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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傍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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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胸舞、唆啰嗹、惠女
表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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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队伍第一个人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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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去年正月
初十至今年正月初九内结
婚的男青年参选，并以“掷
筶杯”的方式抽取。30岁的
小洪是今年的“灯首”之一，
这也是他第一次当“灯首”。

晚上 6时许，在烟花爆
竹“迎灯”下，英都拔拔灯活
动正式拉开序幕，绵延数千
米的红色灯“龙”，仿佛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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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调协同，灯“龙”
才会平稳前进。

“我孙子孙女都参加
了，一起沾点福气回家。”71
岁的香港同胞洪裕福分享
道。他的老家就在英都民
山村，在洪裕福的记忆里，
孩童时拔拔灯就出现在他

的生活里，由于年纪小，亮
亮敞敞的游灯可望而不可
即。他至今无法忘怀初次
参与拔灯时，英都上空璀璨
如白天的场景。尽管已定
居香港四十多年，但每年春
节洪裕福都要带全家人回
到英都过年。“每年的这一
天，是一年里最热闹的，
孙子孙女大了后，我
就让他们也参加，
向他们传授拔灯的
技巧。”洪裕福说。

灯“龙”走街串巷 祈福新年安康
南安英都拔拔灯民俗活动精彩上演，首次开启线上直播，观灯人数超10万

2月6日正月初九，南安英都镇人头攒动，
延续了500多年的民俗活动拔拔灯如约而至，
红色灯“龙”绵延数千米，热闹地穿梭于英都大
街小巷，祈求新的一年生活幸福安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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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老少用手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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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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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成功入选第二批国家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是全国
九大灯会之一。这项民俗
活动历史悠久，仪式定型可
以追溯到明朝万历年间。

拔拔灯被列为人类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春节——中国人庆祝传统
新年的社会实践”的内容范
畴。在刚刚过去的正月初
六，拔拔灯就参与了在泉州
府文庙前广场举行的“穿越
宋元奇妙游”世遗泉州非遗
时尚秀，奏响了一曲世遗、
非遗与时尚完美交融的多

元华章。
主办方相关负责人介

绍，今年的拔拔灯活动形式
比往年多样，新增民俗表
演，对参加拔灯的人员从身
高、体型等方面进行更加严
格的筛选、优化，要求拔灯
者统一用左手护灯，且穿着
服饰统一。

“1万多人参加，持续 5

个小时，有史以来规模最
大、持续时间最长，线上线
下观灯人数超 10万人。”该
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拔
拔灯活动首次开启线上直
播与互动体验的创新，现
场进行“英都拔拔灯 万人
同游春”慢直播，让海内外
观众共同感受非遗魅力。

“活动增强了亲情联

络，有中国香港、澳门，以
及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东
南亚国家和地区的乡亲，
来参加、观看。”主办方相
关负责人介绍道。春节期
间，英都拔拔灯先后登上
央视频、东南卫视、福建电
视台综合频道、闽人智慧
海报和人民日报数字频道
海报。

传承民俗
再现海丝古渡历史场景

27支队伍组成长灯“龙”

线上直播互动 海内外乡亲共享非遗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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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人头攒动，热闹非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