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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笔记

CHENGSHI·BIJI

瓜乡三十年 灯影入梦来
■陆 佳

推开江南棱格纵横的窗牗，南河头的水
静静地在窗下流淌，又向东湖而去，拂过鬓角
的彩穗微微牵动发梢，抬头望去，便是一盏盏
琉璃般的西瓜灯应景而亮，沿着回廊，荧光点
点，直上青空。

这是每年九月，平湖这座水乡最动人的
画面之一，城中的江南人，因为盛暑而食西
瓜，因为嬉暑而制瓜灯。一年一届，一期一
会，街头巷尾，瓜甜灯亮，成了万众翘首的节
日盛会。

在西瓜皮上点刻镂空，放置烛火而观赏，
本来只是小孩儿们的游戏之趣，三十多年来
却在一代代的平湖人手里，逐渐演变为一项
寓教于乐，充满艺术想象和非遗传承的民间
绝技。

儿时的记忆久远，曾经在西瓜上刻过什
么，已经模糊不清了，而真正执刀描样、刻瓜
为图是在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1995年，我
尚在当时的平湖师范学校求学，教授美术课
的彭正海老师常会组织爱好绘画的同学们一
起创作讨论。夏日的某一天，他突然兴奋地
走进教室，说是平湖市西瓜灯节组委会特别
安排了一批大西瓜，即将运送到学校，届时会
邀请几位师生共同刻制若干精品瓜灯，以便

在之后的灯节中向广大游客展示。或许是因
为土生土长本地人的缘故，我自然而然成了
首批人选，一时激动不已，毕竟在当时，西瓜
灯节才刚刚起步，每年可以在公众面前展示
的精品瓜灯不过寥寥百盏而已。

然而真正领到西瓜的时候，我却傻眼
了。有别于儿时先吃后刻的玩耍方式，现在
的瓜灯制作，是需要先刻图案，再掏空瓜瓤
的，硕大的西瓜沉甸甸地抱在怀里，简直无
从下手，每每转动时总怕不小心掉落。而图
案的选择，再也不能如小孩儿嬉戏般任性而
为，需要根据立体的瓜型和灯节的主题来精
心设计。同时还要借用版画、篆刻、木雕等
其他工艺门类的操作技巧，在瓜皮上进行细
致地雕琢。

初次尝试便碰到了难题，由于我们选择
的传统纹样都是平面的图稿，而西瓜是个球
体，四面八方各个角度都需要顾及美观，还
要考虑转动时的连贯性和统一性。于是又
连夜翻阅参考各种宫灯彩灯的形制范本，寻
找其中的规律和诀窍，反复修改画稿。图案
有了，用什么工具来雕刻又成了问题，普通
的水果刀、美工刀显然是不行的，木雕版画
的刀具虽然能用，却有很多限制，刀口小且

窄，只能刻制一些细浅的基本线条。最后，
我们在老师的带领下经过反复尝试，自己动
手，用铝片切割、折叠、打磨、包扎手柄，特制
了各种大小长短的专用刻刀，果然刻制效果
立时得到了大幅提升。在学校食堂里摆开
架势，掏挖西瓜瓤是最有趣的环节，在每个
瓜皮上方开出小口，取出瓜肉，装满了一个
个大饭盆，桌子上一溜红彤彤地摆着，引得
众多师生都来看热闹，及至挂灯、亮灯、赏
灯，更是人头攒动。大家分享着甜蜜的西
瓜，赞叹着精巧的雕刻，尤其是让很多外地
的同学们羡慕非常。时至今日，偶尔老同学
聚会，依然会说起当时的场景，总想回平湖、
回母校，再去东湖边看看瓜灯盛景。

从那时至今，平湖西瓜灯节已经跨过了
三十多个年头，我也从稚拙的初学者变成了
如今的熟练工，每年都会认真完成若干精品
瓜灯的制作，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雕刻风格，拥
有擅长的创作题材。还承接了非遗传承基地
的日常工作，在学校中向孩子们传授瓜灯刻
制技艺，普及瓜灯历史。似乎西瓜灯已经融
入了我的生活，成了一份专属标签，我也以瓜
乡人的身份自豪，在年年岁岁的清风明月、琉
璃灯盏中感受最美的乡情。

平湖盛产西瓜，以瓜为媒，与灯结缘。每
年 9月中下旬，余夏未消，瓜果成熟，阵阵清
风拂面，缕缕西瓜馨香。夜晚更是显得不同，
成千上万盏由西瓜雕刻而成的灯笼将整座城
市点缀得绚丽非凡，一盏盏瓜灯似乎都在诉
说一个故事，街道上生机勃勃、处处洋溢着欢
乐的氛围。

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平湖人，我从小就
深受西瓜灯文化节的影响，了解瓜灯的历史
由来，欣赏瓜灯的别样风姿，在一系列的活动
中享受瓜灯带来的独特回忆。后来我有幸成
为一名记者，从其他角度观察欣赏这个享誉
海内外的文化符号，用自己的笔端记录和还
原这份独一无二的人文景致。

在赏瓜灯时，我也好奇一盏盏精致的瓜
灯如何诞生。2021年，在中国·平湖西瓜灯
文化节长三角西瓜灯雕刻创意大赛上，我得
以近距离观察近千名选手齐聚一堂雕刻瓜
灯蔚为壮观的场景。在这里可以看到大家
对瓜灯的喜爱以及充满无限的想象力和创
造力。选手们用好手中刻刀，以无声而有力

的线条，在西瓜上尽情施展才华，一起一落、
一挑一镂之间，有点有线、有粗有细，转眼
间，一幅幅精美的图案逐渐在西瓜上落成。
更有选手将传统瓜灯与现代技术相融合，采
用声、光、电技术，让瓜灯尽可能达到能动、
能转、能发声发光，创意十足，呈现出西瓜灯
的别样魅力。比赛期间，一盏盏精美的瓜灯
在这里诞生，无数的奇思妙想在这里成为现
实，瓜灯的背后，是平湖手艺人奇妙巧思与
精湛技艺的结合。

西瓜灯文化节的魅力在于那盏瓜灯，又
不仅局限于瓜灯，精彩纷呈的系列活动同样
在各镇街道上演。记者这份职业又让我得以
有了更深入参加这些活动的机会，了解活动
举办的由来，理解举办者的初心。2022年，
新仓镇田园五镇趣味骑行活动举行之初，我
与新仓镇文化站的工作人员见了个面，了解
到新仓想趁着西瓜灯文化节的热潮，向广大
游客展现一个环境优美、充满活力的新仓。
除此之外，我又了解了新仓在活动过程中，如
何引导选手骑上正确的路线、保证人员安全

等情况。一场场活动背后的故事让西瓜灯系
列文化活动在趣味性上又多了一份故事性，
能够记录下这些独特的故事也让我感到分外
充实。

文化的承载离不开经济的支撑。随着西
瓜灯文化节的知名度与影响力不断扩大，在
每年西瓜灯文化节的开幕式暨投资贸易洽谈
会上，来自国内外的客商汇聚一堂，在文化氛
围浓厚的环境中共话发展。2023年，我以记
者的身份参加西瓜灯文化节开幕式暨投资贸
易洽谈会。会场上既庄严肃穆，又不失灯节
的熠熠光辉。当天共有 40个重大项目上台
签约，总投资 195.5亿元，包括重大制造业项
目 25个，重大服务业项目 10个，重大合作运
营项目5个。

年复一年，这盏瓜灯已然成为平湖文化
的一张独特名片。生生不息的灯火，照亮了
平湖人刻瓜灯的热忱与传承；熠熠生辉的光
芒，折射出一座城市对未来的憧憬与追求。
我相信，这座城市的夜空中会一直绽放着瓜
灯的绚烂。

记下瓜灯景致
■林旭东

中秋节前后，在一座叫平湖的江南小城有一个盛大的节日——
西瓜灯文化节。

一个个西瓜精挑细选，挖去红色的瓜瓤，就着瓜皮上的网纹雕刻
各种图案，内置小灯，挂于廊檐或是置于水面。无论远观还是近看，
都觉得灵巧又美观。

儿时对西瓜灯节的印象，就是跟随父母上街参加展销会。在那
个物质比较匮乏的年代，展销会能让我们吃到很多平时不吃的食物，
看到很多平时不见的新鲜玩意儿，可那时的我只对吃西瓜有着深刻
的体验。作为一个平湖人，暑假里最富有的水果就是西瓜。父亲很
会挑西瓜，他用拇指和中指轻轻地在西瓜皮上一弹，那手法如同弹在
他怀里撒娇的我的额头上。西瓜若发出又脆又短的声音，父亲就会
毫不犹豫地把西瓜抱回家；西瓜的声音若是带点闷响，父亲就会给它
遮盖一把杂草，让其再养两天。午后，母亲会从井水里捞起一个西
瓜，横切一刀，再顺着绿色的网纹，一瓤一瓤均匀地切开，分给我们
吃。吃剩的瓜皮，母亲会用刀麻利地除去西瓜皮的青衣和没吃干净
的瓜瓤，腌制，调拌，晚上就是一道可口的凉拌菜。

十八岁那年的灯节于我来说似乎有些不同寻常。那年香港回
归，那年我考入了平湖师范，那年平湖最繁华的新华路建成。国庆节
前的灯节使整个平湖都在喜庆之中。我们九七届的所有女生用一整
个九月排练了一个舞蹈——《爱我中华》。开幕式上，我们身着盛服，
手拿花环，一路从新华路的最北面舞到了新华路的最南端。十八岁，
是一个眼里没有别人，心里没有回忆的年纪。所以快乐就是一路舞，
一路笑。寝室里有八个同学，都来自其他地方，她们对于这个灯节是
不大了解的。作为土生土长的平湖人，最拿得出手的平湖特产就是
平湖西瓜。当有室友说起她们那里的西瓜时，我总会不厌其烦地告
诉她平湖西瓜有哪些特点，平湖西瓜和别处的西瓜有何不同。室友
们看我介绍得头头是道，而且六七月时来我家总能吃到好吃的西瓜，
最终都不得不承认：平湖西瓜的确是平湖的特产，平湖人的确值得为
西瓜办一个盛大的节。

平湖西瓜七八月最盛。可是西瓜灯节为何要在九月呢？小时候
印象中很多人都爱吃西瓜，长大后发现有些人不适合吃西瓜——没
有晒过七八月烈日的人，他们会说，西瓜湿气太重、西瓜甜分太高。
对于农人来说，夏天是苦夏，又忙又累，出很多的汗，吃口西瓜最解
暑。七八月农人有太多的农活要赶着忙完，只有九月，夏天的农活刚
刚告一段落，秋天的收割还未开始，此时才有闲暇稍作休整。

自新华路建成以后，平湖的发展好像越来越快。这几年看过东湖
景区的西瓜灯，赏过明湖景区的西瓜灯，也赞过南河头的西瓜灯……
那一盏盏西瓜灯，或挂在廊檐下，或漂于水面上，与中秋的那一轮明月
一样，都留在了每一个平湖人的心间。一年一年的灯节，成了平湖人
独有的盛世，也成了一代人又一代人的传承。步入九月，母亲会问我，
今年的西瓜灯文化节在哪几天，哪些地方有活动；孩子会问我，今年的
西瓜灯节会不会带他去刻西瓜灯，会不会带他去赏灯。这些似乎都成
了平湖人的一种期盼。有个常年生活在香港的发小，过年都不回来，
可每年国庆节前后都是必回平湖的，她说这段时间的平湖气候最宜
人，而且这些天的平湖比过年还要热闹。我想这或许就是每一个平湖
人的西瓜情结吧。

那一盏西瓜灯那一盏西瓜灯
■■沈春妹沈春妹

九月，对于平湖人来说，总是特殊的。因为西瓜灯文化节，就在
九月。在这个节日里，无论是蓬头稚子，还是耄耋老翁，都会结伴而
行，流连于一盏盏泛着翠绿、栩栩如生的瓜灯间，共同感受小城平湖
的流光溢彩。

不知道在大家的记忆中，西瓜灯文化节是什么样子的。是绚烂
的烟花？是精美的瓜灯？还是万人空巷的热闹氛围？作为一个土生
土长的平湖孩子，我对九月，对西瓜灯，总有一种特殊而复杂的感
情。这份感情，似乎是儿时现场看瓜灯雕刻时，偷偷吃进嘴的瓜肉；
又好像是一路急行到东湖边，前排围观的烟花；也许还有大学时远在
他乡，无法回家见证盛会的遗憾。对于我来说，品瓜、刻瓜、赏灯……
这一代代流传下来的习俗，早已成为了刻在骨子里的“仪式感”。

与如今每年西瓜灯文化节的规模大、参与人数多有所不同，在儿时
的记忆中，西瓜灯节的主场就是东湖广场。每逢灯节，总会有几位“大
师”，在东湖广场现场雕刻西瓜灯，每年这个时候，我也总是和所有孩子
一样，惊叹、兴奋，对于这一手“绝技”十分羡慕。也因此，在小学有机会
作为表演者，参与灯节活动时，那种兴奋和自豪到现在依旧萦绕心间。

还记得小学时的某一年西瓜灯文化节前，作为学校舞蹈队的学
生，收到了老师的通知，说今年学校要选出几名同学，在灯节时，参与
瓜灯游行的活动。“参加灯节活动！”那一刻，包括我在内的同学眼睛
都亮了。在年幼的我们心中，参加这样一场盛会，无疑是荣耀的。为
此，大家都拿出了自己最佳的状态，努力刻苦训练。经过努力，我和
其他几位同学成功入选，成为了那一年瓜灯游行的成员。

当天晚上，穿着西瓜造型的衣服，排着整齐的队列，手里提着一
盏精美的西瓜灯，沿着东湖慢慢行走，手中的瓜灯左右变换，向来往
的市民展示着瓜灯的魅力。那天的表演时间不长，动作也相当简单，
只是那一年灯节上一个简单的“小插曲”。到现在，20年过去了，细节
早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那一晚，东湖的夜色很美，周边观众的笑声
很欢快，而我的内心满是自豪。

又逢九月，西瓜灯再次在平湖点亮。如今的平湖，西瓜灯文化节
早已不只是精美瓜灯的展示，30多年来，平湖以灯为媒，引来了招商
热潮，实现了“全民总动员”，活动的规模不断扩大，活动的形式常办
常新，成为了影响深远的群众文化品牌。随着一盏盏亮起的瓜灯，平
湖人早已准备充分，势必让南来北往的客人，在这一盏小小的西瓜灯
中，认识气韵生动的平湖，感受平湖的文化魅力。

瓜灯里的文化自豪瓜灯里的文化自豪
■■居丹荔居丹荔

金风送爽桂飘香，湖畔瓜影流碧光。作
为平湖人独特的文化符号，一年一度的西瓜
灯节总是让人津津乐道。每当此时，脑海中
总会浮现出最初那些年在东湖看烟花的美好
时光。

那是在十多年前的一个秋夜，初来平湖
的我，看到很多人都在向东湖边涌去。熙熙
攘攘的人流中，有人在说：“东湖边交通管制
了，只能行人步行。听说海盐、嘉善、上海还
有杭州的人都过来看烟花啦！”瓜乡灯节之盛
况，由此可见一斑。

当我走到解放路城隍庙附近，看烟花的
人已经是挤挤挨挨，走不动了，人民路、南市
路，所有向东湖方向的道路都出现了不同程
度的拥堵，仿佛全市的人都聚集在东湖之滨，
观看闭幕式上压轴的烟花大会，真可谓万人
空巷。

烟花表演开始了，一簇簇金灿灿的“小蝌
蚪”腾空而起，拉开了烟花表演的序幕，引来
了无数人的阵阵尖叫。随后，各种造型和颜
色的高空礼花直穿云霄，在深蓝的夜空中次
第绽放。这些形状各异的烟花，都事先被安

排在案山公园的各个角落，随着控制器按钮
按下，它们“嗖”地一声就升入空中，从一个中
心点向四周扩散，瞬间绽放出耀眼的光彩。
它们时而像散落的星辰，时而像开屏的孔雀，
时而像飞疾的流星，时而像盛开的花朵。红
玫瑰、绿牡丹、蓝茉莉、白芍药，它们有的是一
枝独放，有的是花开并蒂，更有的是群芳争
艳，将东湖的秋夜装扮成了一个姹紫嫣红、流
光溢彩的“流星花园”，让人目不暇接，心旷神
怡。

突然，在叔同公园和案山公园之间喷射
出一道气势磅礴的焰火瀑布，它们从空中一
泻而下，在湖面上闪耀出一道道长长的金光，
映亮了整个东湖。更让人狂喜的要数最高潮
处，那特别定制的西瓜灯烟花，它们犹如一个
个绿色的小降落伞，拖拽着忽闪忽闪的红色
小球，从天而降，坠落演变成湖面上那一盏盏
绿莹莹的仿制瓜灯，赢得了无数市民们的啧
啧称奇。

三十分钟的烟火表演让人意味犹尽、依
依难舍。烟花之下，是人们暖暖的灯节情
怀。当一束束五彩缤纷的烟火，映照在一张

张开心的脸庞上，透过他们眼神，那一刻我感
受“人间万姓仰头看”的美好，感受到“众里寻
他千百度”的真挚，更感受到“人间巧艺夺天
工”的匠心。

说实话，那年的灯节，是我人生中第一次
参与的大型群众夜游活动，也是我人生中看
过最壮观、最出彩的烟花盛会。与其说是美
丽的烟花将大家聚集在了东湖之畔，倒不如
说是人们对美好事物的向往，将大家召唤到
了一起。

烟花向星辰，所愿皆成真。为了不独享
这份人间美好，第二年我果断把家人和孩子
都接到了平湖，美美与共。自 2012年之后，
随着政府节俭办节理念的深入，以及人们环
保意识的增强，烟花大会逐渐淡出了人们的
视野。但那些年东湖秋夜看烟花的胜景却成
为了我最难忘的瓜灯记忆。

有人说，所有的遇见，都会成为我们生命
中的美好。相信即便在若干年后，当我们在其
它任何一个地方看到烟花的时候，脑海中首先
浮现出来的一定是“东湖夜放花千树”的善美
平湖，一定是记忆中的平湖西瓜灯文化节。

东湖夜放花千树
■贾军礼

灯印灯印··记忆记忆

下期话题预告
近日，电影《出走的决心》正在热映。影片中，主人公

李红的经历，引发了很多人的共鸣。《城市·笔记》下期话题
为“勇敢做自己”。生活中的你如何勇敢做自己？是认识
与接纳自己、学会勇敢说“不”还是勇于尝试新事物、接受
新挑战……本次征稿截止日期为 2024 年 9 月 30 日，字数
1000-1300 字，投稿邮箱：pinghubs@vip.163.com，来稿请注
明作者姓名、通讯地址、联系方式。

时光步入九月，当蝉鸣渐渐稀疏，晚风开始携带一丝凉意，平湖人的独特记忆——西瓜灯，又亮起了。
走入西瓜灯亮起的夜晚，灯光与星光交相辉映，人影与灯影交织缠绵，空气中弥漫着西瓜的清香。孩子们手

提西瓜灯，在人群中穿梭嬉戏；大人们或驻足观赏，或拍照留念，眼中闪烁着对往昔岁月的怀念，以及对未来生活
的美好憧憬。西瓜灯的光芒，仿佛能照亮他们心中的每一个角落，让他们暂时忘却生活的烦恼与压力，沉浸在这
份简单而纯粹的快乐之中。

平湖人将平凡的西瓜变成了不平凡的瓜灯，将普通的夜晚变成了难忘的回忆。而这份回忆，将会像西瓜灯的
光芒一样，永远照亮着前行的道路。

我与瓜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