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日下午，“全

面奔小康，永康新

腾飞”的说唱声在

唐先镇横洋村响

起。由市委宣传

部、市文广新局主

办，市非遗保护中

心、唐先镇人民政

府承办的永康鼓

词宣讲展演在此

举行。郑繁荣、吕

庭星等 20 位演唱

者为在场一百多

位村民献上了精

彩的永康鼓词说

唱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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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诗
看台

给薇依
□毛子

夜读薇依，时窗外电闪雷鸣

我心绪平静

想想她出生1909年，应是我的祖母

想想巴黎19岁的漂亮女生，应是我的恋人

想想34岁死于饥饿，应是我的姐妹

想想她一生都在贫贱中爱，应是我的母亲

那一夜，骤雨不停

一道霹雳击穿了附近的变压器

我在黑暗中哆嗦着，而火柴

在哪里？

整个世界漆黑。我低如屋檐

风暴之中，滚雷响过

仿佛如她所言：

——“伟大只能是孤独的、无生息的、

无回音的⋯⋯

正月闹元宵、迎龙灯，这一古老风俗最早可追溯到

唐朝。千百年来，永康民间迎龙灯连绵不绝，发展到今

天，各有所异，各有特色，其中芝英三冠龙尤为出名。

芝英三冠龙，采用枫树木板二块，一块做龙头，一

块做龙尾，每块长 2.7 米，宽 30厘米、厚 4厘米左右。花

纹、图案、龙鳞等先用羊油画成后再涂上各色颜料，内

插十六根蜡烛，再配上龙爪。龙角插上两面三角旗，上

写“庆赏元宵”四个大字，整个龙头立刻活灵活现起

来。桥灯板同样采用枫树板，每条桥灯板长 2 米，宽 15

厘米左右。通常整条龙灯最短也有160米，如果舞灯的

人多，就更可观了。整条龙两三百米不等，队伍浩浩荡

荡，十分壮观。

芝英三冠龙大气威武，与众不同，有独特的历史渊

源。据说三冠龙造型仿照公婆岩、太祖山、公山顶小祖

山龙脉延伸走势，因其中一块天然岩石的形状如一个

三冠的龙头，芝英世祖就按其形状绘成图，制成三冠龙

头。此后，应氏子孙世代相传，用三冠龙迎龙灯，以求

神龙保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一方兴旺。

从明、清、民国至今，芝英是永康最大的集镇，其历

史文化底蕴深厚，名人雅士众多，所以这里的元宵佳节

特别热闹。

农历腊月二十后，芝英各房头就开始策划正月糊

龙头、迎龙灯。长子添丁、家境情况好的要负责糊龙

头，其他生男丁的家庭每户负责迎十桥灯。方方面面

安排好之后，再选定日子，请出龙头。届时要鸣锣开

道，清香领路，六名大汉抬起龙头，按老灯路在整个芝

英游绕一圈。

灯节一到，芝英市基的戏台就开演“灯戏”。正月

十三迎灯时首先由三常龙起灯，此时芝英各商号店铺

都会叫伙计抬出早前准备好的火炮，放在市基燃放，放

多少则视财力而定。更有甚者，用长鞭火炮捆绑数十

步云梯，在盘龙庙路口等待龙灯到来一起燃放。有的

商铺别有用心，制作一个需两人抬的大火炮，放于市基

中央，招来诸多眼球之后，又将火炮挪来挪去，观众也

跟在后面东奔西跑。到头来火炮却是假的，让人空欢

喜一场，因场面喜庆热闹，观众也不会记在心上。

正月十四夜迎寿龙，那不是一般人家能够迎的，必

须是应姓，有名望，有地位，更要有经济实力，年龄七十

以上。迎寿龙人家要向亲朋好友发出龙酒请帖。若他

送来十张请帖，你就得去十个人助灯。同时，为防止龙

头落地失了面子，迎寿龙人家还得提前请有丰富经验

的师傅抬龙头。

正月十五晚则是迎天房龙，由天房下属各小房头

族孙参加。正月十六迎朱相公，正月十七最后一夜是

迎文长星。总之从正月十三到十七，整个芝英人潮涌

动，三乡四邻，拜年客，亲朋好友都要到芝英观灯看

戏。正月里生意最忙的人，要数应济敦，因他做的麻酥

远近闻名。凡有名望、有经济实力的人家都要出来分

麻酥，每个迎龙灯的人分两个，所以有了迎灯为麻酥的

讲法，这个习俗一直持续到解放初期。

上世纪九十年代，芝英一村至八村都迎龙灯，青年

灯、妇女灯、小人灯、七线灯都有。我所在的芝英二村，

巾帼不让须眉，跳灯、团灯样样内行。迎龙灯还有一个

不成文的规矩，不迎则已，如开迎就要连续迎三年。所

以，倘若你从正月十二到正月十六都在芝英，那几乎每

天上午到半夜都能听到爆竹声、欢呼声。

时至今日，传承了千百年之久的迎龙灯风俗仍在

年轻人当中传递着，正如诗所云：“火树银花放异彩，元

宵佳节庆灯潮。台上八仙送喜庆，台下龙狮竞比高。

人海如潮欢声起，爆竹连天冲云霄。共祝新年风雨顺，

太平盛世乐逍遥。”

芝英三冠龙
□应建设

雨
□毛子

雨落在带泳池的屋顶，落在四处漏风的屋顶

落在安置棚、幼儿园、农贸市场
落在农民工、保姆、糖尿病人身上

雨也落在私家车、脚踏三轮、雨伞上

落在每天进食的蔬菜和肉食上

它们可能是菠菜、玉米、辣椒和牲畜

雨落在生长这些的土地上。

雨继续在落。它倾斜，但不偏袒

每个人都有内涝，有乌云

都在严防死守，在泄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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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我在北京的童年，春节带给我的记忆是五彩

斑斓的，像一个个妙不可言的童话故事，亦真亦甜。

春节里，每个家庭都有一个主要人物贯穿始终，他

（她）要负责大扫除，和面，下锅炸东西，置办年货，分红

包，给孩子扯布做新衣服，提前给家里的老老少少们理

发，催促一家人去澡堂子里泡澡⋯⋯当然，最重要的当

属张罗大年三十晚那顿年夜饭。

大年三十一早，奶奶会将蒸好的豆包、馒头，分别

放置在两个簸箩里，孩子们看到就会抢着吃。装满红

红豆馅的豆包儿，冒着香气，吃起来又糯又甜。

中午，大人们会强迫我们睡午觉。他们一边兴高

采烈地剁着饺子馅儿，一边喊“赶快睡觉，晚上好有精

神看春节联欢晚会⋯⋯”而我们不会真的睡觉，都在窃

窃私语，聊聊各个学校班级的见闻，说说永远也不敢对

大人讲的故事，心里头别提有多满足了。

家中的年夜饭由我的奶奶、姑姑、婶婶操办。平时

不常吃的“蒜苗炒鸡蛋”“红烧带鱼”“炸春卷儿”一应俱

全。回首起来，这一个个拿手菜，浸入了多少大人们对

我们的关爱啊。

大年初一，我早早就被大人们从被窝里拽出来了，

换上漂漂亮亮的新衣服，挨着个地给大人们拜年，收压

岁钱。

“婶婶吉祥”“姑姑富贵平安”“叔叔飞黄腾达”，谁

最会说好听的拜年话儿，谁就是最懂事儿的孩子。他

可以和大人一起逛庙会去：“冰糖葫芦”“灌肠儿”“豆汁

儿”都尝一遍，“拉洋片”“数来宝”“踩高跷”全瞧一遭儿

⋯⋯

大年初三，大人们都去拜年了，孩子们溜到颐和园

的冰场上玩小冰车，滑冰。玩累了，就往冰面上一躺，

那一刻，整个世界都是那么地安详、宁静。有时冷不丁

还会蹿出几个老外，主动要求和我们这些中国娃娃们

合影。

你听，鞭炮声从“年三十儿”的震耳欲聋到后来的

稀稀拉拉，这就预示着，春节算是过完了。新的一年，

新的轮回又在发生着、继续着。

永康人过北京年
□王哲

夏日里的
最后一朵荷花
□杨洪波

莲池半枯

干蓬百结

所有的心事都己飞驰

白露之后的某一个日子

我，姗姗来迟

有人叹我错失花季

我只是不愿意

在盛开的季节

错过了你

风霜己近

来不及结实

你我靜默无语

凝然成寂

来一阵轻烟和几笔淡彩

携我

成你的回忆

收藏起

再赴来年的花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