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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时期，每年夏冬
雨季，泉州郡守和市舶司
官员率领外国番商使者，
在九日山下举行祈风仪
式，留下珍贵的祈风石
刻。为祈求航运顺利，船
工都到英都码头拜祀，拉
纤“拔船”，此后，英都昭惠
庙把每年元宵灯节结合起
来，进行“拔灯”游乐。

一根硕大的长麻绳，
每隔六七十厘米挂一个
灯笼，男女老少一起使劲
往前拉，犹如逆水行舟的

“拉纤”。如今，船工拉纤

已成过去，但拔拔灯民俗
传承了下来。疫情前，每
年正月初九，当地都有上
万人参与，再现海丝古渡
历史大场景。

据悉，拔拔灯这项民
俗活动最早是灯会（南安
英都拔拔灯）项目传承人
廖榕光在 1990 年挖掘出
来的，之后也为申报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做了
很多努力，2008年成功入
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是全国九
大灯会之一。

红灯“龙”绵延数公里
延续500多年的南安英都拔拔灯祈福，昨晚如约而至，1万多人参加，持续4个多小时

海都讯（记者 黄义伟/文
孔瑜/图） 2月 12日傍晚 5
时，天还没有黑，莆田绶溪
公园桥上、岸边已是人山人
海，原来大家都在等待晚上
7 时 30 分开始的神奇浪漫

“铁花秀”。
莆田打铁花闹元宵习

俗流传至今，已有 300多年
的历史，2011 年入选省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绶
溪公园的打铁花工匠就是
荔城区新度镇锦墩村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记
者在现场看到，在绶溪鹅卵
石滩边，矗立着三个打铁
炉，工匠们已经就位，他们
准备了生铁、煤炭、石灰石、
木柴等物料。

近两米高的炉前搭了
把梯子，铁匠需随时踮着脚
查看炉内情况。“烧铁要看
火候，烧到 1300 摄氏度左
右出来的铁水形态色泽最
佳，打出的砂花最好看。”工
匠告诉记者。

晚上7时30分，激动人
心的时刻到来了，铁匠开始

表演，工匠们开动鼓风机，
加速生铁熔化。炉里的火
舌蹿出炉壁半米多高，发着
光的金色铁水从炉口流出，
被分成若干长柄畚斗，多名
打砂花师傅分站在树周围，
左手用竹节从畚斗中取铁
水，右手持钢管或炸花槌，
用力向上击打，顿时铁水撒
向荔枝树。

当高温的铁水与大树
的叶子碰撞时，神奇的“火
树银花”景象诞生了，宛如

天女散花，美轮美奂，观众
的赞叹声、惊呼声不断。

“打砂花，要用力，打
得越高，弧度越大，散下的
砂花越好看。”打铁花的师
傅陈银洪说。记者了解
到，学会打铁花也不容易，
陈涵是陈银洪众多徒弟之
一，从事电焊、机械加工的
工作。他说：“适合打砂花
的生铁不多，要提前收集，
一小时的砂花演出需要的
生铁、木炭、石灰石比例大

概是 7∶4∶1，我跟师傅学了
6 年才能在元宵当晚表演
打砂花。”

打铁花不仅好看，而且
有着很好的彩头，因为“花”

“发”谐音，寓意越打越发，
所以特别受人喜爱。绶溪
打铁花从正月初三晚上开
始，每隔一个晚上就有表
演，一直到元宵当晚，观众
可以上“莆田发布”预约，也
可以直接前往莆田绶溪公
园坐游船观看。

火树银花不夜天
有300多年历史的莆田打铁花在绶溪公园上演；隔晚就有

表演，直到元宵当晚

海都讯（记者 曾炳光
通讯员 王文强 陈宇航
刘楚琳 文/图） 赛大猪，
祈丰年。2月 17日，农历
正月初八，漳州市长泰区
山重村又迎来了一年一
度的“赛大猪祈丰年”习
俗盛景。这项民俗活动
历史悠久，已传承 1300多
年。2011 年，山重“赛大
猪祈丰年”民俗活动被正
式列入福建省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

从当天中午 12 时开
始，村民们就各自忙活起
来，宰猪、烙印、称重，评
选出来的“天公猪”嘴含
红橘，腿系红绳，在当天

下午 4时由村民抬着送进
家庙，现场鼓乐齐鸣，人
声鼎沸，“出圈”的“赛大
猪”活动吸引了不少村民
和游客聚集观看，拍照合
影分享福气。

今年，由薛永勇、薛
德发、薛清发分别饲养的
679.8 斤 、615.2 斤 以 及
605.1 斤的大猪分获“状
元”、“榜眼”和“探花”，
三头大猪照例风风光光

“ 坐 ”上 大 轿 进 薛 氏 祖
祠。山重薛氏人认为，只
有家运昌盛的人家才能
够养大猪，而饲养出“状
元猪”的家庭则更是福气
满满。

赛大猪“出圈”
此项省级非遗已传承1300多年，

吸引不少村民和游客分享福气

N海都记者 柳小玲/文
田米/图

2 月 18 日，正月初九
天公生，南安英都镇人头
攒动，欢呼雀跃，延续了
500 多年的民俗活动拔拔
灯如约而至，绵延数千米
的红色灯“龙”，热闹地穿
梭于英都镇6公里长的街
巷，祈求新的一年，生活幸
福安康。

傍晚 5时许，夜色还未
降临，英都镇的村民早已聚
集在昭惠庙前。舞龙、舞
狮、大鼓吹、拍胸舞等各种
富有闽南特色的表演轮番
上阵，喧嚣的锣鼓配上此起
彼伏的鞭炮声，让整个镇区
都沸腾了。

记者见到，27支灯阵按
顺序进场等候。每支队伍少
的五六十人，多的超百人。
队伍第一个人俗称“灯首”，
在英都的拔拔灯活动中，当

“灯首”是一种荣耀，每年的
“灯首”人选，只有去年正月

初十至今年正月初九时间内
结婚或添男丁的家庭才有资
格当选。有资格并不一定能
当选，在传统的习俗里，他们
还要以“掷筶杯”的方式从资
格人群中抽取。

25岁的小洪，刚刚新婚
不久，他通过“掷筶杯”有幸
当选。“运气真的非常好！
几十个人掷信杯，最后被我
拿到了！”小洪参加拔拔灯
很多年了，是第一次当“灯
首”，听说新婚来参加拔拔
灯，新的一年会很旺！

晚上6时6分，在烟花爆

竹“迎灯”下，英都拔拔灯大型
踩街活动正式拉开序幕，绵
延数千米的红色灯“龙”，仿
佛一条潺潺的溪流，参与拔
灯的人儿乐得合不拢嘴，如
同一个个纤夫，推着手中的

灯阵穿行在人山人海中。
除了“灯首”，护灯人员

也很重要，有的全家人上
阵，轮流替换。而拔拔灯需
要练习，几百只脚步调协
同，灯“龙”才会平稳前进。

记者注意到，今年的
拔拔灯选取的灯具较往年
更加新颖独特，在保留剪
纸、花球等传统文化元素
的基础上，通过一定的高
科技手段，使灯具更有特
色，更符合时代潮流，且灯
具材质均采用节能环保的
材料，这是往年没有的。

“参加人数创历史新
高，有 1万多人参加，持续
4 个多小时，是有史以来
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

的，观灯人数超 5 万。”英
都镇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
道。

此外，拔拔灯活动还
创新增设了闽南民俗表
演。相较于往年以单纯
的踩街游行为主，今年参
与拔拔灯踩街的前 8支队
伍在游行期间，分别在昭
惠庙前展开表演，内容包
含舞龙、舞狮、大鼓吹、拍
胸舞等富有闽南特色的
节目。

27支灯阵穿梭在大街小巷中

参加人数创新高，观灯人数超5万

再现海丝古渡大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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