺节
目展播三等奖，并在全国 22家电视台共同参与
的“华夏一奇”节目中播出，为平湖西瓜灯走向
全国和更进一步举办灯节奠定了基础。

在何时在何处是谁制作出了第一盏西瓜
灯，我们已经无法考证。而那盏盏瓜灯的诗情
画意从历史的源头缓缓走来，走进了金平湖的
寻常百姓家，走进了1991年的瓜香季节，终于走
成了今天的“中国·平湖西瓜灯文化节”。

玲珑手艺巧于天，人逐光流百媚生。1991
年，平湖举办首届西瓜灯节，笔者是当时特设的
瓜灯节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让我们叩开岁月的
大门，走进1991年，去品味具有纪念意义的平湖
首届西瓜灯节中浓浓的诗意和瓜香吧。

1991年 6月 28日下午，撤县设市庆祝大会
暨 91平湖西瓜灯节开幕式在原南门体育场举
行，首届西瓜灯节拉开了帷幕。开幕式上，当主
持人宣布会议开始时，千羽信鸽、万只气球瞬间
腾空，国歌声中人们向冉冉升起的国旗行注目
礼，首届平湖西瓜灯节以恢宏的场面第一次在
平湖大地亮相。此次开幕式阵容之大，内容之
丰富，在平湖历史上纯属首例。开幕式有 8500

多演职人员参加，涉及 43个代表队。徐埭、全
塘、新仓、林埭、新埭、钟埭等6个乡镇，以及平湖
师范、实验小学、平师附小等单位表演了九个群
体舞蹈，场面壮观，气势磅礴。平湖电视台首次
成功地进行了现场直播，使数以万计的市民领
略了开幕式的精彩与壮美。

为了办好首届西瓜灯节，当时的县委办公
室专门印发了《关于举办 91平湖西瓜灯节的实
施意见》，明确指导思想。首届西瓜灯节共展出
大型组灯 28座，刻制西瓜灯 5000余盏，直接参
与瓜灯制作的有 50多个部门、700多个单位、
3200多人。城区的建国路、解放路、人民路三条
主要街道的518个店面，汤家浜、南河头、解放西
路三个居民区沿街的 290多户家庭都在自家门
口悬挂了亲手精心刻制的瓜灯。平湖城区顿时
成了西瓜灯的海洋，观灯的市民络绎不绝。期
间，西瓜灯刻制表演赛、瓜乡之夜文艺晚会、江
浙沪专家品评瓜状元、西瓜科普展、瓜乡风情书
画展、瓜乡风情摄影展、瓜乡即时摄影赛、瓜乡
赛诗与书法表演赛、西瓜食品展销、西瓜旅游产
品展销、商品交易会等系列文娱商贸活动，让平
湖人民得到了节庆带来的喜悦与艺术享受。

因为是首届，所以影响之大也是当时平湖
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西瓜灯节吸引了中央、上
海、浙江等广播电台、电视台和《人民日报》、《光
明日报》、《北京晚报》、《解放日报》、《文汇报》及
香港《文汇报》、《浙江日报》等新闻媒体的知名
记者来平采访与报道，在瓜灯节前后的 10余天
时间里，就有 30余条各类新闻在省级以上媒体
播出与刊登。首届西瓜灯节融灯、物、艺、情于
一体，让众多外来宾客在领略平湖独特的瓜灯
技艺和感受平湖人民的情谊之中，增进了对平
湖的了解。首届西瓜灯节虽然只有短短的 4天
时间，但带给平湖的影响却是广泛而深远的。7
月 1日晚上，首届西瓜灯节闭幕式上，170名业
余演员表演的“瓜乡之歌”节目把瓜灯节活动
推向了又一个高潮。

可惜的是，自1991年首届西瓜灯节后，却迟
迟没有举办第二届。时隔六年后的 1998年，第
二届平湖西瓜灯节才于该年的6月18日在关帝
庙商城广场拉开帷幕。该届灯节以“98平湖西
瓜灯节暨经贸洽谈会”命名，是平湖西瓜灯节首
次与经贸洽谈挂钩，当时的说法叫做“文化搭
台，经济唱戏”。照庆瓜灯映天阙，古城蓬勃约
灯节。6月18日夜晚的关帝庙商城广场成了灯
的世界，人的海洋。解放路中段连成一片的晶
莹瓜灯散发着柔和的光，与市河两岸的休闲凉
亭悬挂的瓜灯遥相辉映。但是那晚天公不作
美，滂沱大雨从8个文艺方队开始行街表演那一
刻就不停歇地下着。400多名演员与工作人员
冒雨行进，衣服湿透了，鞋子里灌满了水，但没
有一个人退却。锣鼓在雨中喧天，秧歌在雨中
飞舞，彩龙在水中腾飞，一个个充满平湖民俗风
情的节目博得了观众的阵阵叫好。那晚，笔者
也与那些演员一般浑身湿透，一双被雨水长久
浸泡而开裂的皮鞋让我心痛了好长时间。

自1998年后，灯节每年举办，成了传承平湖
民俗文化，丰富市民文化生活，提高平湖知名
度、美誉度，招商引资，促进平湖经济腾飞的有
效载体，成了平湖对外宣传的一张金名片。
2001年，平湖西瓜灯节改名为“2001中国·平湖
西瓜灯节”。2002年，西瓜灯节又改名为“中国
西瓜之乡——平湖西瓜灯艺术节”，并首次把办
节时间从每年的 6月份推迟到秋高气爽的 9月
份。此届西瓜灯艺术节以“瓜艺·民俗·狂欢”为
主题，在“瓜艺”上做文章，莫氏庄园的精品西瓜
灯回顾展、南河头社区的民间瓜灯展、涉外宾馆
及各大型商厦内的西瓜灯展，以及解放路、环城
东路、东湖广场、东湖公园的西瓜灯艺术展和解
放路当湖第一桥两侧河面 360盏水上西瓜艺术
灯展等充分体现了平湖西瓜灯“华夏一绝”的独
特技艺与创新思路。此届灯节，还邀请了享誉
国内外的四川自贡彩灯来平展出，6组大型组灯
把东湖广场以及东侧湖面装扮得格外美丽，让
平湖市民在家门口领略了自贡组灯的魅力。在
民俗表演方面，此届灯节邀请了河南安阳的台
阁、辽宁海城的高跷、绍兴的莲花落、浙江曲艺
团的滑稽魔术以及景宁畲族的民间艺术等省内
外民间艺术团体来平献艺。另外，从 9月 30日
至 10月 2日，一场以“瓜乡风情街头表演”命名
的刻瓜、泥塑、剪纸、书画等表演在解放西路一
字排开，成了节日里的又一个亮点。

2003年，西瓜灯节又改名为“2003中国·平
湖西瓜灯文化节”。除了前面冠以的年份逐年
更改外，“中国·平湖西瓜灯文化节”的节名一直
延用至今。此届西瓜灯节，把笫六届的“艺术
节”改成“文化节”，进一步提升了西瓜灯节的主
题和内涵，扩大了西瓜灯节的外延和辐射率。
此届西瓜灯文化节以“灯艺、时尚、欢乐”为主
题，“时尚”元素的首次注入，体现了时代感和活
动高档次的办节理念。此届西瓜灯文化节，以
大型活动彰显平湖经济实力和西瓜文化的深厚
底蕴。记忆犹新的是那一届的“环东湖千人刻
瓜大赛”，东湖广场、体育场、湖墩前门广场、南
村书堆、宝塔桥、东湖东岸 6个环东湖刻瓜赛点
的千名选手共同创作被誉为“华夏一奇”的平湖
西瓜灯，向世人充分展示了这一巧夺天工、玲珑
剔透的民间艺术瑰宝。

西瓜灯节不仅点亮了江南水乡文化名城金
平湖，而且提升了平湖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推动
了平湖的经济发展。我们从1991年首次成功举
办西瓜灯节中尝到甜头，从此平湖人信心倍增，
从“西瓜灯节”到“西瓜灯艺术节”再到“西瓜灯
文化节”，一步一个台阶，一年一个档次，“灯节”
的品位越来越高，影响越来越大，赴节赏灯观艺
经贸从平湖扩大到了全国乃至海外。可以说，
金平湖这块被西瓜灯点亮的土地，能够成为中
外客商竞相投资开发的热土，与西瓜灯文化节
所带来的宣传效应有着很大的关联。我们的

“整车梦”已经实现，我们的“高铁梦”正将实
现······许多上等级的朝阳产业及商旅项目纷
纷落户平湖，这些新的产业与项目的崛起，不仅
改善了平湖的经济结构，同时也为金平湖经济
可持续发展和不断腾飞注入了活力。

天上月色清朗，人间盏盏瓜灯。这一份碧
翠的情，将瓜乡的灯节之夜衬托得美丽且迷
人。如今，西瓜灯文化节已不只是瓜乡的一项
风俗活动，其所展现的是瓜乡的风貌和瓜乡人
民对自然、对生活的热爱之情，寄托着瓜乡人民
对未来的美好希望，承载着金平湖永远意气风
发勇猛精进的精神力量和不竭动力。

相信“中国·平湖西瓜灯文化节”会年年出
彩，越办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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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湖畔，瓜乡灯节之夜 摄影 金卫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