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夜幕低垂，16辆工艺精
巧、造型美观的花灯车陆续
驶上街头，其中有4条数十
米长的龙灯在前面开路，众
人欢呼簇拥，锣鼓喧天，鞭炮
齐鸣……“今年元宵节，乐东
黎族自治县黄流镇花灯如期
巡游，群众热情高涨，活动规
模创历年之最。”提起这场承
载着文化内涵、充满艺术气
息的视觉盛宴，黄流花灯文
化协会会长林寿雄言语中充
满自豪。

农历正月十五、十六夜
花灯游街闹元宵，是黄流古
往今来素有的节庆活动。由
于没有史料记载，黄流花灯
究竟是从哪个年代开始形成
的，当地民间说法不一。有
人认为始于两汉，有人认为
始于唐宋，而《黄流村志》记
载“应该是元末明初”，还有
人认为黄流花灯始于清代咸
丰年间。

闽南语中，“灯”与“丁”
发音相同，黄流花灯源于百
姓为庆贺家中新添男丁而制
作的小灯笼，蕴含着“丁财两
旺”“避邪平安”之意。“不管
哪家兄弟多与少，凡是元宵
灯会前一年内谁家出生一个
男孩，都会制作一盏灯笼，生
两个就制作两盏。”林寿雄解
释，过去几代同堂的大家庭
中一般都有好些个叔伯及兄
弟，如是某一户人家新年里
挂出6个、8个甚至10来个
小灯笼，也是不足为怪的。

黄流花灯种类繁多，形
态各异，有宫灯、塔灯、龙灯、
走马灯、莲花灯等，都有其独
特的魅力和文化内涵，凝聚
着当地百姓的心血和智慧。

在黄流花灯史上，鼎鼎
有名的可谓是20世纪40年
代的一盏“龙灯”。这盏家喻
户晓的“龙灯”，由黄流镇黄
西村老艺人陈月花等陈氏几
兄弟联合制作，长达 30 余
米，是用竹子、红丝布和100
盏风灯扎成的，特别是固定
在龙鳞片上的一盏盏发亮的
风灯，在龙全身披着的红丝
布的衬托下，熠熠闪烁，煞是
好看。

随着百姓制作花灯的水

平日渐提升，当地人开始不
满足于单门独户地悬挂灯
笼。于是便出现了先是以家
族、如今是以各坊为单位制
作元宵灯笼、灯车。

黄流花灯享誉琼州，黄
流村共有7个坊制作花灯，
每年的元宵游花灯活动，亦
是黄流各坊比创意、秀匠艺
之时。从设计到制作，匠人
们倾注了很多心血和情感，
将当地源远流长的文脉镌刻
进一盏盏花灯中。

花灯看似简单，制作步
骤却是复杂的。花灯匠人往
往身怀十八般手艺，从绘画、
书法到编结、雕刻、裱糊、剪
纸等，每道工序都很有讲究。

每年元宵节前夕，村民
们制作花灯的热情高涨，各
坊张贴今年灯游海报，村民
便争先报名。“与别的地方花
灯会相比，黄流花灯会有个
显著特点，均为民间组织、民
间赞助、民间制作。自古以
来，黄流办花灯会，家家户户
都会赞助，多则几千、少则一
二百，今年制作16辆花灯费
用约100万元。”黄流花灯文
化协会办公室主任陈聪说，
以西坊为例，今年有20多名
村民参与到花灯的制作中，
年纪最大的有 70 多岁了。
制作花灯的工种分为电工、
木工、雕刻等，由于全部是手
工制作，通常大年初四就开
始筹备。为避免各坊间制作
花灯的主题雷同，大伙还需
要提前集中开会商讨，可谓
煞费苦心。

如今，黄流花灯的制作
从材料、技术到工艺都有了
质的飞跃，声、光、电等多种
现代要素逐步融入花灯技
艺，极富视觉震撼。“今年花
灯展游共有16台花车参与
巡游，其中巧妙融入的‘龙元
素’，表达了‘龙首高昂迎新
春、春龙抬首万象新’的美好
祝愿。”林寿雄说，元宵节黄
流花灯巡展万众瞩目，不少
市民游客争相奔赴这场年俗
盛会，五彩斑斓的花灯点燃
了人们的情绪，灯车所到之
处，锣鼓声、鞭炮声此起彼
伏，热闹非凡。

走进乐东县黄流镇金街小吃城，人们无不
为这里的书法氛围感染甚至震撼。

墙上、柱上悬挂着各种书法作品，篆、隶、
楷、行、草，五种字体兼备。楷书作品多呈晋唐
风韵，法度严谨，志气平和，师法自然；行草作品
婉约流畅，生动活泼，多具二王苏米遗风，融现
代气息于一体，气象更新；隶书作品以汉碑为字
底，有的古朴遒劲，有的秀丽隽永……

海南日报记者询问现场一位喝茶的男子：
“这里的书法作品都是谁写的？”他骄傲地说，
“都是我们黄流人。”

在黄流，人们对书法普遍表现出热爱。
家住黄流镇多一村的吴启发老人，系海南

省书法家协会会员，已经87岁，虽然一辈子从事
农业生产，但一直对书法有一种热爱，70多岁开
始临帖，苦练书法，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练就
一手隶书。

家住多二村的吴建南先生平时除了忙家
活，一有时间就研习书法，涉猎唐楷、魏碑等，沉
浸于书法的临摹和创作，以楷书见长，作品多次
入选省县展览。

家住黄西村的陈泰安也是位农民，自幼爱
好书法，心摹手追，平时虽然忙于生计，但是对
书法的热情丝毫不减，作品多次入选省县书法
展览，系海南省书法家协会会员，曾任黄流书协
常务副主席。

海南建省伊始，经济蓬勃发展带来文化艺术
繁荣。1990年，黄流书法爱好者邢福壮（已故）、
江城、林尔谦三人，共同发起成立海南第一个乡
镇书协——黄流书法协会。30多年来，黄流书法
协会每年举办展览、比赛等活动，从未间断过。
特别是2004年邢增琼担任黄流书协主席以来，
在林葆英、陈泰安、邢卫、孙言等的大力协助下，
团结带领书协同仁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
经过多年努力，黄流书法协会培养了一批优秀人
才。

2007年，黄流被海南省书法家协会评为“海
南书法之乡”。

写春联，贴春联，是中国人传统习俗。每年
春节，黄流镇也是书墨飘香。眼下，春节虽然已
经过去，但在黄流走村串巷，在不少人家门口依
然能看到各种字体的手书春联。

在黄流镇怀卷
村二队 53号，记者
看到一副特别的春
联——“盛世平安家
富贵，新年快乐业昌
隆。”书写粗壮而轻
快，下联左侧另有一
行小字：“龙年，林尔
谦，荣获全国优秀奖
联并书。”

林尔谦是一位
农民，今年 65 岁。
春节前，他写的这副
春联被中华楹联协

会评为全国十副优秀春联之一。
林尔谦还是中国诗歌学会会员、中国楹联

学会会员，以及海南省楹联学会理事、海南省诗
歌学会理事、海南省书法家协会会员等。他还
是黄流书法协会创始人之一，1988年任乐东县
第一届书法家协会副主席，1990年至2014年，
连任黄流书法协会第一、第二、第三届常务副主
席。

今年80岁的陈鸿汉是中国楹联学会会员、
海南楹联学会副会长，曾是《黄流楹联》主编。

陈鸿汉说，春联是书法实用性最重要的载
体，书法将春联经过“二次提炼”呈现“书联合
璧”之美。

2020年，黄流书法协会成立30周年庆典，
黄流书协联合黄流楹联协会和诗词协会共同征
集楹联、诗词200多副（首），并评出优秀楹联、
诗词共50（副）首，收录在《黄流书法作品集》
中。黄流金街小吃城展出的作品主要来自这个
作品集，代表当前黄流书法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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