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于 1960年代出生的人来说，童年时期，由于
那时没有电扇与空调，炎炎夏日，当我们赤着自己的
小脚，在生产队的水泥晒谷场上行走时，有一种被烫
坏的感觉。在这种火热的夏天，我们童年记忆最爽
的一件事就是约上几个小伙伴，躲到自己老屋后面
的竹园内，品尝来自江南平湖的马铃瓜，并和小伙伴
们一起做西瓜灯。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们江南以种植著名的马铃
瓜为主，那独特的爽口、汁多，大的西瓜有 20多斤，
生产队集体种植西瓜，在生产队卖了几次后，才可以
分到每家每户，为了防止晚上有人偷西瓜，在集中种
植西瓜的地方，专门搭了一个晚上值班用的西瓜棚，
保证下雨不进水，并挂上了蚊帐，生产队专门配备防
护员，日夜轮流值班，在生产队未分西瓜之前，我们
这些小朋友，只能望瓜兴叹。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出生在平湖的秦天，因工作
关系，来到江苏的一个县城，在这个县人事局报到时，
办公室的小俞同志从秦天拿出的介绍信中得知，秦天
是平湖人时，那位俞同志非常兴奋地问：“秦天，你的
家乡是浙江平湖？是有名的马铃瓜出产地——浙江
平湖？”

秦天给予了一个肯定的回答，小俞情不自禁，站
起来与边上的同事说，她小时候在上海度过，吃过这
个叫马铃瓜品种的西瓜，至今想来，真的是太让人难
忘了！边上的几个办公室同事，被小俞的瞬间激情
所感染，异口同声地说：“有机会也想品一下江南西
瓜的独特美味。”

秦天点头向她表示深深的感谢，也对自己家乡
农村培育的名瓜，让别人有如此美丽的童年记忆，有
记入心灵深处的知音，感到非常自豪。

秦天的心中，突然升腾起一种探讨家乡西瓜——
马铃瓜成名历史过程的欲望。

久久立下的探源之旅，直到 1985年才有机会。
秦天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平湖工作，有时间可供自己
查阅的有关资料，以及那时还健在的家乡种植西瓜
的民间高手，八十多岁的陆老伯。

这样的有心思索与探究，让秦天在上世纪八十
年代后期，完成了有关《马铃瓜在上海扬名的传说》
作品的写作，并随后在自己家乡的乡土报纸上得到
发表，得到有关专家的赞叹与认可。

当时种植西瓜，实行了严格的管理。西瓜结牢
后，瓜皮外面，并有专人负责记录坐果的正确时间，
直到坐果时间足够，才能采摘西瓜，盖上专用的西瓜
图章，以保证出去的西瓜，是真正的成熟西瓜。确保
平湖西瓜的原汁原味，维护平湖西瓜的质量声誉。

大的优质西瓜，运到上海杭州等地销售，而余下
的小西瓜及部分盖章的留种西瓜，则分给农户。种
子到时，小队长会挨家挨户收集起来，由生产队专业
种植西瓜的社员保管，往往将种子跟泥土与草木灰
混合在一起，做成一个圆饼一样的东西，粘在小队会
议室墙壁上，到来年种瓜时，才从墙壁上揭下来，种
子就这样保存完好。

正因为西瓜特有的解渴、安全、平民化，让我们
乡下的孩子，在童年得以尽情地品尝。

夏日的乡下，因为西瓜这一水果的存在，多了一
份吸引力。上世纪七十年代，秦天所在的生产队知青
小马与小章的弟妹，时常会趁夏天暑假，来乡下看望
自己的哥姐，一方面帮助哥姐烧饭；另一方面，是近水
楼台先得月，借此品尝西瓜，同时，在回城的时候，又
不忘带上几个西瓜，给城里的父母长辈品尝品尝。

因为当时年纪小，吃西瓜时，左手捧上一个西
瓜，右手用汤匙挖西瓜肉吃，瓜汁会从我的嘴巴往下
流个不停，我又不及时用毛巾擦干，自然而然，邻居
就给了我一个“西瓜漏斗”的外号。

自己制作西瓜灯，又是我们童年的一件趣事。
为了制作西瓜灯，我们在吃西瓜时，就有个讲究。我
们会专门选个大的西瓜，上面用菜刀，削去大约三分
之一西瓜，下面的部分，要用汤匙来挖吃西瓜里面的
肉。吃光里面的肉后，在西瓜皮的上面开口处，用剪
刀钻四个均匀分布小孔，以便在四孔内穿上纱线，上
面再系一根竹杆，将西瓜外面的青色皮削去，或者雕
刻出一些图案，在西瓜灯里面点上一支蜡烛，一个简

单的西瓜灯，就算完成。秦天的心中，一直储藏着自
己制作西瓜灯的童年记忆。

直到 1991年 6月 20日，平湖经国家民政部批
准，撤县建市，同年6月28日，平湖在南门体育场，举
行了隆重的庆祝仪式，并同时进行了1991年西瓜灯
节开幕式。

由此，平湖的西瓜灯，从民间自已做着玩玩，走向
官方重视的舞台，闪亮登场惊四方。这一别致玲珑的
西瓜灯，经媒体一宣传，立即引来更多人的关注。

1991年的西瓜灯节，由于官方的及早布置，加上平
湖艺术家的出手，平湖东湖公园、百年老街南河头、东
湖中学以及建国路南门桥畔的大牌子——今城不夜，
主要街道解放路，传统的西瓜灯，配上现代化的多彩灯
光，挂满街道边上的树梢，再经国家各级媒体的传播，
平湖的西瓜灯，走出平湖，走向全国，走向世界。随后
演化成为华夏一绝，让人赞不绝口。

平湖著名女诗人王善兰先生，看过平湖的西瓜
灯会后，兴致勃勃地写下诗句：翠绿瓜灯巧手雕，包
罗万象竞风骚。光明世界清芬气，我县原来如此娇。

随后每一年的九月，平湖西瓜灯节作为一个年
度标志性传统节目，一年接一年地举办，以传统的西
瓜文化为舞台，逐渐加入现代化的各种元素，让传统
文化，更显地方特色，吸引了一大批海内外的朋友与
客商，来我们金平湖观光、旅游、投资、创业，实现自
己的青春梦想，展示自己的人生价值。

岁月更叠，平湖的西瓜灯文化，通过现代多种媒
体的传播，演绎出一个又一个传奇，在世界的华人
圈，拥有了更多的知音，也进一步拓展了我们金平湖
的客户源。我们平湖先后建成了德国工业园、北欧
工业园、光机电高新产业园……有力地促进了平湖
经济实力的快速提升。

不分先与后，来平皆是客！朋友，在每年的 9
月，如果你有空，约上几个知己朋友，来我们浙江平
湖，一睹金平湖西瓜灯的独特风韵，必将让你的记
忆，增添你意想不到的收获，从而陶醉于源自田园演
绎的梦幻。

西瓜演绎的美丽情愫
陆生观

作为一个平湖人，我对西瓜灯是情有独钟的。
迈入金秋九月，平湖人的西瓜灯情结开始浮

起。如同寻常生活的一部分，这个时候，以虔诚的态
度郑重其事地刻一盏瓜灯，是表达对瓜灯的尊重；以
工匠的专业精神刻出一盏精美的西瓜灯，是一件足
以在街坊邻居、亲朋好友间引以为傲的杰作。当孩
儿兴致勃勃地提上一盏刚刻好的精巧瓜灯到街市里
游走，引来阵阵赞美声，引来同伴羡慕的眼神，那肯
定是无上的成功与喜悦。

郭沫若老先生在《天上的街市》写到：“远远的街
灯明了，好像闪着无数的明星。天上的明星现了，好
像点着无数的街灯。”初秋的平湖城里亮起的一盏盏
西瓜灯，仿佛就是郭老笔下的，天街上一颗颗闪闪的
星星。

“此瓜只应天上有，瑶池蟠桃换西瓜”。平湖种
瓜有百年历史，平湖西瓜曾经是皇家贡品。清康熙
年间，诗人黄之隽来平访友，被西瓜灯吸引，欣然作
诗以表赞叹：“瓣少瓢多方脱手，绿深翠浅但存皮。
纤锋剖出玲戎雪，薄质雕成宛转丝。”把西瓜挖空内
瓤，镂空瓜皮，点上短烛，就做成了第一盏西瓜灯。

不断演绎到现在，平湖西瓜灯已是集书法、绘画、雕
刻等艺术于一体，不仅“光、形、声、色、动”五美兼具，
还有“雕、挖、挑、刻、绘”五艺俱佳，精妙绝伦，被誉为

“华夏一绝”，列入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019年，受中央广播电视台中央综艺频道中秋特别
节目的邀请，平湖西瓜灯在晚会设置的“观灯游园
会”上展出，有人赞叹道：“琼液流芳，霞膏融翠，飞光
溢彩，一城灯火柔朦。”

这几年，平湖围绕西瓜灯的艺术文化系列活动
越来越多，形成了一种雅俗共赏的西瓜民俗文化，西
瓜状元赛（擂台赛）、吃瓜比赛、刻瓜灯比赛、西瓜棋
比赛、西瓜菜制作比赛等形式多样。

赛事丰富多彩，主角还是瓜灯，重心在瓜灯刻
画。每年九月，平湖市政府都要组织刻西瓜灯大
赛。赛前，市民都不约而同地报名西瓜灯雕刻培训
班，过两天，他们就会带着自己的雕刻手艺，参加一
年一度的千人刻瓜灯比赛。他们中不乏“90后”，甚
至“00后”，有来自全市各镇街道，还有嘉善县、上海
市金山区以及网上招募的西瓜灯雕刻爱好者齐聚一
堂。他们拿起刻刀在瓜皮上飞舞，时而勾勒线条，时

而精雕细镂，西瓜娃娃 IP形象、东湖丽景、亚运吉祥
物、动漫、人物、花卉、虫鱼之戏等独具慧眼、生动活
泼的图案，在翠绿的西瓜皮上风韵别致地呈现出
来。平湖西瓜灯，是人们劳动智慧的结晶，更是人们
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热爱。

雕刻完成，挖空西瓜内瓤，置入蜡烛或电灯，在
灯火映照下，瓜皮上的美妙景物影影绰绰，充满了诗
情画意。溶溶月光里，孩子们提着瓜灯一路玩耍，大
的、小的、长的、圆的，像星星点火，又似游龙舞动，城
市忽然间就灵动起来了；街市两边挂起一盏盏摇曳
的瓜灯，仿佛摇曳着一个个饱含岁月积淀的文化符
号，映着万家灯火，和谐相融，城市的气质品味一下
子涨起来了。

平湖人自豪地说，一盏瓜灯“点亮”了一座城。
当瓜灯亮起，平湖就是一颗耀眼的“璀璨明珠”。品
瓜、刻瓜、赏瓜灯的习俗一代代流传下来，已成为平
湖这座小城最具“仪式感”的事情。

谁把甘瓜始琢成，瓜灯何时初照人？一盏盏西
瓜灯，就是一个个童年，一份份亲情，一缕缕挥不去
的乡愁。

最忆是瓜灯
殷建中

又到了一年一度平湖西瓜灯璀璨亮相的时间了，
千年古镇马厩也闪亮登场，将古老的文化与鲜活的西
瓜文化相互交融，共同演绎出一段段动人心弦的传奇。

西瓜，在马厩古镇不仅仅是一种普通的水果，更是
一种承载着深厚文化底蕴的象征。当夏日的阳光洒在
古镇的土地上，那一片片碧绿的西瓜田便成了一道独
特的风景。一个个圆滚滚的西瓜躺在田间，仿佛是大
自然馈赠的绿宝石，散发着诱人的光泽。

而西瓜灯，则是古镇西瓜文化中最为璀璨的明
珠。曾记得 2021年丰收节的时候，马厩古镇的那场刻
瓜灯比赛，那一盏盏被精心雕琢的瓜灯，宛如玲珑剔透
的艺术品呈现在眼前。刻刀在瓜皮上轻盈地舞动，如
同一支神奇的画笔，勾勒出古镇的风貌、雄伟的马厩大
桥，以及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当夜幕降临，瓜灯点
亮，那柔和的光芒如同璀璨的繁星洒落，又似梦幻的精
灵在翩翩起舞，照亮了古镇的夜晚。孩子们围绕着瓜
灯嬉戏玩耍，眼中闪烁着好奇与喜悦，仿佛在探索一个
神秘的童话世界；老人们则坐在一旁，微笑着回忆往昔
的岁月，那瓜灯的光芒仿佛带着他们穿越时光，回到了
曾经的美好时光。西瓜灯，成为了连接过去与现在的
纽带，让古镇的文化得以传承与延续。

瓜果飘香，瓜灯璀璨，群众文化活动更是为古镇
注入了无限的活力。曾记得 2023年 9月那一场在马
厩举行的雨中赛艇赛，那是一场令人难以忘怀的盛
事。雨纷纷扬扬地洒落，为整个赛场披上了一层朦胧
的薄纱。马厩旁的水域上，赛艇如灵动的蛟龙，破水
前行。运动员们身着专业装备，在雨中全神贯注，他
们的眼神中透露出坚定与执着。船桨有力地划动着
水面，泛起层层涟漪，与雨滴落下的波纹交织在一
起。观众们在雨中撑着伞，为选手们加油助威，呐喊
声在空中回荡。这场雨中赛艇赛，不仅是一场竞技的
较量，更是勇气与毅力的展现，它如同一个美丽的梦
境，深深地印刻在每一个人的心中。

夜晚，广场舞的旋律欢快地响起，大妈们身着鲜艳
的服装，翩翩起舞，她们的脸上洋溢着自信的笑容。那
轻盈的步伐、优美的舞姿，仿佛是春天里绽放的花朵，
展现出古镇人民对生活的热爱与积极向上的态度。广
场舞，成为了古镇人民交流互动、增进感情的平台，让
这个千年古镇充满了温馨与和谐。

在马厩古镇，西瓜文化与群众文化活动相互融合，
共同构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这里是欢乐的海洋，
是文化的殿堂，是人们心灵的家园。在这里，我们可以
感受到马厩古镇人民的淳朴与热情，可以领略到传统
文化的魅力与现代生活的活力。让我们沉浸在这古镇
的风韵与西瓜的传奇之中，感受千年古镇的独特魅力，
共同书写属于马厩古镇的灿烂篇章。

古镇的西瓜传奇
毛建良

陆薇——
瓜灯风采

妙手刻春秋，歌吟瓜彩优。
夜明湖畔舞，客拥鹉洲游。

朱良华——
西瓜灯群众文化活动

宾迎四海户门开，十里霓虹碧玉裁。
宝塔莲花凝瑞气，商帆竞发莫迟徊。

严敏轶——
西瓜灯会

九天星子落平湖，碧玉凝辉照坦途。
巧匠能工藏百姓，家家环抱夜明珠。

徐克勤——
瓜灯万千意绵绵

璀璨光灯引凤凰，人文乡俗谱华章。
翠皮创镂千千意，兴邑情怀百载扬。

王根蒂——
鹉湖之秋

柳岸湖光隐宇楼，鹭翔贴水润新喉。
迎风碧浪清凉袭，景里瓜香不胜收。

徐永法——
瓜灯时节庆丰年

鹉湖秋色胜仙葩，青篓晶荧隔绿纱。
树老光浮今日梦，瓤红味醉异乡车。

五洲招客开清宴，明月当歌对凤娃。
欲展旌旗桃柳岸，丰穰喜报玉人家。

陆永荣——
游东湖

轻波摇月漾盛妆，碧玉清香散远方。
百业同城邀贾客，千家发展续光芒。
九天飞镜环新貌，一树瓜灯亮旧廊。
外绿内红随意荡，风梳翠色一湖芳。

陆永祥——
清平乐·东湖行吟

揭天笙管，醉了东湖岸。灯彩玲珑波影转，舞扇
谁家亭馆。 大哉气象岩岩，金风玉露飞甘。不
夜舒云结庆，天边直挂千帆。

曹默基——
西江月·瓜灯会

灯艺雕工瓜翠，繁华缭乱芸窗。青天碧海仰文
昌，人间逍遥模样。 身共白云齐笑，心和明月同
光。鹉湖两岸桂花香，故国深情难忘。

陈黎雯——
人月圆·瓜灯依旧

瓜灯依约犹添彩，玉色叠门楣。曳牵裙摆，行经
湖畔，欢笑声追。 篆香小小，月光澹澹，浮白千
杯。石桥半笼，金风微度，醉问来谁。

张嘉任——

朝中措·瓜灯弄影
巧思曲刃运如梭。瓜影拂清波。射覆拆成绝

句。琼枝折做烟萝。 人潮似海，凤灯如昼，嘉树
婆娑。好景盼君须记，今朝月下欢歌。

沈天诺——
采桑子·遥念瓜灯

粼波轻漾瓜灯盏，嬉笑欢腾，嬉笑欢腾。篆刻成
花，纹案映心情。 秋来故里佳期又，月色澄明，
月色澄明。遥念如斯，梦里桂香盈。

俞象山——
金缕曲·平湖西瓜

桑梓秋空碧。莽东江、涛轻浪阔，星疏宵寂。鹦
鹉洲头明明月，勾起绵绵遥忆。九峰下、贞亭①光
熠。王母姮娥②仙果赐，谷雨晴、巧将冰壶植。山擂
鼓，水吹笛。 雷催绿蔓秧肥硕。喜丰登、天章夕
印③，寒瓜晓摘。长泖千帆虹霓棹，漕运分甘三域④。
更柘上、翁童掷笔。刻翠缕红花灯作，乐年年、虎啸
龙迎客。弘国粹，承文脉。

注：①贞亭，贞女亭，即孟姜女纪念亭。民间传
说，孟家种的西瓜瓜藤爬到姜家的田里，生了一个大
西瓜，准备两家分食，切开西瓜，发现一个小姑娘，于
是取名孟姜女。②王母姮娥，有关平湖西瓜的民间
故事。③天章夕印，长泖千帆，分甘三域，分别叙述
了西瓜的采摘、贩运与销售的场景。其中的“虹霓”

“漕”（漕兑）是平湖历史上著名的西瓜产地，分别盛
产平湖名瓜“三白瓜”与“马铃瓜”，闻名长三角地
区。④三域，泛指长三角地区。

好景盼君来 今朝月下歌
——献给2024平湖西瓜灯群众文化系列活动

平湖市诗词楹联学会

清代平湖秀才徐锦华咏西瓜灯：一片清凉心忽热，
十分圆满腹偏空。官闲漫笑如匏系，耿耿丹心方寸
中。托物言志，这圆圆胖胖的一盏灯里，藏下了平湖儿
女的一片赤忱丹心。

平湖瓜灯走过 300年，它的纪念意义早已包罗万
象，其中有一条最为叫人动容。相传第一次鸦片战争
时期，英国侵略军向军事重镇平湖乍浦发动了进攻。
隆福率领约300旗兵在天尊庙迎战整整3个小时，最终
寡不敌众，突围时与英军火拼，毙伤数人，力竭自尽。
后来百姓们自发悼念隆福和他的守军将士，将西瓜雕
刻成灯挂在海边，把对爱国将士们的无限哀思借由瓜
灯上的文字和图案倾诉。圆圆胖胖的一盏灯里，藏下
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激昂。

夜市千灯照碧云，西瓜灯亮起的时候，灯火里的小
城有了一种国泰民安的笃定。跟随赏灯的人群，不消
顾虑下一步去往哪里，东湖边的亮，南河头的光，莫氏
庄园里的古朴，盖不住南村书堆里的典雅。满目的灯
彩里，就是平湖儿女丹心所向的今时和明日。

如今的平湖西瓜灯活动，已然打造成一场盛大的
主题庆典。西瓜作为特产，在节庆活动里熠熠生辉。
人们欣赏到它摇身变成的各种艺术，琳琅满目的灯笼、
巧夺天工的雕塑、香飘十里的瓜宴……这一切都令人
叹为观止。浓厚的节日氛围，寓意深远，祈愿辛勤的平
湖儿女乐享安宁与祥和。

如今的平湖西瓜灯活动，已非单纯的庆典盛事，更
是一个展现平湖经济文化的璀璨平台。它犹如磁石，
吸引众多游客与投资者的目光汇聚于此。商贸交易接
踵而至，招商引资络绎不绝，共同为平湖地区的经济发
展注入了蓬勃活力，也为当地产业带来了更多的合作
契机，成为造福百姓、为民立命的大举。

如今的平湖西瓜灯活动，尤为注重文化传承的重
要性。积极倡导使用可再生与可降解材料制作灯笼和
装饰物，彰显环保的意识，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
念。高度重视平湖传统的文化活动与民俗表演，传非
遗、继绝学，传统文化的精髓因此得以绵延。

圆圆胖胖的一盏灯里，藏着平湖儿女的一片赤忱
丹心。如果一定要细问这丹心，也许张载先生就曾言
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
太平。瓜灯虽小，光亮足矣。

西瓜灯里的丹心
李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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