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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院里的“小家长”

“你这个耳环很漂亮，谁买的？”
“我女婿给我买的。”
“你女婿真孝顺！”
“那你有没有给你丈母娘买呢？”
……
陪樊奶奶说话的小伙，是这家“幸

福园”的院长。高大英俊，是李佳树给
人的第一印象。一开口字正腔圆，则
暴露了他曾经的职业：电视节目主持
人。从聚光灯下衣着光鲜的时尚青
年，到终日围着一群老人打转，看起来
反差极大，但1985年出生的李佳树却
说自己很适应。

“我的兴趣爱好和同龄人不一样，
我不打游戏，没事的时候喜欢在公园
里下棋、逗鸟。因为平时交的朋友都
比我大很多，我一直更喜欢和老年人
相处。”

幸福园护理院是一家民办非营利
性养老机构，占地2500平方米的“大
平层”，127张养老床位分置于单人
间、双人间、三人间中，而走道的另一
边则是一字排开的医务室、治疗室、护
士站、康复活动室……

这个被住宅楼四面“围”住的地
方，曾是一间菜场，如今借助它独特的
地理位置，成了服务周边居民的“嵌入
式”养老院，方便家属随时来访。

在2016年接手这间养老院之前，
李佳树在日本学过养老服务。

在日本养老院无论从事什么岗
位，都要从最基础的叠床单开始。一
个护理员最多的时候可以同时照应
12个老人，到了点谁要去洗手间，谁
开始吃水果，一点不能乱。让行动不
便、躺在床上的老人转身不易，但日本
护理员用一根手指按住老人腿，就能
轻巧做到。“这些极致的养老服务细节
已经形成文字，成为当地护理人员执
行的标准。”然而没有人能凭借这些手
册办好养老院，因为“法无定法”，归根
结底用心才是关键。

自从养老院里来了李佳树这个
“小家长”，很多事情都不一样了。

比如，他要求新员工进来首先轮
岗，“先把72个老人认全了再说别的。”
他自己不仅自学了营养学、医疗学、会
计学，还专门去考了消防设施操作证。

再比如，过去养老院里，老人牙口
不好，吃不动蔬菜，就吃软糯的香蕉；
怕鱼刺惹事，那就不吃鱼……李佳树
却有新办法：胡萝卜和蔬菜蒸熟了再
炒，不带刺的巴沙鱼肉打碎给老人
吃。高血压、糖尿病是老年人的常见
病，他让厨房换低钠盐、木糖醇。

他还为老人们设置了一些稀奇古
怪的“岗位”，食堂择菜员、院子里的萝
卜看护员、卫生专员、戒烟专员……光
荣“上岗”的老人比谁都爱岗敬业。

“老年人为什么特别喜欢穿得花
里胡哨跳广场舞？因为年轻的时候他
们也是叱咤风云的人物，老了不受关
注了，就要在最显眼的地方，用最显眼
的方式唤起别人注意。”李佳树说，对
于老人来说，除了生理需求、自身价值
外，还特别在乎自己是不是有影响力。

上半年的疫情让李佳树格外烦
心，除了要做好防控工作外，入住率的
下滑也是个问题。一筹莫展之时，90
岁的谢有顺爷爷突然跑来对他说：“你
这个小鬼，我还以为什么事让你愁成
这样，就这么点破事啊！当年国营厂
效益不好，几千人下岗，天天有人到我
家堵门，你看我现在也没事……”李佳
树一下子想到了三年前过世的罗婆
婆，每当有人来咨询，她就凑过来说：

“这里好不好你就看看我，我活了100
多岁。”罗婆婆就在“幸福园”走完了一
生，那一年她106岁。

孤独比死亡更冰冷。老人总是竭
力发挥自己的“余热”，却也无意间在
年轻人心中散发出万丈光芒。

三“代”同堂

养老行业无可避免要面对衰老和
死亡，哪怕在老人身上付出得再多，他
们的生命也是一个向下的过程。

“一般家庭都是等到老人年龄很
大了，完全动不了才送来。”李佳树说，

在“9073”的中国养老模式里，90%的
老人是家庭自我照顾，7%接受社区居
家养老服务，3%由机构代为照顾养
老。目前，住在幸福园的老人，平均年
龄高达85岁。

92岁的左奶奶也是不得已才来
到这里。人老了，最日常的洗澡都成
了危险的事。不常洗澡的左奶奶好不
容易洗一次就出了事，整个人滑倒在
自家浴室，撞碎了玻璃门，划伤了大
腿，住院治疗后被送来养老院。

过去她真不愿住养老院，觉得这
里属于被遗弃的人，但在保姆和养老
院之间，她还是选了后者。“我一个人
在家，万一被保姆欺负了怎么办？”居
家的日子，电视机是左奶奶最亲的

“人”，抱着遥控器就是一天，电视剧和
生活分不清。

到养老院是“对生活的妥协”，期
望值也不高，来了之后最大的体会就
是“什么都不要烦”。对于一个年事已
高、一直独居的老人来说，有现成的吃
喝，有人服侍拉撒，就知足了，而多认
识几个新面孔，有事无事可以和其他
老人聊聊天，就已经是赚了。

截至2019年，中国约有1000万
阿尔茨海默症患者，是全球患者数量
最多的国家，约占世界失智人口的1/
4。不少年轻一点的老人，因为这个原
因选择养老院。

70多岁的杨大兰出门后找不到
回家的路了，儿子冒着大雪，找了一
夜，才把她领回家，如果再迟点，老人
可能就冻僵了。被送到养老院时，杨
大兰这位昔日叱咤商界的南京一家百

货公司老总，不仅失去了记忆，整个人
因为吃饭少，瘦得只剩60多斤。

1986年出生的杨凌筠对于这样
的老人特别能共情。杨凌筠的亲奶奶
也是阿尔茨海默症患者，她亲眼目睹
了一年又一年，奶奶忘掉了一个又一
个亲人：女婿、儿媳、女儿、儿子……如
今，就只认得90岁的爷爷一人。

有一天杨凌筠发现，奶奶偷偷把
客人带来的水果“藏”得到处都是，被
发现后不给拿，说要留给儿女吃，杨凌
筠哭了：记忆不见了，但爱并不会消
失。

在养老院工作三年，事情不少，收
入不高，但杨凌筠一直踏实地干着。
她知道，喂老人吃饭就像哄孩子，要连
哄带骗。

养老院的休闲室里，四五个老人
围着电视，或站或坐或躺。门一推开，
撞上轮椅上爷爷直勾勾的眼神。“他以
为你们也是志愿者！”杨凌筠说。

志愿者，是养老院里的又一波年
轻力量。

周末，东南大学、南京工程大学等
高校的学生就会从城市的四面八方来
到这里陪老人聊天，包饺子，甚至开运
动会。

李佳树策划各种各样的活动，还
给学生们出主意，怎么打开老人的话
匣子。“学校里面新鲜、有意思的事，可
以跟他们说说，也可以介绍一下你们
家乡的特产。”如今这个名为“志愿者
联盟”的微信群里已经有279人，老人
们都盼着大学生来的这一天，跟他们
说说外面的世界。

幸福园有37位员工，年龄最小的
只有24岁。在养老服务上，年轻人有
自己的优势。知识面广、会网购，也更
容易接受新理念。很多人不知道，哪
怕一个轮椅也有很多种，什么样的老
人适配哪一种轮椅，往往只有年轻人
搞得清楚。但在李佳树看来，养老院
也需要“老中青”人才梯队。有的岗
位，经验比年龄更重要。比如护理人
员，他们需要干的活很多，收拾房间卫
生、打水、打饭、洗脸、按摩、剪指甲，甚
至吸痰、导尿、清理大小便……四五十
岁的中年人更能胜任。

夏玲娣干过油漆工。油漆含有
苯、甲苯、二甲苯等有毒挥发性物质，
她的嗓子哑了之后，丈夫就不让她干
这行了。一开始到养老院，夏玲娣内
心排斥：“我不干这行，糟死了！”当时
的院长看透了她要强的个性，整天让
她跟在他身后看，就是不给她动手的
机会，时间长了，夏玲娣自己憋不住
了，主动请缨。

在养老院工作了十几年，夏玲娣
已经是护理部主任了，在很多事情上
她有经验，家属和老人就爱找她。

比如，卧床老人最容易长褥疮，只
有夏玲娣有办法，有的老人有甲沟炎，
专程请人来修理一次要200多元，夏
玲娣分文不取就搞定了。

繁忙的工作之外，护理员也是许
多老人生命最后一程的见证者和参与
者。送走一个老人，夏玲娣心里就空
一次。

4000元起步的月薪，可能是一些
年轻人待不长久的原因，而人到中年

的护理员从事这一行最怕面对的反而
是他们自己的子女。

“孩子出去相亲，一旦提到‘我爸/
我妈在养老院工作’，就很容易失败，
毕竟在很多人的印象里，那就是伺候
人的活儿。”夏玲娣说。

人情冷暖

养老院是个五味杂陈的地方，更
何况这样一个在民居之间的“嵌入式”
养老院。来这里养老的人，家基本上
就在方圆三公里之内，离开家，仍然能
和子女维持着“一碗汤的距离”。但距
离有时候是在心里的。

采访当天中午，夏玲娣刚在养老
院里抹了眼泪。起因是一位老人的手
表不见了，家属想也不想就对夏玲娣
说：“不是你们拿的是谁拿的？”她说她
可以用手给便秘老人“抠”大便不嫌
脏，但受不了这种委屈。干了这么多
年，她还是洒脱不起来。

作为老人进入养老院后的贴身服
务人员，夏玲娣也成了院里面的老人
和院外的子女沟通的一座桥。

她要把老人的情况随时汇报给
子女。

天冷了，牛爷爷没有厚的棉裤
穿。她告诉牛爷爷的儿子，结果快一
年了，棉裤也没送到。夏玲娣就自己
请志愿者帮忙，看看家里有没有闲置
的棉裤。

一位老人被送来两年，儿子说忙
一直不来探望。一天半夜，老人出现
脑梗症状，夏玲娣赶紧打电话，儿子还
是没来，最后高大的院长李佳树自己
背着老人跑医院。医院要家属签字
了，儿子才现身。这样的情况，在这一
家发生过两次。

子女的情况有时候她又不能告诉
老人。

左奶奶最近情绪很低落，女儿平
时一周来两三次，现在快一个月了都
没来，尽管也通电话，但老人心里不踏
实。嘴上说“你来不来无所谓”，但挂
了电话，左奶奶天天哭。

夏玲娣知道内情，左奶奶的女儿
生了病，她不想让老母亲担心，所以一
直瞒着。夏玲娣也只能跟着一起瞒，
尽力开导左奶奶。

病愈后的女儿带着外孙再来养老
院时，左奶奶一把抱住外孙大哭：“我
以为你们不要我了！”

养老院几乎所有的老人都羡慕尚
奶奶。

“你认识我吗？”“认识！”“我是
谁？”……走进尚奶奶的房间，56岁的
儿子邓先生正在一边出题“考”着88
岁的老母亲，一边将床头摇高，把从家
里带来的冰糖炖梨汁给老人喝。

“前几天她发高烧，38摄氏度以
上连续烧了三天，这会儿才好。”邓先
生说，母亲是帕金森症晚期，进食困
难，之前出院的时候医生判断还有3
个月，如今已经撑到9个月。

邓先生是家里最小的儿子。除了
疫情期间情况特殊，他每天都会骑电
动车来看望老母亲。“我有两个姐姐一
个哥哥，我现在退居二线了，工作比他
们轻松，时间也更自由些。兄弟姐妹
之间，谁多一些少一些都不是问题。”

“疼！”听到母亲的声音，被幸福园
评为“最佳家属”的沈先生立刻走过去
问：“要大便吗？”

夏玲娣说，有的儿女人不来，但会
偷偷给她发红包，让她多关照自家的
老人，夏玲娣不要，“照顾他们是我分
内的事，我不会再收你们的钱。其实，
他（她）就盼着你们来，你们来看一眼，
他（她）喝白开水都开心！”

结束采访，在幸福园的走廊，又遇见
了那位坐在轮椅上的董爷爷。朝他挥挥
手，他迟疑了片刻，也举起右手打招呼，
嘴巴咧出了个弧度。而旁边的李奶奶知
道院长李佳树要下班了，就小碎步跟在
他身后，像对待孙子一样，用南京方言反
复念叨：车慢慢开噢，不急滴……

本报记者 陈洁 王宏伟 文
魏琳娜 摄

养老院里的“小家长”和“老伙伴”

很多人的成功并非靠天赋，而是靠把寻常的天资发挥到不寻常的高度。【一周微言】

□ 本报记者 于 锋

刚刚过去的新春佳节，张艺谋的《满江红》成为最火
的春节档影片，岳武穆忠诚为国、赤胆为民的浩然正气贯
穿于整部影片中，感染着银幕下的每一位观众。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岳飞戎马一生，
南北征战，在江苏，他曾多次指挥抗金斗争，千百年来为
江苏人民所铭记。

故垒萧萧，岳飞牛首山大战金兵

据《三朝北盟会编》《鄂国金佗稡编》《宋史·岳飞传》
等史料及相关记载，岳飞在江苏开展抗金斗争，主要集中
在南宋建炎三年至建炎四年（1129—1130）。岳飞率部
转战于今天的南京、溧阳、宜兴、常州、泰州、淮安、高邮、
江阴等地，取得了一系列战斗的胜利，所留存下来的史
迹，以及后世江苏人为缅怀他所建的纪念性建筑，有十余
处之多，其中相当部分已被列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

来到南京雨花台区的将军山景区，游客不会错过这
里的古迹“抗金故垒”，这是蜿蜒起伏在牛首山、韩府
山、将军山的南宋作战工事，用赤褐色石块垒成，高低
错落，连绵不绝。

“岳飞先后两次在南京参加和领导抗金作战。”南京
文史爱好者刘飞告诉记者，根据《宋史·岳飞传》等史料记
载，南宋建炎三年（1129），岳飞就作为东京留守杜充的
部将来到建康（南京）镇守。同年11月，金兵渡江，杜充
弃城北逃，建康府失守。独力难撑的岳飞只能率部撤往
广德、宜兴一带，收复了被金兵占领的溧阳，同时致力于
发展抗金力量。

第二年，在得知占领建康的金兵即将北撤，岳飞果
断抓住战机，率部迅速从宜兴杀向建康，开始了对金兵
的反击作战。

“初战于清水亭，又大捷，横尸十五里。兀术趋建康，
飞设伏牛头山待之。夜，令百人黑衣混金营中扰之，金兵
惊，自相攻击。兀术次龙湾，飞以骑三百、步兵二千驰至
新城，大破之。”

《宋史·岳飞传》的生动记载告诉后人，岳飞领导的这
场收复建康的战役主要由清水亭之战、牛首山大战、靖安
镇之战等战斗组成，金兵横尸遍野，狼狈逃窜，岳飞共歼
敌三千余人，收复了江南重镇建康，取得了宋金战争以来
的第一次重大胜利。

硝烟散去，故垒萧萧，南京牛首山、将军山等处的“抗金
故垒”如今大致保存完好，已被列为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太湖之滨，岳飞衣冠冢千年矗立

宜兴是岳飞军旅生涯中的重要一站，也是岳飞后裔
集中居住的区域之一。在太湖之滨的江南古镇周铁，保
存着岳飞的衣冠冢，以及岳飞第三个儿子岳霖的墓葬。

建炎三年（1129）岳飞率部撤离建康后，转战于安徽
广德、江苏溧阳一带，后采纳部将李寅的建议，屯驻到宜
兴张渚。此地濒临太湖，地势险要，进可攻建康，退可保
临安，战略位置极佳。

在宜兴将近一年时间里，岳飞招收流散民众，扩充抗
金部队，剿灭了劫掠百姓的太湖盗匪，还为当地百姓修筑
了一条堤坝“岳堤”，将宜兴建设成一处坚持抗金事业的
基地。在宜兴，岳飞还娶了一位李姓女子（李娃）为妻，岳
飞也可以说是一位“宜兴女婿”。

作为一名文学素养极高的名将，在宜兴大户人家张
大年家的“桃溪园”，岳飞留下一段著名的《题记》，其中写
到“当深入虏庭，缚贼主，蹀血马前，尽屠夷种，迎二圣复
还京师，取故地再上版籍”，此文和著名的《满江红·写怀》
一样，反映了岳飞抵御外侮、尽忠报国的炽热真挚的家国
情怀。

岳飞被以“莫须有”罪名杀害后，子孙们逃散各
地。第三个儿子岳霖侍奉岳夫人李氏一路辗转，最后
定居于宜兴“唐门里”。岳飞被平反后，岳霖收集父亲
遗物，在宜兴唐门为父亲建了一座衣冠冢，岳霖去世
后，也葬于父亲墓旁，形成了现在的宜兴市文物保护单
位“岳飞衣冠冢及岳霖墓”。

记者看到，岳霖的墓碑上有“缵忠侯岳霖”几个大
字。“缵”是“继承”的意思，也就是说岳霖继承了父亲的忠
孝节义。岳霖生前就致力于收集父亲抗金事迹，他的儿
子岳珂是著名文学家、史学家，著有《鄂国金佗稡编》二十
八卷和《鄂国金佗续编》三十卷，是现存最重要、最详尽的
记录岳飞事迹的史籍。

生祠岳庙，靖江人不忘精忠岳飞

在江苏的地名宝库中，能寻觅到若干和岳飞有关的
地名，比如扬州市江都区的嘶马，因岳飞曾在此指挥作
战，战马嘶鸣奔腾而得名；靖江市孤山镇的大营地、小营
地，曾是岳飞部队驻军地等。而靖江的生祠镇不仅因为
岳飞在此驻军而建，还保留有我国现存最早的岳庙。

据《宋史·岳飞传》等史料记载，岳飞率军战斗在泰州
地区，主要发生在建炎四年（1130）。这一年，岳飞因战功
被封为通泰镇抚使兼泰州知州，率部从宜兴移驻泰州。

在泰州期间，岳飞严整军纪，安抚难民，深得民心，他
还按照朝廷部署，主动出击，增援被金兵进攻的淮安、高
邮等地。淮安沦陷后，金军南下，朝廷诏令岳飞“还守通、
泰，有旨可守即守，如不可，但以沙洲保护百姓，伺便掩
击”（《宋史·岳飞传》）。岳飞认为，泰州地势平坦，无险可
守，遂率军退保柴墟（今泰州高港口岸镇），并于南壩桥大
败来犯的金军。随后，“渡百姓于沙上，飞以精骑二百殿，
金兵不敢近”。“沙上”即现在的靖江。

靖江市博物馆馆长朱苏钢介绍，岳飞将很多来自江
淮地区的难民安置在靖江，如今靖江的朱、刘、陈、范、马、
陆、郑、祁八大姓，即源于此。后来，岳飞离靖江前往江
阴，百姓感其恩德，一路相送。岳飞脱下身上的白袍赠送
给百姓，当地衍生出“岳飞赠白袍”的传说。

岳飞走后，靖江百姓怀念他，建起一座祠庙，表达对
岳飞护渡的感恩之情。这座岳王庙是我国最早的岳庙，
要早于杭州西湖岳庙、河南汤阴岳庙。而岳庙所在地后
形成靖江最早的集镇。由于此庙立于岳飞生前，是座“生
祠堂”，小镇遂被称为“生祠镇”，沿用至今。

朱苏钢介绍，生祠镇岳庙在历史上屡建屡毁，屡毁
屡建。自民国起，近现代靖江籍爱国实业家“纺织巨
子”刘国钧曾三次出资修建岳庙，最终形成今天所见的
生祠镇岳王庙。

《满江红》热映，
江苏有哪些“岳飞史迹”

灯彩灯谜
在传承与创新中绽放光彩

“秦淮灯彩甲天下”。元宵节期间，到秦
淮河夫子庙买灯、观灯、赏景，不仅成为南京
人的一种习俗，无数外地人也慕名而来。

据南京市民俗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徐龙
梅介绍，秦淮灯彩的起源可追溯到东吴时
期，至今已有1700多年历史。唐时，由于
皇帝提倡，商贸兴旺的秦淮河两岸出现了
南京早期元宵灯市的雏形。宋时，作为灯
彩艺术发展历程的一个显著标志，竞猜灯
谜活动以及专门售灯和放灯的场所也出现
了。明代是秦淮灯彩得到最大发展的时
期，朱元璋曾下令元宵节在秦淮河上燃放
万盏水灯。清代中后期，南京元宵观灯习
俗渐为冷清。新中国成立后，传统灯彩艺
术得到重视，上世纪八十年代后，秦淮灯彩
更是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在夫子庙西广场，记者看到，陈氏花灯、
鲍氏花灯、邱氏花灯、戈氏花灯、孙氏花灯……
摊位上各种花灯琳琅满目，游客摩肩接踵。

陆敏出生在秦淮河畔一个灯彩世家，
父亲陆有文是江苏省级非遗项目（灯彩）代
表性传承人、南京市工艺美术大师。陆敏
顺理成章接过衣钵，成了陆氏花灯的第四
代传人、秦淮灯会省级传承人。

“我们做花灯，从不大批量生产，每个
品种最多做一两百个，做得精细，售价也较
高。”陆敏告诉记者，他们生产的不少花灯
品种年前就全部被订光，因为老客都知道
他家花灯的品质。

制作花灯全是手工，是很细致的活儿，
用竹篾做灯架、染纸、绘画、裱糊……每一
项工艺都倾注着手艺人的心血。

“你看这小小的荷花灯，有6层，1层6
个花瓣，就有36个花瓣，上面4朵花8个花
瓣，一共44个花瓣，都要手工贴上去。”秦
淮灯彩市级传承人陈颜鸿的弟子李颖告诉
记者，“一个荷花灯，要几十道甚至上百道
工序，一天也只能做几个。”

观灯之余，民间素有猜谜的习俗。灯
谜，又称“隐语”“廋词”（古代廋有隐藏的意
思）等，作为我国独有的传统民间艺术，灯
谜让元宵节不仅充满趣味，还能启迪智慧，
感受到语言文字之美。

灯谜什么时候出现的呢？“中华谜语源
远流长，距今已有3500年以上的历史了。”
江苏省灯谜学会副主任、南通灯谜学会会
长、“南通灯谜”非遗传承人王栋臣告诉记
者：“到了南宋，开始有人把谜语写在灯上。
《武林旧事·灯品》记载了元宵节热闹的灯谜
活动：‘以绢灯剪写诗词，时寓讥笑，及画人
物，藏头隐语，及旧京浑话，戏弄行人’。这

‘藏头隐语’，即谜语，好事者把谜语写在纸
条上，贴在五光十色的彩灯上供人猜。至
此，灯和谜发生联系，诞生了‘灯谜’。”

据南京市职工灯谜协会会长蔡鸣介
绍，南京的谜事，至少可追溯到东晋和南北
朝时期。清朝《灯影录》则是目前唯一能见
到的出自南京的灯谜书，收谜约330条，谜
目亦较多。

据王栋臣介绍，一年一度的南通灯谜
重头戏——“万人猜灯谜 全城闹元宵”活
动即将在元宵节举行。近几年，他也创作
了多个与南通相关的灯谜，比如闸东闸西
闸北（江苏地名），谜底是南通；短亭杨柳长
亭巷（南通旧地名二），谜底是五里树、十里
坊；踏青（南通名小吃），谜底是草鞋底等。
今年，他还创作了与兔年相关的灯谜，比如
不日晚点到（生肖），谜底为兔；二人登顶先
折柳（干支纪年），谜底是癸卯。

舞龙舞狮
将节日气氛推向高潮

每逢元宵节，许多地方都少不了舞龙、
舞狮表演。

古人为什么要舞龙呢？据南京大学历
史学系教授、民俗学家徐艺乙介绍，我国自
古即以农业立国，风调雨顺对于生产生活
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在古人心目中，龙具
有呼风唤雨、消灾除疫的功能，所以希冀得
到龙的庇佑，由此形成了舞龙传统。

舞龙可以追溯到上古时代，但和元宵
相结合要到宋代以后。宋代吴自牧《梦粱
录》记载：元宵之夜，“以草缚成龙，用青幕
遮草上，密置灯烛万盏，望之蜿蜒，如双龙
飞走之状”。自此，渐渐形成春节舞龙、元
宵舞龙灯的习俗。

舞龙和舞龙灯有什么区别？原溧水县
文化馆馆长邱德仑告诉记者，以前舞龙是在
白天，舞龙灯则在晚上，且是元宵节的民
俗。舞龙多为布龙，用竹篾白布制作，龙身
绘有龙鳞，表演时可作弧形运动。龙灯则在
龙的每节中点燃蜡烛；有的地方不点蜡烛，
而是用桐油、棉纱或灯草做成的“油捻”。这
种油捻燃烧力很持久，龙灯舞动时五光十
色，始终不会熄灭。如今区分已不太明显。

邱德仑表示，溧水民间龙灯十分普
遍。据初步调查，溧水共有传统龙灯30余
条。石臼湖边的骆山村，300多户人家，玩
龙灯的习俗世代相沿，骆山大龙号被称为

“江南第一大龙”。
今年1月26日，溧水区和凤镇骆山村

锣鼓齐鸣，一条长约百米的巨龙在村里巡
游，周围几十里的人都赶来观看。随后，这
条巨龙来到广场，时而腾起，时而俯冲，蜿蜒
翻腾，让人目不暇接，现场观众喝彩不断。

记者在骆山村见到了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项目龙舞（骆山大龙）代表性传承人
杨木海。“骆山舞龙民俗来源于一则传说。”
据杨木海介绍，明代万历年间，骆山村考取
了一名进士名叫杨培庵，先后出任过漳州
知府、江西省和河南省按察使、布政使等
职。晚年告老还乡，避雨庙中，救下一条受
到惩罚的小白龙，还将小白龙带回了骆山
村，让其行云播雨，造福百姓。从此，骆山
村便有了舞龙的习俗。

“每年春节到元宵之间都有舞龙表演，
从青壮年到八九岁的孩子，每家每户都要
派人参加，最少一人，总共有500多人。分
别承担掌旗、掌灯、吹喇叭、舞龙、跳珠、跳
云等任务，这样才能把一条大龙舞得气势
磅礴，呼风唤雨。”杨木海说。

溧水经济开发区沙河行政村甘家庄的
舞狮名气也很大。甘家庄舞狮队的领队陈
新告诉记者，舞狮习俗在南北朝时开始流
行，至今已有1000多年历史。传说，它最
早是从西域传入的，狮子是文殊菩萨的坐
骑，随着佛教传入中国，舞狮子的活动也进
入中国，大多在春节和元宵节期间表演。

“甘家庄秦氏舞狮的历史要追溯到清
朝光绪年间，当时秦家是河南罗山一带专
门从事舞狮艺术表演的一个家族，小有名
气，民国时期为逃避战乱，先祖秦化龙带领
族人举家迁至今溧水甘家庄定居。”陈新
说，“为维持生计，每逢元宵等节日都进行
舞狮表演，秦化龙去世后，后辈们继承衣
钵，还获得过‘北狮王’称号。”

秦家后辈秦善敏，16岁开始学习舞狮，
今年60岁了。据他介绍，舞狮首先是技术
活，必须经过长时间训练，因为要跳到桌上
表演，如果不慎摔下来，很容易受伤；其次
是体力活，一次表演20分钟到半小时，一

场表演下来，全身是汗。
90后朱柏林是舞狮队最年轻的队员之

一，舞狮已有5年左右时间。“虽然平时工
作比较忙，但舞狮是我们村的传统民俗，不
能丢，一定要传承下去。”他说。

旱船、“走北”
展现当地独特的民俗风情

每条“船”上坐着几位红衣女子，上方
有一座小凉棚，覆盖着紫绒布，四周边缘饰
有金黄色花边和红色的流苏，“船”身围有
色彩明艳的布幔，两侧是几位拿着木桨、头
戴软帽的划“船”人。

随着唢呐、锣鼓响起，“船”中人踩着节
奏表演起来，划“船”人夸张地合乐划桨，大
家相互配合，进退有序，随着“小船”上下起
伏，左摇右晃，“船”身流苏摇曳，布幔飘动，
如同行驶在河水之中……

这是连云港地区的旱船表演，姜秀兰
是旱船市级代表性传承人，“春节以来，一
直在外面表演，每天忙忙碌碌。”姜秀兰今
年81岁，但声音洪亮。

旱船表演的民俗是何时兴起的呢？据
姜秀兰介绍，相传大禹治水时，征用官船和
民船，一是运送各种物料，二是装满石头沉
入水中堵水。治水成功后，老百姓以旱船
表演的形式表示庆祝。元宵节表演旱船，
源于何时已不可考，但如今在全国多地都
极为流行。据介绍，连云港地区海岸线较
长，近海河道纵横交错，水上交通及渔业兴
旺，是产生旱船艺术的土壤。

江南一带的荡湖船和旱船较为相似。
常州市武进区横山桥镇朝阳村的朱小红是芙
蓉荡湖船代表性传承人。“荡湖船自清代起盛
行于常州地区各县属乡镇，在横山桥芙蓉地
区流传也已有100多年历史了。”朱小红说。

“一场演出需要排练十天左右，不同的
主题需要设计不同的动作和排场。”朱小红
说。荡摆步、迎浪步、波浪荡步、金鲤甩尾、
矮步划桨，表演者的一举一动始终呈现船
的晃动感，展现出江南地区独特的自然景
观和民俗风情，以刻画出乡民们驾彩舟、唱
山歌、庆丰收的喜悦情景。

每年元宵节夜晚，南京江北新区长芦街
道陆营社区方巷小区，几十位方氏族人身穿
明代服饰，提着灯笼，一路向北，村民们纷纷
加入，旌旗飘飘，一派喜气洋洋的景象。这一
奇特的民俗不但成为当地人闹元宵的特色节
目，而且被确认为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方巷人走北”传承人方金花告诉记
者，这个习俗已延续了500多年，是为了纪
念方巷第一代老祖宗方瑛。当年他把全家
安置好以后，只身一人又回了趟老家。临
行时他告诉家人，待他把老家的事处理完

毕，估计要过正月十五才能回家。方瑛走
后，他的夫人和三个儿子左等右盼，直到正
月十五傍晚始终未见方瑛的踪影。兄弟三
人在母亲的带领下，手持灯笼火把，北走寻
亲，结果始终未能再见亲人。

从此，每逢元宵节，当地方氏宗族后人
都要自发组织“走北”活动。原本500人的
村子最多时有一二千人参与“走北”，巷口
摩肩接踵，十分热闹。

“‘走北’习俗，原来包含了祭祀怀祖、
祛病除灾的含义，现在更赋予欢乐祥和的
新含义，表达在新的一年中平安顺利的美
好祝愿。”方金花告诉记者，“如今活动出现
了三多：年轻人多，外地人多，在外工作的
方巷人回来参加活动一年比一年多，‘走
北’的气氛也一年比一年热闹。”

灯彩灯谜、舞龙舞狮、旱船“走北”

元宵节将至，多彩民俗“闹”起来
“正月十五灯正新，满城灯火白如银”，传统春节从除夕夜的鞭炮开始，以正月十五的彩灯收

尾。元宵节将至，各式各样的灯笼，已将春节期间的夜装点得五彩斑斓。随之而来的猜灯谜、耍
龙灯、舞狮子、荡花船等节目，也让元宵节变得热热闹闹。近日，记者采访相关传承人及专家，走
进多姿多彩的元宵节江苏传统民俗。

□ 本报记者 杨民仆

记者手记

姜秀兰（右一）团队在表演旱船。

1月26日，骆山大龙起舞。 朱红生 摄 (视觉江苏网供图)

方巷人“走北”。 甘家庄舞狮队的表演。

采访中记者发现，一些传承人的
年龄已不小，都有后继无人的担忧。
即使有年轻人参与，多是兼职，元宵之
后，他们到城里上班了，等到来年再参
与，致使每年重复相同的动作，唱着相
同的曲词。

民俗文化活动，如果每年形式差
不多，表演者也是旧人，与当下的文化
交流存在着“代沟”，那么观众开始觉
得新奇，渐渐也会失去兴趣，加剧民俗
传承的危机。

秦淮灯会省级传承人陆敏的思考
也许能给我们启发，他说：“花灯如果
没有吸引年轻人的新品种，在市场上
是立不住的，秦淮灯会也会失去生命
力。所以花灯制作也需要厚积薄发。
元宵之后，我就想着明年的作品，始终
求变，我的目标是：我们的花灯即便5
年后拿出来再看，也不过时。”

民俗文化其实也是一种特殊的产
品，不是供人怀旧的文物，不是一笑而过
的热闹，不能仅仅依靠输血生存，应当不
断创新，或者与当下的文化专业团队合
作，与时尚文化潮流相融合。这样，节日
之外，也能走向市场，反复磨练、自我扬
弃，打造出精品，吸引更多年轻人参与，
让民俗文化一代代传承下去。

传承民俗文化
也需“厚积薄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