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瞻淇鱼灯逐光远游

张

雪

夜色笼罩，白墙黛瓦，皖南群山环抱中的

瞻淇村宁静得像一幅画。只有村里一条主街

例外，三三两两的游客逐渐在祠堂附近会聚，

他们驻足翘首，等待某一时刻的到来——

锣鼓声响了，游客沸腾了，6 条“大鱼”从祠

堂鱼贯而出、灵动游弋。一嬉，鲤鱼摆尾！二

嬉，鱼腾千里！三嬉，如鱼得水！四嬉，鱼跃

龙门！

红红火火的鱼灯把这个再普通不过的小

村庄照耀得熠熠生辉，仿佛走进辛弃疾的词

中：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

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

龙舞。

天南海北的游客伸出双臂抚摸鱼灯，“摸摸

鱼头，万事不愁；摸摸鱼背，平安富贵；摸摸鱼

尾，顺风顺水！”巡游队伍中的“头鱼”郑冬蛟不

承想，源自宋代的鱼灯竟在今时今日给小村庄

带来如此“流量”。鱼灯不仅点亮了游人心中美

好的期盼，也点亮了瞻淇村逐光前行的希望。

一夜鱼龙舞

有着 1300 多年历史的瞻淇村，坐落在安

徽省黄山市歙县北岸镇，村名取自《诗经》“瞻

彼淇奥，绿竹猗猗”。“七山二水一分田”的自然

环境一直是瞻淇村和周边村落发展农业的掣

肘。这里有句老话，“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

外一丢”，为了生计，村里人只能远走他乡。

春节，是游子们固定的归期。每年农历正

月初二到正月十八，瞻淇村都要举行充满仪式

感的嬉鱼灯活动。在游子们的心中，鱼灯点

亮，锣鼓一响，就是回家。

长 4 米、高 2 米、宽 1 米的“大鱼”由鱼头、鱼

身、鱼尾 3 段连接而成，通常选用两年至三年的

毛竹，经破竹丝、扎骨架、贴鱼皮等步骤，再绘上

祥云、荷花、如意等图案，寓意吉祥、富贵、平

安。从农历正月初二至正月十五，鱼皮为红色，

蕴含着红红火火、年年有余、国泰民安之盼；农

历正月十六至正月十八，红鱼摇身一变，披挂青

衣，象征春回大地，风调雨顺，万物新生。

古时，徽州地区很多村落都有扎制鱼灯的

传统，方法大同小异，外形各有千秋。歙县文

化旅游体育局局长吴炯介绍，瞻淇鱼灯的精华

之处在“嬉”。4 米长的“大鱼”由两位师傅配合

舞动，一人舞鱼头，一人舞鱼尾，和着铿锵的锣

鼓点，踩着灵动的鱼步，手中的“大鱼”被舞出

生命的活力。游过浅滩、侧身而行，这是“鱼腾

千里”，寓意自强不息、逆流而上；两鱼相遇、纠

缠打斗，那是“如鱼得水”，体现英勇无畏、刚正

不阿⋯⋯每个动作都有美好寓意。“大鱼”从祠

堂游出，游过每条村巷，游向每家每户，传递幸

福吉祥。

在郑冬蛟的记忆中，嬉鱼灯的日子是村里

最热闹的时候。“20 世纪 80 年代初，村里没什

么娱乐活动，大家都盼着春节嬉鱼灯。那时在

家的年轻人多，聚在一起都会参与嬉鱼灯。”鱼

灯陪伴了无数瞻淇人的童年。“90 后”小伙汪宇

昉说，尽管自己小时候物质生活条件已极大改

善，鱼灯依然是童年最重要的玩具，“每个小朋

友都会有一盏属于自己的小鱼灯”。汪宇昉喜

欢看村里的老师傅扎制鱼灯，常看得出神，虽

然没有刻意学，但 10 岁时他就能自己制作小

鱼灯。

鱼灯是刻在瞻淇人骨子里的情怀，不过，

情怀也难抵环境变迁。20 世纪 90 年代，外出

打工的年轻人为生计奔忙，没时间也没心思操

练鱼灯，留守的老年人身手不

再敏捷，嬉起鱼灯心有余而

力不足。“不光鱼灯队凑

不齐人，连春节回家

看鱼灯的人都少

了。”来不及感

慨 ，郑 冬 蛟

也告别了

家乡，转身“游”进时代的洪流。

岂是池中物

郑冬蛟当过兵，做过厨师，跑过货运，后来

在宁波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在外漂泊的日

子，鱼灯是遥远的乡愁。

2021 年，女儿面临高考，郑冬蛟决定暂停

工作回家陪读。村里老书记见他在家，主动和

他谈起村里的发展。这些年，除了种植茶叶，村

里也没啥像样的产业，村集体经济缺乏活力。

他们想到两条出路，一是种植青梅，把农产品卖

出去；二是用鱼灯开拓文旅，把游客请进来。

村里需要像郑冬蛟这样的年轻人回归挑

大梁、干事业。竞选村干部、组建鱼灯队的邀

约，唤醒了郑冬蛟心底的情怀，但他也犹豫：这

次组建鱼灯队，不是为了村里自娱自乐，而是

真要搞出点名堂。

这件事困难不小。首先，鱼灯的传承要建

立完整的体系。如果是自娱自乐，手上动作和鱼

步尽可以松散随意，但要出彩，必须有板有眼，因

为不统一就意味着不专业。在老师傅的指导下

把动作重新编排并相对固定下来，是组建鱼灯队

的关键一步。郑冬蛟尝试用文字记录每招每式，

并把瞻淇鱼灯的历史、寓意梳理出来，“要给游客

讲故事，他们才会记住瞻淇鱼灯”。

其次，鱼灯的传承要依靠稳定的队伍。鱼

灯队队员年龄偏大，40 多岁的郑冬蛟已是当时

最年轻的。他特别羡慕潮汕英歌舞这几年的

发展，大量年轻人以此为职业，把英歌舞舞出

了新天地，“年轻人不参与进来，鱼灯队不会有

未来。吸纳年轻人并把他们留下来，首要的是

想办法保障鱼灯队有稳定收益”。

郑冬蛟对困难有充分的预判，却低估了家

人的不理解。他在外打工月收入 15000 元，回

家担任村干部第一年月工资只有 1000 多元。

两个孩子需要养，房子贷款需要还，加在一起每

月固定支出就要 5000多元。“你让我怎么支持？”

妻子的话直杵心窝。郑冬蛟有口难言，“过去的

同事问我回家干什么去了，我不好意思告诉他们

是在忙鱼灯，只能随便找个理由搪塞过去”。

以为靠一腔热血就能打开局面，没想到屡

屡碰壁。郑冬蛟无法倾诉，这是自己选的路。

倔脾气上来的他，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有商

演就接，政府搭台也去，电视台的节目努力争

取，看别人直播，他也买来设备从零学起⋯⋯

尝试，不断尝试，才有可能让瞻淇鱼灯被更多

人看见。

从 2023 年开始，鱼灯队在电视上露脸的机

会多了起来。社交平台上，瞻淇鱼灯的视频不

仅得到官方账号的推广，粉丝队伍也越来越庞

大，人气高涨。转机终于来了，2024年立冬那一

晚，瞻淇鱼灯直播的浏览量突破 25万次，郑冬蛟

和队友们受到了巨大的鼓舞，“一下子自信了！”

鱼跃海天阔

好事接踵而来。由文化和旅游部公共服

务司指导、中国文化馆协会和抖音直播联合发

起的“我要办村晚”乡村文化能人抖音直播扶

持计划，邀请全国才艺主播在家乡举办“村晚”

并线上直播，郑冬蛟决定抓住机会。

2024年12月15日一早，瞻淇村村小门口、祠

堂的外墙上，都出现了一张大红纸，写着“村晚”节

目征集令。村民们热情很高，最终13个带有浓郁

乡土特色的节目入选，鱼灯是其中的灵魂。

2025 年 1 月 10 日，“村晚”开演，2 个多小时

里，直播间累计 270 多万名观众。通过网络，

“大鱼”游向了更远的世界，红火的鱼灯勾起了

人们对团圆的渴望、对故乡的思念。

线上的围观讨论在随后的春节假期转化

为线下的蜂拥而至。“瞻淇村只有 2000 多名村

民，从建村以来，就没见过这么多人。”郑冬蛟

和村民们都蒙了，正月初二，村里一下涌入 4 万

多名游客，本就狭窄的村巷挤得水泄不通，进

村的公路也被车流堵死，还有人

开了七八百公里却塞在高速出口

下不来。瞬时客流远超瞻淇村的

接 待 能 力 ，郑

冬蛟和村民们心

急又愧疚，他们不

停地在社交平台上

给吐槽的网友道歉、

解释，县里连夜开会，

梳 理 各 方 面 的 问 题 ，

作出各种应急预案。

农历正月初三，下着

淅淅沥沥的小雨，郑冬蛟的

手 机 响 个 不 停 ，都 是 问 他 ，

“今晚还能看到鱼灯吗？”要在

往常，活动肯定取消。可那天，

郑冬蛟下定决心，“哪怕下刀子，

我们都得演，不然让这么多远道而来的

游客失望，瞻淇村的口碑就完了”。夜幕降

临，细雨朦胧，锣鼓声准时响起，鱼灯的光亮洒

在游人脸上。队员们全身湿透，这一刻，空气

是冷的，人心是暖的。

瞻淇鱼灯真的火了。蛇年春节前后，“遇

见千年鱼灯”话题在某社交平台上的播放量超

过 2.7 亿次，瞻淇村迎来游客 15 万人次。现

在，慕名而来的人依旧源源不断。鱼灯给村民

带来了结结实实的红利。鱼灯队接到的演出

多了，队员们收入也好了一些，最年长的队员、

71 岁的汪平安因为鱼灯去了很多从未去过的

远方。游客来了，要吃饭、要拍照，其他村民也

守着家门口开起小饭馆、旅拍店。2024 年，在

鱼灯经济带动下，瞻淇村集体经济收入超 170

万元，比上年增长 4 倍。

有了人气的瞻淇村更有活力了。老师傅

汪观海干劲十足，成立了公司，除了轧制售卖

鱼灯，还开展研学服务，带着游客一起做鱼

灯。年轻人开始回归，10 岁就给自己做小鱼灯

的汪宇昉在主街上开起鱼灯店。他做“大鱼”，

鱼灯“出圈”了，很多地方把它作为装饰布展的

道具；也做“小鱼”，方便游客们随身带走。汪

宇昉查阅历史资料，再结合年轻人的喜好，尝

试改良鱼灯，颜色更鲜艳，造型更灵动，还设计

出冰箱贴、盖章本等周边文创。“‘鱼’是世界各

国人民都很喜欢的文化符号，说不定通过我们

的努力，哪一天瞻淇鱼灯就火到国外了。”店里

生意越来越好，但汪宇昉最有成就感的还是家

乡的鱼灯被喜爱、被认可。

瞻淇鱼灯的今天，超过了郑冬蛟的想象。

瞻淇村孕育了鱼灯，但如果鱼灯只是舞台上的

一场表演，就失去了灵魂。最好的办法是，把嬉

鱼灯从“节庆限定”升级为“全年可触”的文旅场

景，把更多游客吸引到村里来。

瞻淇村和外面的企业谈合作，现实

的问题摆在眼前：游客多了，已有的基

础设施跟不上，交通、停车、厕所哪个

环节都可能掉链子；除了

鱼灯，村里还需要其他文

旅场景丰富游客体验，这

里的老建筑很多，但保护

利用情况一般；鱼灯 IP 的

保护也是大问题，市场上

的仿制品越来越多⋯⋯

前路漫漫，但无论如

何，“大鱼”已经出游，困难

再多，也阻挡不

了 它 乘 风 破 浪

的决心，它要游

去 更 宽 广 的 天

地，游进更多人

的心里。

漫游电商平台，常能见到“商场

同款”标签。在服饰箱包、家居装修

等细分领域，电商平台甚至会设置

一个“商场同款”筛选按钮，也有卖

家直接将“商场同款”放进商品标

题。这背后有何玄机？

不难发现，手机壳、数据线这类

低价快消品，或者文具、手机等标准

化商品，基本不标“商场同款”。便

宜 的 日 常 消 耗 品 或 参 数 透 明 的 品

类，消费者选择起来并不费劲。

被标记“商场同款”的商品，往

往需要消费者投入较大精力才能作

出选择。比如装修时用到的瓷砖、

地板、门窗、卫浴、橱柜等各种型号

或材质。在海量商品面前出现“选

择困难症”时，“商场同款”标签就成

为一种促进消费者作决策的工具。

无 暇 逛 实 体 店 或 想 要 货 比 三

家，选项太多无法快速抉择，担心

货 不 对 板 不 敢 轻 易 下 单 ⋯⋯ 商 家

通过“商场同款”直击消费者“既要

效率又要安心”的痛点，其潜台词

是：这款商品已在实体场景中经历

市场验证。

可以说，“商场同款”或“线下同

款”是卖家撬动网络销量的一种营

销手段。但这并不意味着商场卖的

产品就有过人之处，或者线上产品

就不尽如人意。打个比方，消费者

越来越习惯于网上购买家电，只要

是大品牌且性价比高，买家并不介

意这是不是“商场同款”。

如今，线上线下融合的消费模

式越来越常见，“商场同款”也有了

更加丰富的场景化功能。比如，直

播间里热销的白牌商品，若有商场

和线下门店，贴上“同款”标签，就能

为消费者减些质量担忧。

“ 商 场 同 款 ”是 商 家 给 出 的 购

买 暗 示 ，是 买 家 购 物 时 的 信 任 支

点，也是实体商店拓展线上销路的

常规操作。但很多时候，“商场同

款”可能真的只同了一个“款”，有

些 品 牌 专 门 开 发 电 商 版 本 ，看 似

“同款”，可使用的原材料和生产工

艺与线下款不一定相同，实体门店

与 电 商 平 台 的 质 检 标 准 也 可 能 存

在 差 异 。 还 有 一 些 明 明 主 打 线 上

销售的商家，专门开设线下门店美

其名曰线下体验店、展示店，实则

只 是 做 做 样 子 ，因 为 没 有 线 下 门

店，何来“线下同款”？

所以说，这种营销模式试图营

造的，是把线下品质和线上便捷拧

成一股绳，让买卖双方都获利。但

效果如何，还得靠市场检验。毕竟，

“线下卖得好才上网卖”“让更多人

一键买到好货”，才是“商场同款”的

题中应有之义。

与春天共舞

李思隐

正是踏青好时节。安徽合肥

滨湖塘西河公园，萨克斯音色悠

扬，旋律在海棠花间缓缓流淌。海

棠树下，市民包雷和朋友们正忙着

搭建天幕。

“把撑杆再向天幕内弯曲一

点，增强抗风性。”包雷好友霓虹

很快将撑杆立起来，重新搭好天

幕。“今天风有点大，希望一会儿

的植物拓染活动能顺利。”

包雷组织了 10 余名爱好自

然、感受自然的朋友一起踏青，顺

便做个植物拓染，从物料准备到

踩点规划一共半个月时间，大家

真切感受到了春天的脉动。

作为一种古老的传统染色技

艺，植物拓染通过敲打被处理的

植物，将汁液渗入织物中，从而留

下 自 然 的 色 彩 、形 状 和 脉 络 纹

理。春天的植物比较新鲜，色彩

也艳丽，植物拓染因此成为不少

人露营踏青的优选。

拿 出 用 于 处 理 植 物 的 固 色

剂，踏青小队开始在公园里寻觅植物。西

府海棠、紫花地丁、普通绿叶⋯⋯“咚咚咚”

敲打声陆续响起，大家将沾染固色剂的植

物 用 胶 带 固 定 在 布 料 上 ，施 加 力 量 反 复

捶打。

“大家看看布料的反面，如

果有了明显的颜色痕迹，那说明

快要大功告成了。”黄益边制作

边提醒道：“力道要均匀，这样才

能清晰显现植物纹理。”

“看看我的！”国画培训老师

黄艳在活动开始前便在脑海中

精心绘制了理想图案。她的布

料上清晰可见绿叶纹理脉络，右

上角和左下角分别用蓝色、黄色

小花进行点缀，呈现出一种独属

于自然的美感。

不一会儿，印有形态各异图

案的布料纷纷出炉，引得路人在

远处围观。

“在踏青过程中加深彼此交

流，在实践结果中分享快乐，这

便是踏青的意义。”黄益说。

饭点到了，大家边收拾东西

边拿出自己带的美食进行分享。

不远处，不少帐篷仍在搭建中，各

色活动轮番上演。春天里，绿色

间，处处洋溢着人们幸福的气息。

踏青、赏花、徒步、露营⋯⋯人们有了

越来越多与春天共舞的新方式。为了让市

民畅游春天，合肥市不断优化市内各个热

门春游点的配套服务，期待人们在城市的

角落里，与春天撞个满怀。

“ 商 场 同 款 ”有 何 玄 机
孙祥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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