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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大雪纷纷扬扬袁 将金坛大地
装扮的银装素裹遥 雪花催促着时间的
步伐袁转眼新春佳节又到了遥 野年廿八
洗邋遢袁 年三十行花街袁 年初二回娘
家袁年初七过人日噎噎冶每个地方的春
节都有各自的讲究和民俗袁 金坛这座
江东福地当然也不例外遥吃完腊八粥袁
野年冶似乎就来了袁家家户户都开始忙
活起来袁打扫屋子尧准备年食尧杀猪宰
羊尧剪窗花贴春联袁以最美的姿态迎接
新的一年遥

野我们小时候袁过年可热闹了袁用
你们年轻人的话来说袁 就是非常具有
仪式感遥 冶方国庆说遥今年 53岁的方国
庆袁是土生土长的金坛人袁他用地道的
金坛方言讲述起金坛的春节院野过年前
呢袁 家家户户都要准备刻窗花贴春
联遥 冶正所谓野剪花疑始发袁刻燕似新
窥冶遥这几天袁在方国庆的家中袁他的母
亲张奶奶在教孙女剪窗花袁 大红纸上
栩栩如生的喜娃尧 花鸟鱼虫等吉祥图

案袁带着百姓们朴素的新春夙愿袁贴在
大门上尧窗户上尧白墙上袁远远望去便
是一派红红火火的热闹景象遥

野过去到了大年初一袁会有舞狮队
到每家每户中袁在院子里走上一圈遥 还
会有艺人唱春歌袁讨点春节的彩头冶袁张
奶奶回忆道遥 唱春又叫送春袁是过去金
坛乡村流行的一种文艺活动袁艺人们两
人搭档走过乡间小路袁一鼓一锣袁一唱
一和袁给户主们送上新春的祝福袁户主
们也会回赠给他们一些钱或者食物遥

在指前镇芦家村袁 鱼灯表演是春
节必不可少的活动遥 早在清末当地送
春艺人的唱本里袁 便有关于指前鱼灯
的内容遥据说原来芦家村没有人袁都是
芦苇袁后来外地来了一个捕鱼的人袁在
这里住下来了遥两年以后袁捕鱼人溧阳
一个亲戚也搬过来了遥有一年袁两人捉
不到鱼袁有人点拨他们袁要祭拜鱼神袁
他们就自己做了鱼灯袁跳鱼灯舞袁求一
个风调雨顺遥此后袁越来越多的人搬到

村里来袁村子也越来越兴旺遥鱼灯包括
了 10种河鱼袁还包括了捻伞尧排灯尧花
篮尧花船尧河蚌等 20种道具袁小鱼都是
孩子来扮演袁而排灯尧捻伞等花力气的
角色就由大人来演遥 鱼灯表演一场走
完差不多要一个多小时袁鱼灯要头动尧
尾巴摇袁 就好像真的鱼儿在水里那样
不停的游袁具有浓郁的江南水乡特色遥

与鱼灯相似袁 在指前镇庙圩村也
有跳马灯的习俗遥 这个古老的传统民
俗袁起源于溧水尧溧阳一带袁至今已有
四五百年的历史了遥正月前袁村民们便
开始着手扎起纸马袁 按照旧日里的习
俗袁 村民们带着新春祈福热热闹闹的
闹上一个月袁格外喜庆遥

家住直溪镇的朱秀雨今年大四袁
她听说今年东方盐湖城举办首届民俗
文化旅游节袁会有舞龙表演袁便邀请了
自己的大学室友到东方盐湖城去观看
直溪巨龙遥 野过去老家到了元宵节袁就
有舞龙队伍袁一般都在村子的广场上袁

需要比较开阔的地方袁 龙的队伍比较
长嘛浴 冶一路上袁朱秀雨都在向室友们
介绍着金坛直溪巨龙遥 相传元末明初
时袁为求太平盛世袁刘伯温引导巨村人
兴起野龙会冶袁以舞龙娱神娱人袁以保一
方平安袁风调雨顺袁此后代代传延遥 直
溪巨村舞龙的历史距今已经有六百多
年了遥直溪巨村的舞龙源于巨村袁因龙
身大而特长袁故又称巨龙遥经过历代传
承改进袁现在所舞的巨龙每节为 2米袁
最长的龙身有 100节袁 全长有 200多
米袁需 100多人协同表演遥

野直溪巨龙还曾被朱元璋御笔钦赐
耶巨龙巨也爷冶袁 朱秀雨自豪地向室友们
介绍袁2010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遥晚上在东方盐湖城民
俗灯会现场袁朱秀雨与室友们直击了直
溪巨龙的重头戏野火龙冶出场袁高温的铁
水溅起高高的钢花袁巨龙就在璀璨的铁
水中游走盘旋袁野火龙钢花冶的震撼影像
引起场外游客们的阵阵惊叹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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