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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晴”刊名邀你来写

本期刊名题字人物

刊名题写请注明个人简介（含个
人照片）、联系电话。

庄金润 1936年6月生，晋江青阳人。

为了方便与读者们互动，我们设置了多
个互动渠道，欢迎与我们联系。来信来稿请
注明姓名、年龄、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13505065057
15980068048

投 稿 邮 箱 ：33853075@qq.com
84552165@qq.com

微信留言：关注“晚晴周刊”微信公众
号，直接发送至后台。

寄信地址：晋江市长兴路报业大厦20楼
晋江经济报社专刊部《晚晴》周刊收。

《晚晴》周刊联系方式

陈碧霞把心里的这个“花
谱”教给了后人，也教给其他
地方的人。“现在晋江依然从
事鲜花灯制作的手艺人只有
十多个了，分布在磁灶宅内、
永和坂头、青阳蔡厝等地，有
很多人都是来我这里学的。”
看上去似乎只是把鲜花串起
来就完事的鲜花灯却不像表
面所见那样，从花材种植采
摘、花材搭配、配色与比例，再
从设计造型、制作骨架、制花
到装灯，每一道步骤都不能马
虎。多年来，像陈碧霞一样的
老手艺人用灵巧的双手，把五
彩斑斓的花朵编织成花灯，将
花卉文化与民俗文化完美融
合，逐渐演变为艺术品。但
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时
代的更迭，鲜花工艺做出的鲜
花制品利润低、收益少，鲜花
花灯的市场逐渐被现在的电
制和新型灯品代替，加上复杂

的工艺，目前只有少数的手艺
人还在坚持做鲜花花灯。

上个月，宅内鲜花花灯入
选第七批晋江市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陈碧霞的
儿子张贻焕也成为宅内鲜花
花灯传承人。而陈碧霞还在
读大学的孙子张锦源不仅跟
着奶奶和父亲学习了做鲜花
花灯，还开始用文字、图片、视
频等数字化手段系统记录保
存传统工艺，并开设公众号推
广宅内的鲜花灯文化。放了
暑假的张锦源，把很多时间都
花在了记录和传播鲜花灯上：

“我从小在花香中长大，记忆
里都是家人们做鲜花灯的场
景。现在做鲜花灯的人越来
越少，了解鲜花灯历史的人也
不多，希望通过这次入选非遗
项目，通过视频这些数字化手
段能让更多年轻人认识鲜花
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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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营造全民读书、终身读书的良

好氛围，7月7日下午，晋江市老年活动中心、老
年大学以老党员之家为阵地组织开展了“每月
读书日”活动。

在晋江市老年（老干部）活动中心图书馆分
馆，参加人员了解了图书管理的具体流程方法，
以及分馆自合作开办以来为老年朋友提供的免
押金办理借阅证、通借通还等便民服务，倡导读
者朋友们积极参加“读者荐购图书”活动，共同
为图书馆的藏书“添砖加瓦”。活动还邀请了晋
江市老年大学文学系兼合党支部书记陈文震分
享读书心得。他用一首《鹧鸪天·坐拥图书馆》
描绘了自己在图书馆“寻宝”的故事，表达了自
己喜爱在图书馆读书、写诗，以及对市图书馆、
中心、学校为老年朋友提供如此舒适的读书环
境的感激之情。同时通过分享诗词班学员们的
小故事，鼓励喜爱诗词的朋友加入诗词班一起
学习创作诗词。

关爱老年人 书香伴读

本报讯 这周末，多名大咖专家来到晋江市
中医院坐诊、手术。咱厝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
受到经济、有效、便捷的医疗服务。

据悉，本周六（7月16日）上午，福建医科大
学附属第一医院泌尿外科薛学义主任将莅临晋
江市中医院坐诊、手术；本周日（7 月 17 日）上
午，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男科堂松喜教
授将来晋江市中医院坐诊、手术。

温馨提示：请前来就诊的患者携带好就诊
卡(医保卡、农保卡)及以往病历、检查报告、体
检报告等资料，以方便医师检查。

多名专家本周莅临
晋江市中医院坐诊

本版由本报记者黄海莲、吴清华，
通讯员张丽碟采写

晚晴匠人

种花、摘花、串花、
绑花灯……咱厝磁灶宅
内村 86 岁的陈碧霞，一
辈 子 都 生 活 在 鲜 花 丛
中，她做的花灯并不是
我们熟悉的元宵花灯，
而是由真正的鲜花制作
而成的。上个月，宅内
鲜花灯入选第七批晋江
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性项目，鲜花花灯和
陈碧霞“花香萦绕”的手
艺人生也因此被更多人
知道。

一说到花灯，大多数人会想到
元宵佳节赏到的彩扎花灯……但
在咱厝晋江，还有一种别样的花
灯，叫“鲜花花灯”，是由各种时令
鲜花编制而成的。在闽南人的日
常里，凡遇小孩出生、满月、敬天
公、结婚等喜事，人们都喜欢买一
对或数对鲜花花灯挂于家中的厅
堂或宫庙祠堂中。

自从 19岁嫁到宅内村，陈碧
霞就和丈夫一起做鲜花花灯，如今
已经做了整整67年。

早期晋江人有种花簪花的习
惯，尤其喜爱花形雅致、气味清香
的白玉兰。清末民国初，磁灶宅
内花商发现了这处商机，就在自
家房前屋后种上了白玉兰和各种
各样的时令鲜花，宅内因此而出
名。晋江民间曾流传着一句“宅
内花满泉南城，晋江看花看宅内”
的美称。再后来，宅内人不仅卖
鲜花，还将鲜花做成花灯、花彩、
花篮、花瓶枝、花牌等，在上世纪
50年代成为宅内的经济支柱。其
中又以鲜花花灯最为出名，有八
仙勾篮花灯、八骨花灯、六骨花
灯、六瓣灯等。

陈碧霞丈夫叫张子木，张家从
事鲜花花灯的制作，是从张子木的
太爷爷那一代开始的。张子木 6
岁那年，父亲过世，为了家人生计，
张子木早早接过父亲留下的鲜花
花灯制作手艺，一做就做了一辈
子。虽然村里也有其他的人家从
事鲜花花灯制作，但张子木夫妻俩
制作的鲜花花灯做工精美，远近驰
名，每逢年节或庙会之前，各地订
单纷至沓来，两人根本忙不过来。

“忙的时候，通宵达旦地串花，天一
亮就得去采花，然后回来继续串
花。”陈碧霞说，如果有人来做客，
和客人说话的时候手中的活也是
不能停下来的。平时出去串门，手
上也要一手拿小刀，一手拿一把麻
皮或竹篾，边走边把它们劈成细
丝，用来穿花和串花用。（穿是用花
针将花串在塑料红绳或麻绳上；而
串是将竹篾削成像牙签一样的细
长针，将花苞串在竹针上，方便后
面使用。）

“忙订单的时候，上午上山下
田采花，下午和晚上则串花扎勾
篮。不忙订单的时候，要去花田
里浇水、养护，准备麻皮丝或者竹
篾丝。”陈碧霞说，60多年来，自己
每天都围绕着鲜花灯在生活，也
是靠鲜花灯撑起了一个家。但
是，20年前，老伴的逝去，孩子们
各自有了其他事业，陈碧霞除了
和儿子做一些比较复杂的鲜花灯
以外，将生意逐步分给其他房派
的亲戚做。这两年，年纪大了，眼
睛有些花了，陈碧霞不再像从前
每天做鲜花灯，只有在订单多的
时候才会帮忙。

农历六月初九（7月7日）
下午，陈碧霞来到堂侄张国联
的家中，张国联夫妻正忙着为
第二天要交货的鲜花灯做准
备，厅堂里摆满了上午采摘回
来的鲜花。陈碧霞一进门就
直接坐到了鲜花堆前，拿起一
根花针就开始串花。“福埔那
边的庙里订了 8盏灯，明天要
挂的，今天得赶完。”陈碧霞
说，每年农历的五、六、七、十
月是高峰期，订单最多的时候
一天要做二三十盏。

串花的花针是钢制的，有
20厘米长，又长又细，一不小
心就会刺到手。但是陈碧霞
却看都不看针，拿起花朵就往
上串，针尾穿着红绳，陈碧霞
将不同颜色的鲜花依次串上，
不一会儿，一串五颜六色的鲜
花串就串好了。这样的鲜花
串只是鲜花灯的一个小零件，
通常一个鲜花灯要用几十串
甚至上百串的鲜花串再加上
各种花签、花架组合而成。

“时令不同，用的鲜花品
种也不同。现在用得比较多
的是茉莉花、栀子花、粗糠花
（千日红）、送娘花（素馨花）、
含笑花、鸡蛋花、木槿花，还有
各色菊花，4、5月的时候用玉
兰花比较多。”陈碧霞说，每种
鲜花都代表着不同的意思，例
如玉兰花寓意高洁品质，茉莉
花代表敬重与诚挚，鸡蛋花寓
意希望与勇气，素馨花代表人
们对亲切平和的追求……制
作的时候要根据花朵的特征，

以及花灯设计的需求，使用不
同的花进行组合。

记者在旁边看了一会儿
觉得很简单，上手一试才发现
并不容易：花朵大小不一、花
瓣又娇嫩，要从中间穿过去又
不破坏花瓣花形很考验技术，
而且花针细长，穿过后为了不
扎破花朵也要小心翼翼。记
者花了十分钟才串完一串花，
而且花串上的花歪歪扭扭的，
而那时，陈碧霞已经串了四五
串了，但是，她还是嫌弃自己
太慢了，“现在老了，眼睛不行
了，以前同样的时间都串了十
几串了。”

60 多年来，陈碧霞在前
人的经验上又累积了很多经
验，比如送娘花一定要在清
晨太阳升起之前采摘，因为
花苞太小，太阳升起之后是
看不到的。而茉莉花蕾则一
定要在中午的时候采摘，香
气才会最大化，花色才会洁
白。为了避免前一夜穿、串
好的花会枯黄或者干掉，就
想办法保鲜鲜花。过去用大
花篮事先扔进溪中将花篮充
分浸湿，再将穿、串好的花一
捆捆、一串串放进花篮，并盖
上一块已被打湿的纱布，其
间不断洒水以抑制花的呼吸
作用，避免鲜花过早凋谢……
在陈碧霞心里，已然形成了
一个关于种花采花做花灯的

“花谱”，什么时候种什么花，
什么时候摘花，怎么串花穿
花，都有了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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