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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周雨莲）正月十三登
上CCTV财经频道、央视新媒体端，正月十
五登上 CCTV新闻频道、央广网……连日
来，晋江频频亮相央媒，向全中国人民展示
闽南特色民俗。

5日，晋江梧林传统村落“侨春有吉”
主题系列活动持续开展，缤纷民俗活动轮
番上阵，吸引八方来客，热闹欢腾不停歇。
央视记者黄珊一行来到梧林，直播晋江元
宵民俗——舞龙、花灯、烧塔仔等。央视新
闻频道以《正月十五闹元宵·福建晋江：红
红火火“烧塔仔”开启生活新篇章》为题，在
《共同关注》栏目，通过现场连线形式向观
众展示了晋江人民欢乐闹元宵的盛况。同
时，央广网通过现场直播，向观众展示了晋
江梧林赏花灯、猜灯谜、逛市集、电音三太
子巡游等特色活动。

“晋江保留了非常传统的闽南风俗，特
别是在一些特殊的传统节日，能感受到十
里不同风的热闹氛围。来到梧林，印象最
深的还是一些古朴的传统建筑和浓厚的文
化底蕴。对于我来说，这些是有活力、有魅
力、有吸引力的。”记者黄珊说。

雨水笼罩梧林，市民游客热情不减，携
家带口漫步在梧林错落的古建筑中。他们
或在德越宅观看布袋戏、在怀纪茶局前和
电音三太子一起摇摆，或在南洋旧梦街的
万国灯墙前赏花灯、猜灯谜，感受传统闽南
习俗与现代艺术的碰撞，一起花式闹元宵。

咚咚锵！咚咚锵！傍晚，伴随着舞龙
鼓点，梧林点燃了元宵福塔篝火，熊熊燃烧
的火焰与古村星星点点的花灯交相辉映。

“一栋番仔楼，屹立在墙头。一棵梧桐
树，结满了乡愁。”随着火焰渐旺，歌手庄培
源唱响了梧林主题曲《梧林》，将元宵喜庆
氛围推向高潮。

万家灯火共团圆，欢欢喜喜闹元
宵。5日，在晋江安海镇，大红灯笼将
古街巷装点得流光溢彩，各村（社
区）、社团举办了形式多样的欢庆元
宵活动，群众走出家门闹元宵、品民
俗，感受节日的喜庆。

游灯踩街点亮安海古街巷
5日晚，一场游灯踩街活动在晋

江安海古镇热闹上演。晚 7时，安海
白塔广场早早便聚集了不少参与活
动的人。现场，南音、舞狮、歌舞等表
演轮番上演，营造出热闹喜庆的节日
气氛。

晚 8时，游灯踩街的队伍从白塔
广场正式出发，沿安海三里街至霁云
殿广场。尽管下着雨，天气有些寒
冷，但参与游灯踩街的群众热情不
减，上至白发苍苍的老人，下至咿呀
学语的孩童，男女老少提灯游街，点
点亮光汇聚，照亮安海老街巷。与此
同时，游灯的队伍中，还有安海派出
所、安平派出所、安海交警中队民警，
安海医院医护人员及安海义务救援
队、爱安海志愿者服务队的志愿者全
程安全守护。

当晚，当游灯队伍抵达霁云殿广
场后，活动主协办方还精心为参与者

准备了热腾腾的元宵圆，大家齐聚一
堂吃汤圆、话团圆，现场气氛温馨热
烈。

提灯游村分烛传承百年民俗
5日，安海镇庵前村人声鼎沸，

热闹非凡。下午 5 时许，在锣鼓声
中，庵前刣狮队表演精彩上演，吸引
了众多村民前来观看。与此同时，
安海老照片展、丝竹轩南音演奏等
元宵系列活动也将节日的氛围烘托
得格外热闹喜庆。随着在村中祈福

仪式的结束，当晚的“重头戏”——
庵前村元宵提灯游村分烛民俗活动
正式拉开帷幕。

晚饭后，庵前村的孩子们点上一
盏花灯，在家长的陪同下，提着灯笼
游村，从这一家到另一家，点点烛光
像一条游龙闪耀着村庄的轮廓。记
者跟随队伍来到新婚夫妻沈诗发、许
秋格家中。现场可见提着灯笼前来
送祝福的孩子络绎不绝。孩子们到
达新人家中后就齐声朗诵着闽南四
句吉祥话。新娘新郎和家人们则拿

着糖果、饼干、蜡烛，分发给孩子们，
并向他们表示感谢。

据悉，庵前村元宵提灯游村分烛
民俗已活态传承 200多年，并于去年
入选晋江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性项目。当晚，庵前村共有 10对于
2022年结婚的新人收到了这份特殊
的祝福。

家门口的传统民俗乐趣多
攻炮城、烧塔仔、游灯、文艺会演……

5日，市民在家门口即可感受到节日的喜

庆及传统文化的魅力。
当晚随着一场环村游灯活动的

结束，在前埔村“夏耘园”广场，烧塔
仔活动也正式开始。伴随着塔下方
的木柴被点燃，三米多高的砖塔内燃
起熊熊烈火。村民不时往塔里撒盐
巴，火苗瞬间蹿得更高，发出噼里啪
啦的响声。火光照亮了夜空，温暖了
人心，更点燃了新一年的期盼与兴
旺。

这头欢呼的余声还在，另一头的
“攻炮城”元宵民俗活动也热闹上
演。现场，可见“攻城”炮手们点燃鞭
炮，从下向上对准“城垣”抛掷，爆竹
在空中炸开，围观的群众为炮手呐喊
助威，场面甚是热闹。

敲响喜庆锣鼓，舞起金色雄狮……
当晚，除了有精彩的民俗体验外，前埔
村还搭起了惠民舞台举办文艺会演。
与此同时，当日，前埔村中还开展了亲
子元宵灯笼制作及上元丸制作、品尝
等活动。

本报讯 （记者 黄伟强） 5
日晚，晋江市内坑镇内湖村“提灯
分烛”暨海峡两岸共度元宵佳节
主题活动在内湖村热闹举行。

当晚 7时许，内湖村张灯结
彩。只见孩子们手持灯笼，提着袋
子排起长队，等待领取节日小礼
品。不远处的灯光球场，精彩歌舞
齐上演，全场元宵佳节氛围浓厚。

内湖村老年协会会长曾恢复
介绍，内湖村元宵分烛文化传承至
今已有数百年历史，随着时间的变
迁和社会的发展，“分烛”这个传统
的节日活动渐渐演变为分发糖果、
饼干、学习用品等小礼品，今年活
动还邀请了多名台湾同胞共同参
与，进一步促进海峡两岸乡亲及儿
童的文化交流，增进海峡两岸乡亲
之间的团结和社会稳定，推进乡村
振兴、文化振兴。

本报讯（记者 苏明明 董严
军）攻炮城、赏花灯、猜灯谜、吃
元宵……5日晚，在晋江市英林
镇三欧村古厝群，2023年英林镇
首届迎新春文化节暨三欧村“元
宵千灯会 花灯妙趣游”提灯会火
热举办，老少同乐，亲身体验传统
节日文化魅力，共庆元宵佳节。

古厝内，大人孩子围桌而坐，
在传统非遗项目剪纸老师的指
导下，一张张“福”文化剪纸诞
生。另一边，小朋友们挽起
袖子挑馅包汤圆，虽然手法
生疏，但每个人都忙得不
亦乐乎。吃完亲手制作的
汤圆，大家领取了一份手
工花灯 DIY材料，现场制
作后悬挂于花灯墙上，只
待夜幕降临，提灯游街。

除此之外，当天还有文化
惠民演出、舞龙、烟花秀、健康义

诊等活动，形式多样，内容丰富。

□我们的节日·元宵

特色活动多 梧林上央视

游 灯 踩 街 点 亮 安 海

本报讯（记者 许春）宫灯
流光溢彩，香龙腾空飞舞。5日
晚，在晋江东石镇，闽台东石灯
俗——数宫灯、舞香龙等传统民
俗，吸引市民竞相观看，现场人
声鼎沸、热闹非凡。

春祭、两岸乡亲座谈会、数
宫灯……在闽台东石灯俗传习
所，数宫灯线下传承活动热闹开

展。今年是闽台东石灯俗入选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
第十五年。在厦门就业、创业的
19名台湾乡亲特地来到东石，在
数宫灯传统民俗中共度元宵佳
节。

在传习所内，不仅有去年
结婚的新婚夫妇送来的 19对宫
灯，还悬挂着台北、鹿港、金湖
乡亲送来的宫灯，共贺两岸人
丁兴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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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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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宫灯活动意义重大，舞香
龙也精彩连连。

在梅峰型厝村，传承千年的
舞香龙，吸引了里三层、外三层
的观众，场面十分热闹。现场，
烧火鼎、烧火把、酒盏灯等传统
民俗活动“斗阵”闹元宵，高甲
戏、少年舞香龙等节目也轮番登
场，让市民大饱眼福。

本报讯（记者 唐淑红）雨
洗花灯兆丰年，万家灯火闹元
宵。5日晚，天公不作美，天降大
雨，但却抵挡不了大家外出赏灯
的热情。在晋江五店市传统街
区，各式花灯扮靓夜景，不少市
民游客或撑着伞或穿着雨衣，提
着灯笼听南音，度过别样元宵。

“每年元宵节，我都会带孩
子来五店市看花灯，感受浓浓的

节日氛围。”市民黄松林一家三
口吃过晚饭后就赶紧来看花灯，

“今年有灯光秀、南音演出等
活动，元宵氛围感拉满，小朋
友们特别开心。”

夜雨淅沥，人头攒动，
灯光朦胧，耳边传来悦耳
的南音声，时不时夹杂着
市民游客猜中灯谜后的欢
呼声，这样的元宵别有一番
意境，吸引了不少游客。五
店市传统街区运营有限公司
相关负责人透露，2月 4日—5
日（截至晚上8：00），游客总量达
3.9万人次。

元宵千灯 英林迎春

内坑内湖：
提灯分烛 共度元宵

两岸齐数宫灯
香龙热闹飞舞

五店市花灯俏
众游客来打卡

本报记者 林伊婷 秦越 丘天

刣狮表演攻炮城

阔别三年，两岸乡亲再次欢聚，齐数象征人丁兴旺的宫灯。 本报记者 陈巧玲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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