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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唱、对唱、琵琶弹奏、器乐合奏……4
日晚，在闽台东石灯俗传习所，由东石南音
社带来的南音大会唱，也让两岸乡亲大饱
耳福。

现场，《望明月》《千叮万嘱》《一路安然》等
曲目，清雅动听，唱响了一首首思乡恋乡曲。

“这次我们组织了近 60名社员同台演
出，曲目主要以思乡为主题，希望能够表达两
岸一家亲的团圆之意。”东石南音社社长蔡长
荣说，表演者中涵盖了老中青少，也意在南音
文化的代代传承。

连日来，猜灯谜、赛象棋、赏花灯、旗袍秀
等活动陆续开展，齐闹元宵，吸引众多居民、新
晋江人热情参与。

昨日，东石坑园村两委会联合安海鸿江
谜社，在坑园小学举办了“元宵佳节庆兔年”
活动，通过猜灯谜、手工制作灯笼等，充实村
民的生活，增加节日的参与感、获得感，也活
跃了节日的喜庆气氛。

写祝福、猜灯谜、做灯笼……3日，在东
石镇第一社区钻石海岸“党建+”邻里家园，
一场“喜迎元宵庆兔年”活动，让居民在欢乐、
融洽的氛围中欢度节日，营造了社区与居民
同庆、同喜、同乐的精神风尚。4日下午，在
第二社区“党建+”邻里中心，趣味的亲子投
壶、套圈圈、制作灯笼、猜灯谜等活动，也营造
了喜庆、文明的节日氛围。

值得一提的是，东石镇以胡萝卜产业优
势入选中国农业产业强镇创建单位，元宵节
期间，刚进入采收期的胡萝卜也在各元宵节
活动现场“秀”了一把。居民群众一边参加活
动一边品尝鲜榨胡萝卜汁，欢度了一个难忘
的元宵节。

以元宵节活动为契机，东石镇新时代文
明实践所还积极宣传党的二十大精神，并组
织旭日服务队等志愿者参与活动现场秩序维
持，为群众提供暖心茶水等志愿服务。东石
派出所、边防所全力做好各场活动的安全保
障工作。晋江市义务救援协会、泉州市肆零
应急救援中心机动队还联合组织50名队员，
冒雨支持舞香龙现场秩序维持。

小记者沉浸式体验
东石元宵节民俗

细数宫灯对数、学唱数宫灯民
谣、舞动“小一号”的香龙……4日下
午，本报20多名小记者来到东石镇，
沉浸式体验了东石元宵民俗，感受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

活动现场，小记者与闽台东石
灯俗非遗文化传承人蔡尤资、蔡永
平面对面互动，听他们娓娓道来闽
台东石灯俗入选国家级非遗的文化
渊源，一起细数象征两岸子孙繁衍
兴旺的宫灯对数。

“三公宫正月半，台湾乡亲回
唐山……”在侨声中学老师曾雅
雅的带领下，小记者们还饶有兴
致地学唱关于数宫灯的闽南语童
谣，体验传统古乐的律动之美。

数完宫灯，小记者们来到梅峰
型 厝 村 ，了 解 舞 香 龙 的“ 前 世 今
生”。梅峰村老人会秘书长蔡贻金
向大家介绍了舞香龙传承千年的故
事。从年少参与舞香龙到“化身”教
练员的蔡潮水，手把手教孩子们如
何盘龙、摆尾、游走等，活动满是趣
味和欢乐。

“原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这
么有意思，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保
护和传承好传统文化。”来自西隅小
学的小记者张超群开心地说，他还
学唱了数宫灯歌曲，当了一回领头
的舞龙珠，感觉精彩又激动。

连日来，闽台东石灯俗传习所张灯结彩、
人声鼎沸，一派喜气洋洋。

今年是闽台东石灯俗入选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的第 15年。元宵节期间，“闽
台两东石 同数一宫灯”东石镇“闽台东石灯
俗”活动如约而至。

昨日下午 2时 30分许，受疫情影响而暂
停三年的春祭活动，隆重举行。现场，一对对
宫灯流光溢彩，祭祀人员盛装出席，极具民俗
特色。在厦门就业、经商的 19名台湾乡亲，
也参与了春祭，共同祈求新的一年风调雨顺、
家族繁盛、安康幸福。

交流话团圆，两岸一家亲。下午 3时 30
分许，元宵佳节两岸乡亲座谈会举行。两岸
乡亲欢聚一堂，一起畅谈闽台东石灯俗的历
史渊源、传承和发展，探讨经贸、文化等方面
的合作，共话两岸民俗相同、神缘相通、血脉
相连之情。

“以数宫灯这一共同的民俗活动为纽带，
两岸乡亲的联系一直在延续。”此次带队前来
的台湾乡亲、厦门台商投资企业协会同安区
总干事张永裕说，虽然受疫情影响，两岸同胞
同数宫灯的线下活动暂停了三年，但大家的
情缘并未中断，相信明年会有更多乡亲回到
东石共襄盛举。

闽台两东石，同数一宫灯。数宫灯民俗
是两岸同根同源情的见证。疫情前，东石镇

“闽台东石灯俗”活动，最多时吸引过 400多
名台湾、金门乡亲前来齐数宫灯、续写情缘。
东石镇先后与嘉义县布袋镇、金门县金湖镇
缔结了友好乡镇。

“今年，虽然有不少乡亲没能来到东
石，但他们送了宫灯过来，象征着两岸乡亲
不断延续的情缘。”闽台东石灯俗泉州级传
承人、研究会副会长蔡永平介绍，在传习所
内就悬挂着台北、鹿港、金湖等地乡亲送来
的宫灯。

“一、二、三……”夜幕降临，数宫灯传承
活动迎来高潮。两岸乡亲齐数宫灯，共庆人
丁兴旺。今年，东石“仙迹境”总共有19对去
年结婚的新婚夫妻前来悬挂宫灯。

数完宫灯，万众期待的“卜灯”环节热闹
登场。新婚夫妇轮流“卜灯”，都希望能拔得
头筹，赢回寓意家族繁盛的“早生贵子”大红
绣球灯。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数宫灯民俗活动，真
是仪式感满满。”来自第四社区的新娘王小娜
笑着说。她是陕西人，去年成为东石媳妇。

“数宫灯民俗给予了新人美好的祝愿，新的一
年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和和美美。”

里三层、外三层，昨晚，在梅峰型厝村，传
承千年的舞香龙，吸引家家户户出门观看。
现场，香龙翻飞、人声鼎沸。

夜幕中，烧火鼎、烧火把、酒盏灯等传统
民俗活动轮番登场，高甲戏、少年舞香龙等节
目也来“助阵”，好不热闹！

摇头、摆尾、腾跃、缠龙……当晚，长 28
米的香龙不断腾飞，变幻莫测，引得阵阵欢
呼，热情驱散了春日寒潮。

“特别热闹，很喜欢这种国泰民安的感
觉。”来自江西的新晋江人王杨梅激动地说，
虽然下着细雨，但大家欣赏舞香龙的热情还
是十分高涨，她们全家出动，希望祈求新一年
平安和顺。

来自石狮的博主“闽南蔡菜”也特地冒雨
赶来，通过抖音直播把舞香龙的盛况传给粉
丝。“舞龙常见，舞香龙却不多见，所以网友们
都很感兴趣。”博主“闽南蔡菜”笑道。

梅峰村老人会秘书长蔡贻金介绍，梅
峰村（型厝）元宵节的“游灯”活动源自北
宋，包括舞香龙、烧火马（火把）、踩轿脚、酒
盏灯、烧火鼎等节目，寓意趋吉避凶，保佑
全村平安。

2010年，东石“舞香龙”民俗活动被列入
晋江市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3年
被列入了泉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前，东
石“舞香龙”民俗正在积极争创省级非遗项目。

“今年，我们隆重举行舞香龙民俗活动，
希望把传统文化传承好、发展好；同时，也以
此为契机丰富村民、新晋江人的文化活动，营
造浓厚的节日氛围。”梅峰村党总支书记蔡萍
萍介绍。

文体活动齐闹元宵

两岸乡亲同数宫灯

正月十五，灯火辉煌，乡亲
再聚。

昨晚，在晋江市东石镇，一年
一度的国家级非遗项目“闽台东
石灯俗——数宫灯”线下传承活
动，再次热闹回归。两岸乡亲同
数宫灯，续写“一衣带水”的深厚
情缘。

在梅峰型厝村，传承千年的
舞香龙，闪耀夜空。因疫情暂停
三年后，舞香龙重燃烟火，驱散了
春日寒潮，吸引游人如织。

南音演唱、象棋比赛、灯谜竞
猜……连日来，“闽台两东石 同
数一宫灯”2023年东石镇“闽台东
石灯俗”系列活动精彩不断，丰富
了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营造了
欢乐、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

东石镇相关负责人表示，元
宵系列民俗文化活动的举办，旨
在进一步挖掘、保护和弘扬传统
文化，并以共同的民俗活动为纽
带凝聚海内外东石乡亲的力量，
助力新一轮发展。同时，以此为
契机，推介东石文化旅游资源，坚
定群众的文化自信，助力全镇做
强做优文化旅游产业，带动文体
旅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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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龙腾飞祈求安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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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乡亲参观闽台东石灯俗活动展览馆。

南音演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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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一数今年挂了多少对宫灯。

演奏古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