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辑：郝宁 电话：010-85168003 E-mail：haon@ctnews.cn

2025 年 1月 21 日 星期二

CHINA TOURISM NEWS

本版插画 芝芝

过 了 腊 八 ，潮 汕 的 年 味 就 铺 天 盖

地来了。英歌舞、营老爷、潮剧……都

承载了烟火人间的热闹。

身 为 潮 汕 媳 妇 ，我 深 爱 这 里 的 年

味。还记得去年春节前，我们挑了个阳

光甚好的日子，在潮州古城寻年味。我

们一行人骑着单车悠闲而行，在微风拂

面中慢慢感受着老城的陈年故事。

逛潮州古城，须得空着肚子，这里

满 城 烟 火 气 。 在 西 马 路 、开 元 路 、义

安 路 、昌 黎 路 等 美 食 街 ，随 随 便 便 进

入 一 间 店 铺 ，吃 的 都 是 地 道 味 儿 好 的

老 手 艺 ，价 格 也 亲 民 。 我 们 早 餐 吃 了

砂 锅 粥 和 肠 粉 ，都 极 尽 诚 意 。 现 熬 的

粥 里 ，大 米 粒 粒 晶 莹 饱 满 有 形 ，鲜 甜

软 糯 ，吃 一 口 ，舌 齿 留 香 。 肠 粉 也 是

潮 汕 早 餐 的 主 打 ，粉 皮 薄 而 不 烂 ，馅

多料靓，汁稠味正。

吃饱喝足，时间刚好，可以去游览

横跨韩江的中国四大名桥之一的广济

桥 ，这 是 凭 票 上 桥 的 景 点 。 传 说 这 是

在“ 八 仙 ”之 一 韩 湘 子 相 助 下 建 设 而

成 的 桥 ，所 以 潮 汕 人 更 爱 称 此 桥 为

“ 湘 子 桥 ”。 桥 上 五 丈 一 楼 ，楼 楼 不 重

样 ；十 丈 一 阁 ，阁 阁 不 相 同 。 明 代 李

龄 撰 写 的《广 济 桥 赋》里 ，是 这 样 描 绘

桥 景 的 ：“ 华 梲 彤 尞 ，雕 榜 金 角 ，曲 栏

斜 槛 ，丹 漆 涂 垩 ，鳞 瓦 参 差 ，檐 牙 高

啄 。”当 地 老 人 告 诉 我 们 ，明 清 时 期 ，

长 桥 如 街 ，人 货 两 闹 ，卖 叫 评 唱 各 相

宜 。 当 下 ，我 们 置 身 桥 上 ，闲 坐 亭 台 ，

睁 眼 看 碧 江 流 水 ，闭 目 听 清 风 古 韵 ，

梦一场桥梁市井，醉一回人间太平。

走过广济桥，景仰文人韩愈的，可

以 到 桥 附 近 的 韩 文 公 祠 参 观 凭 吊 一

番 。 公 祠 背 靠 韩 山 ，面 向 韩 江 ，环 境

清 幽 ，建 筑 典 雅 古 朴 ，碑 刻 肃 穆 ，殿 阁

恢 宏 。 脚 踏 石 蹬 道 ，眼 看 匾 额 墨 宝 ，

仿佛能听到勇谏迎佛骨而被贬潮州的

韩 愈 在 吟 诗 ：“ 一 封 朝 奏 九 重 天 ，夕 贬

潮 阳 路 八 千 。 欲 为 圣 明 除 弊 事 ，肯 将

衰朽惜残年。”

离 开 韩 文 公 祠 ，我 们 凭 广 济 桥 盖

章 门 票 免 费 返 桥 ，去 看 庄 严 肃 穆 的 广

济 楼 、斑 驳 厚 重 的 古 墙 、小 桥 流 水 的

颐 园 ，以 及 有 着 二 十 二 座 牌 坊 故 事 的

牌坊街……在一众古色古香的骑楼老

街 里 ，感 受 历 史 的 气 息 和 韵 味 。 逛 累

了 ，继 续 去 牌 坊 街 品 尝 美 食 。 我 们 一

条 街 吃 过 去 ，专 挑 小 吃 下 手 ，还 计 划

夜 里 再 来 一 顿 丰 盛 的 晚 餐 —— 浮 豆

干 、猪 脚 圈 、粿 汁 、腐 乳 饼 、鸭 母 捻 、蚝

煎 、糖 葱 薄 饼 、麦 粿 、糯 米 猪 肠 、无 米

粿 …… 最 具 地 域 特 色 的 美 食 ，当 属 牛

肉 火 锅 。 火 锅 贵 在 一 个“ 鲜 ”字 ，在 潮

州 ，没 有 虚 头 巴 脑 的 表 面 功 夫 ，只 有

实 打 实 ，眼 睛 看 得 见 、鼻 子 闻 得 到 、舌

头吃得出的新鲜。

除 了 美 食 ，每 一 个 来 潮 汕 寻 找 年

味 的 人 ，都 怀 有 一 睹 国 家 级 非 遗 代 表

性 项 目“ 英 歌 舞 ”的 愿 望 。 英 歌 舞 融

合 了 南 派 武 术 、舞 蹈 、戏 剧 等 地 方 艺

术 ，具 有 粗 犷 、阳 刚 、威 猛 、豪 迈 的 特

点 ，同 时 有 驱 邪 祈 福 的 寓 意 。 战 舞 英

歌 ，是 潮 汕 人 过 年 的 灵 魂 ，因 其“ 又

老 又 潮 ”，被 网 友 们 称 为“ 中 华 战

舞 ”“ 民 间 街 舞 ”。 腊 月 到 正 月 ，英 歌

舞 的 声 与 姿 ，会 在 潮 汕 每 个 街 头 巷

尾 、老 镇 旧 村 上 演 。 在 这 里 ，人 人 会

勾 眉 上 色 画 脸 谱 ，个 个 能 击 棍 旋 转 跳

英 歌 ，这 是 独 属 于 潮 汕 人 的 文 化 传

承。我们在广济楼前的广场遇上了英

歌 舞 表 演 ，即 使 看 了 近 20 年 ，每 一 次

看到，还是忍不住被表演惊艳。

光是看英歌舞者的妆容打扮就是

一种享受。英歌舞者的妆不是普通的

打 粉 抹 红 ，而 是 以 青 蓝 黄 为 配 色 ，以

黑 白 红 为 主 色 ，以 梁 山 泊 好 汉 为 原 型

画上的精致繁杂的脸谱。他们的衣着

大 部 分 以 黑 色 为 底 ，以 红 白 黄 蓝 色 为

饰 ，再 搭 配 束 口 、束 头 巾 、束 腰 带 ，还

有“ 英 雄 靴 ”，每 一 个 英 歌 舞 者 都 像 是

从小说世界走出来的人物。

英 歌 舞 通 常 由 几 十 人 组 成 舞 队 ，

随着一声哨子响，百十棍子同时敲打，

槌 声 阵 阵 。 舞 者 大 多 手 执 两 英 歌 槌 ，

跟 着 哨 子 锣 鼓 的 节 拍 不 断 跳 跃 ，同 时

左右上下互相对击，节奏明快强烈，动

作 健 壮 有 力 。 英 歌 槌 的 敲 打 节 奏 ，一

般配合哨子一声，锣鼓三四下，每击打

一次英歌槌，就会有一组动作表演，队

伍也紧随着动作的变化而演变出不同

的 阵 型 ，舞 者 的 肢 体 动 作 和 队 伍 的 阵

型连贯起来组成英歌舞的各种形态。

潮 州 古 城 的 白 天 锣 鼓 喧 天 ，到

了 夜 里 ，广 济 桥 亮 起 灯 ，桥 上 的 灯 与

水 里 的 碎 光 串 成 一 片 灯 海 ，不 知 是

星 河 坠 落 人 间 ，还 是 人 间 亮 起 星

河 。 烟 火 越 夜 越 旺 盛 ，潮 州 的 年 味

也 愈 发 浓 了 。

潮州古城英歌舞
□ 何小雯

喀什古城烟火气
□ 戚 舟

临近年关的新疆喀什古城，不只是

热闹，用新疆话说是“劳道（新疆方言，

意 为“ 厉 害 ”）”。 古 城 内 ，《麦 西 来 甫》

和《好 运 来》在 街 头 轮 番 唱 响 ，土 黄 色

的 城 墙 和 高 台 民 居 挂 满 红 灯 笼 ，年 轻

人时尚的羽绒服里穿着艾德莱斯绸的

衣服。

先 别 急 着 奔 向 高 台 民 居 ，沿 着 恰

萨 路 来 场 古 城 漫 步 吧 ，路 过 的 每 一 家

小店都别具风情。当地人很爱强烈的

色 彩 对 比 呈 现 出 的 反 差 美 感 ，看 地 毯

店 内 大 胆 明 艳 的 色 彩 运 用 ，深 蓝 配 紫

红 、深 绿 配 明 黄 ，不 俗 ，反 倒 亮 眼 。 更

别 说 艾 德 莱 斯 绸 了 ，这 是 新 疆 古 老 的

扎经染色工艺，每一块布料至少染有 5

种饱和度高的颜色，参差错落，鲜艳无

比 ，由 艾 德 莱 斯 绸 做 成 的 裙 子 被 称 作

“玉波甫能卡那提古丽”，意思就是“布

谷鸟的翅膀花”，听着就很有春日里万

紫 千 红 的 氛 围 感 。 房 屋 建 筑 也 是 如

此，赭红屋檐、湛蓝玻璃、明黄门框，还

有 窗 台 上 五 颜 六 色 的 陶 罐 ，远 处 鲜 绿

的塔顶……随便怎么拍都能出片。

若是走累了，拍饿了，就让沿街的

小 吃 填 饱 肚 子 。 米 肠 子 、面 肺 子 颇 受

欢迎，前者由大米灌进羊肠制作而成，

后者是将洗完面筋的面水灌入羊肺后

蒸 熟 而 成 ，依 次 切 片 ，拌 上 辣 子 、咸 盐

等佐料，吸溜一口，实在“劳道”。我很

爱 吃 烤 鹅 蛋 ，小 贩 在 新 鲜 的 蛋 皮 上 敲

开 一 个 小 口 ，倒 出 些 蛋 清 ，加 入 18 种

秘制调料，小火煨熟后，再要个勺子舀

着 吃 ，浓 郁 香 甜 。 此 外 ，还 有 馕 包 肉 、

胡辣羊蹄、那仁、油塔子等数不清的特

色美食。吃不完的打包带走当年货也

不 错 ，很 多 店 会 提 供 真 空 打 包 邮 寄 一

条 龙 服 务 ，椒 麻 鸡 、马 肠 子 、风 干 肉 随

便买，回家提着新疆味道走亲戚，很有

排面。

高台民居是喀什古城最让人期待

的 景 点 ，也 是 电 影《追 风 筝 的 人》的 取

景 地 之 一 。 高 台 民 居 被 当 地 人 称 作

“高崖上的土陶”，直白形象，土黄色的

原生态房屋鳞次栉比，只消看一眼，就

有种千年历史踏着云烟滚滚而来的感

觉。古建筑群静静耸立着，远看壮观，

置身其内，很容易让人产生“我也住在

这”的错觉。尤其是倚在墙棱听风、看

云，时间似乎停滞在这一刻，只有孩子

们 不 时 传 来 的 笑 声 提 醒 着 时 间 的 存

在 。 他 们 就 像 电 影 中 的 孩 子 一 样 ，在

长大之前，手中紧紧握着一根名为“纯

真 快 乐 ”的 绳 子 。 我 曾 在 喀 什 的 一 处

村 庄 支 教 过 一 年 ，那 些 孩 子 也 是 这 般

无忧，他们没有游戏机，也没去过游乐

场 所 ，只 有“ 纯 真 ”牵 绊 着 的 童 年 。 我

希 望 他 们 的 风 筝 始 终 高 飞 ，纯 真 快 乐

永在。

高台民居里的年味，是带着淡淡烟

火气的，礼貌地敲开一扇门，你会得到

一碗浓郁可口的奶茶。坐在门廊下小

口 啜 茶 ，听 年 迈 的 阿 帕（维 吾 尔 语 ，意

为“ 妈 妈 ”）磕 磕 绊 绊 地 讲 着 帕 米 尔 高

原上杏花盛放的故事；看眼前枯萎的葡

萄藤蔓酝酿着春意，随风轻摆；穿着艾

德 莱 斯 绸 服 饰 的 姑 娘 们 ，拎 着 一 个 个

中 国 结 路 过 ；贪 玩 的 孩 子 早 早 摔 响 了

年 炮 ；铜 壶 手 艺 人“ 叮 叮 当 ”地 为 即 将

到 来 的 蛇 年 配 乐 …… 日 出 东 方 ，烟 火

满城——新年到了。

春 节 如 果 去 安 徽 游 玩 ，一 定 要 去

歙县汪满田村看一次“嬉鱼灯”表演。

汪满田村是一个深藏在大山怀抱

里 的 偏 远 小 山 村 ，四 面 环 山 ，或 许 正

是 因 为 地 理 上 的 闭 塞 ，才 造 就 了 历 史

痕 迹 能 得 以 长 久 保 存 。“ 嬉 鱼 灯 ”起 源

于 一 个 古 老 的 传 说 ：很 久 以 前 ，汪 满

田 村 依 山 而 建 的 民 房 多 为 木 质 ，时 常

发 生 火 灾 。 为 祈 求 平 安 ，每 年 正 月 ，

全 村 人 便“ 兴 鱼 会 嬉 灯 以 剋 火 灾 ”，护

佑 村 庄 。 这 项 民 俗 活 动 至 今 已 有 600

余年历史。

如 今 ，汪 满 田 鱼 灯 这 一 传 统 民 俗

表 演 ，早 已 名 声 在 外 。 2022 年 ，一 场

非 遗 鱼 灯 表 演 惊 艳 亮 相 安 徽 师 范 大

学 的 大 学 生 运 动 会 开 幕 式 。 80 条“ 小

鱼 ”攒 聚 着 一 条“ 大 鱼 ”，在 不 断 变 化

的 灯 光 的 配 合 下 ，犹 如 在 海 中 游 弋 ，

仿 佛 一 幅“ 活 ”的 鱼 灯 国 画 。 2023 年 ，

汪 满 田 鱼 灯“ 游 ”进《中 国 诗 词 大 会》，

展 示 了 非 遗 的 魅 力 ，也 让 更 多 的 人 知

道 了 汪 满 田 村 的“ 嬉 鱼 灯 ”，村 里 的 鱼

灯 表 演 队 曾 多 次 受 邀 到 上 海 、江 苏 等

地表演。

汪 满 田 村 目 前 有 6 个 村 民 组 ，每

年 各 村 民 组 要 制 作 一 个 重 达 150 公 斤

的 大 鱼 灯 。 鱼 灯 分 红 、青 两 色 ，正 月

初 二 至 十 三 舞 红 鱼 ，寓 意 喜 庆 祥 和 ，

红 红 火 火 ；正 月 十 四 至 十 五 舞 绿 鱼 ，

代 表 春 回 大 地 ，风 调 雨 顺 。 制 作 的 鱼

灯 以 鲤 鱼 为 形 ，以 竹 为 骨 ，以 绵 纸 糊

身，以手工绘色，分鱼头、鱼身、鱼尾 3

节 ，长 约 9 米 ，高 约 3 米 。 整 条 鱼 节 可

以 活 动 ，在 舞 动 时 呈 现 出 游 动 的 姿

态 。 鱼 头 上 有“ 王 ”字 ，嘴 有 双 须 ，游

动 时 能 喷 射 火 焰 ，一 双 眼 睛 大 而 明

亮 。 鱼 腹 由 交 叉 纵 横 、错 落 有 致 的 架

子 搭 成 ，可 插 百 支 蜡 烛 。 除 此 之 外 ，

还 要 制 作 一 些 精 巧 的 小 鱼 灯 。 小 鱼

灯 仅 有 1 米 左 右 ，肚 内 插 3 支 蜡 烛 ，一

人就可舞动。

锣 鼓 是 嬉 鱼 的 灵 魂 。 大 年 初 二 ，

夜 幕 刚 刚 降 临 ，全 村 的 各 个 角 落 便 响

起 了 鞭 炮 声 。 至 吉 时 ，在 村 中 汪 氏 祠

堂 前 的 场 地 上 ，锣 鼓 齐 鸣 ，6 条 通 体 透

红 的 大 鱼 分 别 从 各 村 民 组“ 游 ”出 ，来

到 祠 堂 前 集 合 。 完 毕 ，锣 鼓 再 次 鸣

起 ，6 组 大 小 鱼 灯 按 照 规 划 好 的 路 线 ，

沿 村 中 小 河 的 两 岸 ，跨 沟 坎 、过 石 桥 、

走 小 巷 ，挨 家 挨 户 巡 游 。 巡 游 时 ，灯

笼 引 路 、火 把 开 道 、鞭 炮 助 威 、锣 鼓 压

阵 。 每 到 一 户 人 家 门 口 ，“ 大 鱼 ”都 会

摇 摇 头 摆 摆 尾 ，上 下 舞 动 。 迎“ 鱼 ”人

家 会 燃 放 烟 花 爆 竹 ，迎 接 福 鱼 到 来 ，

也 期 盼 着 新 的 一 年 四 季 平 安 ，风 调 雨

顺 。 鳞 鳍 闪 烁 的 大 小 鱼 灯 被 人 群 簇

拥 着 ，灯 火 映 照 在 人 们 的 身 上 ，笑 容

出现在他们的脸上。

从 正 月 初 二 到 十 五 ，只 能 算 是 嬉

鱼 灯 活 动 的 前 奏 ，到 了 正 月 十 六 这

天 ，才 是 欢 乐 的 顶 点 。 天 刚 擦 黑 ，全

村 所 有 的 大 小 鱼 灯 一 齐 出 动 ，聚 集 到

被 称 为“ 火 镜 ”的 岩 石 前 。“ 鱼 群 ”向

“ 火 镜 ”三“ 鞠 躬 ”，祈 求 平 安 。 仪 式 结

束 后 ，在 黑 丝 绒 般 的 天 幕 下 ，礼 花 冲

上 ，鞭 炮 齐 鸣 ，锣 鼓 震 天 。 在 铿 锵 的

锣鼓声中，6 条“大鱼”上下翻飞，摇头

摆 尾 ，模 仿 着 真 鱼 在 水 中“ 鲤 鱼 摆 尾 ”

“ 双 鱼 争 食 ”“ 鲤 鱼 戏 水 ”“ 鱼 跃 龙 门 ”

“ 戏 水 滩 花 ”等 。 数 百 条“ 小 鱼 ”则 围

绕 在“ 大 鱼 ”身 边 打 滚 嬉 戏 ，不 断 变 换

阵 型 ，描 绘 出 鱼 翔 浅 底 、快 闪 洄 游 的

奇 观 。 那 一 刻 ，辛 弃 疾 笔 下 的“ 凤 箫

声 动 ，玉 壶 光 转 ，一 夜 鱼 龙 舞 ”的 壮 观

场景穿越时空呈现眼前。

鱼 灯 舞 动 ，星 汉 人 间 。 在 如 梦 如

幻 的 光 影 之 中 ，一 场 山 村 里 流 传 数 百

年 的 传 统 灯 会 ，如 今 却 成 为 声 名 远 播

的年俗盛事。一群 600 余年前的“鱼”，

游出了大山，游出了徽州，游向全国。

□ 王唯唯

徽州嬉春舞鱼灯 初 识 邺 城 ，是 在 语 文 课 本 上 和 文

学作品里。若干年后才知道，邺城（今

临 漳 县）就 在 离 我 家 很 近 的 河 北 省 邯

郸 市 。 龙 年 前 夕 ，我 曾 去 邺 城 赶 了 个

年 集 。 中 巴 在 京 广 高 速 上 ，劈 开 毛 茸

茸黛青色的残夜一路南行。

腊月的凛冽包裹着华北大地。渐

渐 地 ，晨 光 澄 澈 起 来 ，太 阳 拱 出 地 平

线，平原笼上一片绯色。车至临漳，只

见汉阙巍峨，古味盎然。齐桓公大道、

朱 雀 大 道 、曹 魏 大 道 、邺 令 大 街 、铜 雀

大 街 等 临 漳 街 道 的 名 字 古 意 浓 浓 ，令

人 感 叹 小 城 的 底 蕴 之 厚 。 车 入 县 城 ，

处 处 张 灯 结 彩 ，红 灯 笼 、红 对 联 、红

“ 福 ”字 、中 国 结 、巨 龙 花 灯 ，以 及 穿 梭

往来的人们组成了红红火火的迎新年

氛 围 。 我 们 在“ 三 曹 园 ”南 门 下 车 ，去

欣赏“迎春村晚”的示范展演。台上在

表 演 京 剧《西 门 豹》，只 见 那“ 西 门 豹 ”

绿斗篷红花脸，京韵铿锵，台下观者纷

纷 叫 好 ，身 边 一 位 老 者 用 手 轻 轻 打 着

节奏，似在为唱腔沉醉，也似为本土的

先人自豪。

我 们 一 下 车 ，便 撞 入 熙 熙 攘 攘 的

人 群 ，街 上 是 人 的 河 流 、声 音 的 海 洋 、

美 味 的 汇 聚 地 。 招 幌 迎 风 飞 扬 ，路 边

摊大锅羊汤冒着乳白色雾气。临漳朋

友 说 ，羊 汤 、扒 兔 、烩 菜 、顶 盖 烧 饼 ，是

临 漳 名 吃 。 我 们 每 人 点 了 一 碗 羊 汤 、

一 个 烧 饼 。 那 烧 饼 撒 芝 麻 、刻 边 花 。

大锅羊汤含羊肉、羊杂，乳色汤汁漂着

绿葱花，味美又悦目。

不远处，一列摆开的长桌旁，有人

正 挥 毫 泼 墨 写 春 联 。 这 场 景 吸 引 了

我 ，默 默 看 了 会 儿 ，拿 手 机 拍 下 一 幅

“ 民 享 小 康 ，邺 城 逐 梦 三 春 色 ；国 臻 大

治 ，漳 水 扬 帆 五 福 图 ”，觉 得 又 整 饬 又

有韵味，正是邺城风情。

吃 罢 午 饭 ，我 们 又 去 往 了 铜 雀 三

台 遗 址 公 园 。“ 东 风 不 与 周 郎 便 ，铜 雀

春 深 锁 二 乔 。”杜 牧 诗 中 提 到 的 铜 雀

台，便是我们的目的地。进到公园，顿

觉公园里充满浓浓的“年味儿”和热腾

腾的“烟火气”。舞蹈、戏曲、汉服展示

等 10 多 个 具 有 邺 城 文 化 特 色 的 文 艺

节 目 轮 番 上 演 ，还 有 各 种 游 客 可 以 参

与 的 互 动 游 戏 。 群 众 、游 客 纷 纷 参 与

进来，观看交流，还为演员们的精彩表

演鼓掌喝彩。

听 当 地 人 说 ，金 凤 台 的 年 节 表 演

“ 三 台 铜 雀 风 华 ”也 很 有 意 思 ，我 们 便

又 北 去 观 演 。 临 漳 朋 友 向 我 们 介 绍

说，节目包括了曹氏父子高歌诵诗、换

装 巡 游 ，还 会 邀 请 游 客 扮 演 曹 操 登 台

作赋、以文会友。

沿 50 余 级 台 阶 向 上 ，我 们 攀 上 了

金 凤 台 。 突 然 ，“ 咚 咚 咚 ”的 鼓 声 撞 进

了耳膜。广场上身着古装的人群已经

集 合 。 鼓 声 又 响 ，铙 、钹 、锣 、镲 一 起

炸 响 。 年 节 的 喜 庆 热 火 ，一 下 子 烘 了

起 来 。

巡 游 开 始 ，广 场 上 的 人 群 沉 浸 在

欢 乐 中 。 惊 天 的 锣 鼓 ，人 声 喧 嚷 的 动

静 ，唤 醒 了 春 意 。 春 在 寒 冽 的 西 北 风

里 一 跃 而 起 ，起 步 、奔 跑 ，跑 进 万 紫 千

红，跑进林茂禾盛，跑进五谷丰登。

锣 鼓 停 歇 ，细 乐 声 喧 。 只 见 斜 阳

暖 处 ，华 裳 飘 飘 ，罗 衣 从 风 ，长 袖 交

横。“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歌声婉转

深沉。美丽的歌姬、如云的随从，仿佛

千年前场景再现，如梦如幻。

历史远去，人事更迭。铜雀台歌舞

依然，却是换了天地人间。又一个吉祥

新春，已经莅临古老的邺城大地。

铜雀台前逐春色
□ 米丽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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