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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媒体记者 沈永亮
通讯员 周舟 文/图

“今年春节，虽然镇里没有组织
大型灯会，但是民间自发组织的灯
会已经办了8场。”2月11日正月十
四，见到叶剑飞时，他这样说道。

“牌灯到、喝彩叫，迎龙灯、点
鞭炮，请纳福、红包要。”宿松县许
岭灯会，汇集民间竹编艺术、焊接
扎彩艺术，以及杂技、脸谱、民乐、
剪纸、彩绘、戏剧艺术等，玩的是
灯，演的是歌舞戏，展示的有龙灯、
花灯、牌灯、断丝炫锣鼓、高跷、大
头灯、腰鼓灯等。

许岭灯会起源于清朝初年，距
今已有 400 余年的历史。据 1986
年编印的《许岭区简志》记载，早在
清朝前期，许岭人民就注重正月

“戏灯”的习俗。特别是在正月元
宵节前，必举行灯会来祈福。据当
地的老艺人回忆，1946年、1950年
和 1957 年举行过三次灯会，后一
直未能开展，直到1986年才恢复，
并称之为“第一届”，随后又举办过
多次大型灯会。

许岭灯会规模有大有小，大型
灯会有近千名演职人员，灯期 10
至15天，进县城和周边乡镇巡游；
小型的有100至300人参加，多在本
镇范围内演出，丰富了广大人民群众
的节日生活。灯会的竹制编扎、焊接
堪称一绝，各种鸟兽、人物造型，栩栩
如生，惟妙惟肖，具有浓厚的乡土气
息和独具匠心的设计风格。

许岭灯会巡游期间，灯队通常
由两大部分组成，即花灯展演和民
间文艺展演。灯队巡游依次展现
的是唢呐开道、报信灯、主题灯、花
灯、故事灯、人物灯、狮子灯，紧接
着表演戏曲、歌舞类节目，最后以
展示龙灯结束。2013年许岭灯会
被列入第四批省非物质文化遗保
护名录。

木匠、篾匠、剪纸匠、裁缝……
现年80岁的叶剑飞身兼多职。作
为第六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许岭灯会代表性传承人，每一届
灯会中的花灯、高跷、畜牧彩车、双
蚌戏鹭、台阁等道具均出自叶剑飞
之手。2024年正月，第六届省级非
遗许岭灯会巡演活动中，叶剑飞全
程参与筹备工作。

叶剑飞是许岭镇许岭社区居

民，16岁做木匠，32岁成为供销社
采购员，37岁到镇文化站协助办灯
会。“到目前为止，许岭灯会一共举
办了六届，我只有头两届没有参
加。”叶剑飞说，镇里大型灯会断断
续续举办，但是民间群众自发组织
的灯会年年都在办。

年轻的时候，叶剑飞每年都会
根据生肖扎制相应的纸灯。可随
着年龄增长，这项手艺干不了了。
目前叶剑飞已收了3个徒弟，包括
儿子叶徐海，他也是许岭灯会县级
非遗传承人。

近年来，靠着叶剑飞等一批艺
人薪火相传，许岭灯会的传统节目
不断排演。“我们将传承许岭灯会，
守护老艺人，守护传统文化，让优
秀的传统民俗文化在继承中不断
发扬。”该镇党委书记余正强说。

竹编编扎、焊接扎彩艺术堪称一绝

许岭灯会：流光溢彩的民俗记忆

叶剑飞亲手制作灯会道具。

本报讯（见习记者 杨浔）随着
元宵佳节的到来，汤圆也迎来了旺
销时刻。记者近日走访城区多家商
超发现，除了黑芝麻、豆沙等传统口
味，不少创意口味、造型独特寓意美
好和主打健康的新式汤圆也受到市
民青睐。

2 月10 日，市府路一家商超内多
个冰柜里都摆放着速冻汤圆，价格
从每斤十几元到几十元不等。传统
的黑芝麻、花生等馅料汤圆销售力
虽然依旧强劲，然而将水果、巧克
力、龙井茶等元素融入汤圆的新口
味，也获得了不少市民青睐。

“今年的汤圆口味选择多，价格
也不贵，买回去尝尝。”市民赵女士
选购了两袋龙井茶、一袋榴莲口味
的汤圆。在她看来，现在汤圆的口
味越来越多，选择面很广，新产品尤
其能吸引到年轻人购买。

产品口味不断推陈出新，造型
外观也创意满满。有的汤圆被制作
成“元宝”“柿子”形状，寓意着招财
进宝、事事如意，成为众多消费者的
新宠。在回祥南路一家超市内，一
款款造型独特的汤圆吸引了很多市
民的目光。“你看这些汤圆，不仅造
型别致，寓意也好，可以买来尝尝，
价格非常实惠。”超市促销员向正在
选购的市民介绍着。

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提高，消
费者在选择汤圆时越来越关注健康
因素。在余店路一家超市里，市民
张红清挑选了几袋大黄米汤圆，这
是以大黄米为皮的粗粮汤圆。

“大黄米汤圆近期卖得最好，已
经补货三次了。很多老年人血糖偏
高，传统口味并不适合他们，这两年
也出现了不少美味和健康并存的汤
圆。”该超市售货员介绍道。

市市场监管局近期发布元宵节
饮食消费提示，一般而言，甜味汤圆
（元宵）的主要配料包括糯米粉、变
性淀粉、白砂糖等，由于糖和油的含
量相对较高，建议消费者适量食用，
尤其是消化系统相对较弱的老年人
和儿童更要注意食用量，糖尿病和心
脑血管病等特殊疾病患者更要谨慎
食用。食用元宵、汤圆前，可先吃些
蔬菜或富含蛋白质的食物，有利于降
低餐后的血糖反应。

购买速冻汤圆时，不要购买或
食用无标签或标签信息不全、内容
不清晰，掩盖、补印或篡改标示的
产品。应选择包装袋内冰渣不多，
色泽均匀、鲜亮，没有明显粘连，
形态完整，没有裂口、明显裂纹或
脱粉现象的产品。同时，易敏人群
在挑选或食用汤圆时需注意仔细查
阅配料表，以及配料表邻近位置是
否有提示信息。

创意口味、健康食材
受青睐

元宵到 汤圆俏！

本报讯（通讯员 檀志扬 张
翔 文/图）元宵佳节临近，在怀宁
县石牌镇老街，一场场传统文化特
色的节日活动精彩上演。闹元宵、
逛老街、看花灯、猜灯谜、尝美食、
听戏曲……老街里人头攒动、欢声
笑语，来往游客驻足感受传统文化
的魅力。

2 月 11 日晚，走进石牌镇老
街，喜庆的彩灯挂满街头，现场支
起了一个个摊位，融合了趣味性和
文化内涵的互动游戏吸引游客热
情参与，大家在品味民俗文化魅力
的同时，感受传统元宵节内涵。“我
们通过举办元宵节活动，丰富市民
的文化生活，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促进文化旅游消费，提
升城市的文化氛围和知名度。”石
牌镇党委书记周阳海说。

老街发光灯笼拍照打卡点引
得众多游客拍照打卡。“我们在永
兴街、汀字街、后街、正街等核心位
置，设计了5处不同主题的发光灯
笼拍照打卡点，分别为福袋灯笼
区、中国梦三联灯笼区、金鱼灯笼
区、福字三联灯笼区和诗词灯笼
区。同时每个打卡点放置一个答

题二维码，通过微信扫码参与游
戏，回答正确可以领取1元现金红
包一个。另外集齐 5 个打卡点的
照片，并转发朋友圈，可至兑奖处
领取限量文创礼品一个。”石牌镇
文化站负责人汪传龙介绍。

年糕、麻球、藕圆等传统美食
摊位前，吸引了大批“吃货”。“这里
的元宵节氛围非常好。”市民潘美
洁和闺蜜一道，猜灯谜、尝美食。

“这才是真正的年味。”游客汪林牵
着孩子一条街一条街欣赏，“下午

我从安庆市区带孩子过来游玩，感
受民俗文化魅力。”

在猜灯谜区域，一条条精心设
计的灯谜妙趣横生，有人盯着谜面
凝神思考，有人猜出谜底豁然开
朗。“猜灯谜是我们的传统文化，灯
谜内容包罗万象，也寓意满满。”游
客陈静猜对灯谜后还领到了奖品，
她十分高兴。“今年石牌老街活动
办得好，真的很热闹。”市民张坤感
慨地说。元宵节前夕，石牌老街吸
引5000余人次前来打卡。

看花灯 猜灯谜 赏美食 听戏曲

花式闹元宵 为年味儿“续航”

老街上，一条条精心设计的灯谜妙趣横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