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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媒体记者 王佳丽 文/摄

古墙悠悠，旧瓦重重，每一

天，都有慕名而来的游客踏入

赤岸镇尚阳村小小的砖厅内，

只为目睹厅内高高挂起的红色

大珠灯，瞻仰它的浩荡威仪、它

的蓬勃生机。只需一眼，相信很

多人都会对珠灯“一见钟情”，

钟情于它高大外表下那精致的

设计，赞叹于它瑰丽灯光下蕴

藏的文化，好奇于它如何百年

来能完整而优雅地重现眼前。

前些日子，微博知名博主

遗产君发了一条关于珠灯的介

绍，再次掀起了网友对这一文

物的热捧与赞叹。遗产君附

上了大珠灯的九张照片，网

友看后纷纷表示“美到震撼

心灵”“真美，画中灯有了实

体”“可以想象古代的元宵灯

会是何种美景了”……对珠

灯的赞美之辞越多，珠灯就

显得愈加神秘莫测。前几日，

伴着云雾缠绵的天气，记者踏

上了珠灯的探索之旅。它究竟

经历了怎样的过去，又将迎接

哪样的未来？

春的气息渐浓，落雨之下，尚阳村
在云雾缭绕下渐展身姿，沿途的油菜
花随风欢动。远远望去，大寒尖下，藏
风聚气，山拥水绕，尚阳古村犹如一轴
传奇画卷，满是道不尽的韵味、说不完
的故事。相传，有一条发源于高陂山的
溪流自东向西流经尚阳，潺潺于每家
每户的房前屋后。户依水流而建，水流
伴户而行，或急或缓，或湍或潺，这道
清澈见底的水流，让尚阳村变得灵动
而丰润。谁能想到，就是在这个被列入
第四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的村子里，
历史遗珠“珠灯”得以重见天日。

尚阳原本有大小厅堂十八个，多为
清时期建筑，现存下来的有至斯堂、承德
堂、荣华堂、六行堂、光裕堂、树滋堂、绍
衣堂、敬修堂、崇德堂等十六厅，其中最
古老的厅堂距今已有800年历史。“村里
的厅堂多集中在尚阳老街两侧，我们统
计过，村里现在保存的清代、民国的老房
子，面积有4万多平方米，而陈列在光裕
堂（即砖厅）的大珠灯就是镇村之宝。”尚
阳村党支部书记毛海宾告诉记者。

对于珠灯的来历，村中之人基本都
能说出一二。据毛海宾介绍，这盏大珠
灯得以重现，还要归功于毛祥鑫老人。
在2014年浙江省历史文化保护利用重
点村的建设中，毛祥鑫老人向当时的村
支部书记提起，尚阳村有一盏巨大的珠
灯，在“破四旧”的时候被当时的有识之

士藏起来了，大珠灯可能还在。消息一
出，全村一起开始找，无论是村中祠堂
还是大小各厅，都没能找到珠灯。最终，
村民们在村里旧厅的阁楼上发现了这
盏在黑暗中静默了近60年的大珠灯，同
时找到的，还有八盏八角灯。“旧厅的阁
楼没有楼梯，一般也不会有人特意上
去，随着时间的推移，大珠灯就被人遗
忘了，幸好当时村民拿了爬梯架上去瞧
瞧，才最终被找到。”毛海宾感慨道。

大珠灯刚被找到时，积满了厚厚
的灰尘，不少地方的钢丝已经锈断，珠
子散落下来，零件都已不齐全。村民们
还发现，旧厅阁楼上，这样积满灰尘的
箱子足足有六个，这些箱子分别装着珠
灯的灯罩、灯芯、灯饰等部件，一件件拿
下来清点都花了不少时间和精力。

“我小时候也见过大珠灯，大红色
的灯罩，琉璃般晶莹剔透的灯光，非常
好看。后来就没再看见，我对珠灯的印
象就只有这些了。”尚阳村文保员毛永
义回忆道。毛永义今年 63 岁，对珠灯
的印象只停留在很小的时候，他表示，
村民们很多都只是听说过有珠灯的存
在，但从来没见过，如果不是当年重新
找到了珠灯，恐怕如今的孩子们都不
知道珠灯的模样，也感受不到当年元
宵佳节村中的仪式感。

珠灯的重现，让这个原本沉寂的
古村落再次焕发出新的生机。作为镇
村之宝，珠灯的款式新颖别致，独一无
二，但如何将珠灯重新修缮好，并让其
恢复原本的功能，成了村干部们最关
切的一件事。

在古村旧厅中找回历史遗珠

砖厅的中进内，大大的珠灯挂得
方方正正。沿着珠灯串珠的纹路细细
抚摸，总能感受到后人在修复珠灯时
心怀的满满诚意与细细呵护。细看每
一串珠灯，其珠子流苏的衔接处略有
不同，问了毛海宾才知道，修复这些珠
子的过程并不简单。

过去，尚阳村是义乌西南角偏远
地区的商贸聚集地，其中尚阳老街就
是当年义乌最为繁盛的集市之一。历
经千年，尚阳村的村民们都养成了一
身朴实勤劳、聪慧能干的本领，这也为
珠灯的修复奠定了扎实的手艺基础。

当年，珠灯被发现后，为了使其不
至于在历史长河中消失，尚阳村两委决
定成立大珠灯抢修组，并请来做珠灯的
大师和村里3名心灵手巧的妇女一起
钻研修缮珠灯。当时，整个灯的骨架没
有大碍，灯的大致轮廓清晰可见，但想
要恢复灯的原貌，难度依然很大。“珠灯
分装在箱子里，翻开一看，里面全是老
鼠屎、鸟屎、灰尘，都分不清哪些是珠灯
零件了。”当年参与抢修珠灯全过程的
朱新仙回忆道，抢修虽然是将珠灯拼
装回去，实际做起来却困难重重。

朱新仙说，大珠灯的款式在村里
独一无二，她们从没见过，打听了很多
地方，听说东阳有类似珠灯的样式，抢
修组便第一时间赶去东阳参观学习。

“东阳花灯串的是新珠子，款式差不
多，这珠子款式我们自己家里也有，少
一些也能补上，但是串珠的手艺难度
大，我们只能回来自己再研究。”朱新
仙说，当时她们只参观了样子就从东
阳回来了。

漫长的修复之旅这才刚刚开始。
回来后，朱新仙照着原来的款式，跟着
师傅学习串珠帘。最让她感到艰难的
是，每次串珠子之前，都要先用水把每
一颗珠子上的老鼠屎洗干净，等珠子
沥干水并风干后，才能拿来串珠帘。刚
开始她还总是串错，一旦串错便前功
尽弃，只能拆了重新串。有时候，有些
珠灯上的珠子不够，朱新仙只能再去
市面上购买差不多款式的珠子拿来

串，有些角度珠子不好串，她便拿白线
充当原材料串珠子。办法总比困难多，
在朱新仙等人三个多月的努力付出
下，大珠灯最终完整复原，并重新挂在
了砖厅的中进之上。

细看珠子的衔接处，白白的线头
依稀可见，修补的痕迹也成了珠灯如
今的新特色。“虽然不能完全复原珠灯
原貌，但能参与其中并修复珠灯，使其
成为村里的宝物，就感觉一切努力都
值得。”朱新仙说。文保员毛永义记得，
珠灯上有几个地方的原材料都已腐蚀

或不见，比如灯罩，以前珠灯的灯罩用
的是红色琉璃的材质，现如今改用红
色的塑料灯罩；过去珠灯用的是蜡烛，
而现在改用电灯。在一修一补之间，珠
灯已迈入了新的时代。

至于灯的来历，村里也试图搞清
楚，但村志上也没有记载，村里老人有
的说是大户人家千金的嫁妆，有的说
是某位太婆亲自所串……但无论如
何，这盏大灯都已在修缮“筋骨”中走
过了“前世”，它正以新的面貌，迈向全
新的未来。

在修缮“筋骨”中探索前世传奇

这件被尚阳村称之为“传
奇”的文物珠灯已有 400 多年
历史，其灯形之巨大、艺术之精
湛，绝世独有。且看这大珠灯，
直径为 2.2 米，高为 3.6 米，由
120 多万颗玻璃珠串成，重达
189 公斤，简直无法想象花了
多少人工才能完成。整个珠灯
中间，串联着的 3 盏大灯称娘
灯，周围串着 6 串半连的琉璃
灯，寓意大大六顺、四季平安。6
串珠子分别用各色玻璃珠串的
诗联是“彩连川泽媚，何愁帘月
尽，胜似宜春苑，还同不夜城，
光射斗牛平，自有宝珠明”。这
些诗句犹如天工奇巧之作，绝
非一人之力、一己之技、一日之
功能成就的。

砖厅内，当毛海宾将珠灯
的开关打开，瞬间整个厅堂变
得富丽堂皇，红色的光线将珠
子上的诗句映衬得闪闪发亮，
就连最不起眼的娘灯也变得出
挑而精致，内部生锈的斑点也
不再显形。细细看珠灯的每一
处角落，细长的珠帘映衬着红
色的灯光，珠子串成了一个个

“花骨朵”。近看，中间娘灯上串
着“月、晋、花、灯”等字体，细看
有生趣，每一个珠子都暗藏玄
机；远看，高大气派的花灯立于
厅堂之上，由上而下垂挂的珠
灯，似一朵盛开的红花，令人赞
叹不已，真乃当世之杰作。

“老毛，珠灯最上排有一个
字凹进去了，看不出来，需要修
补一下。”细细观察一番后，毛
海宾又给砖厅管理员毛协良打
了个电话。原来，珠灯的娘灯上
方，用珠子串联的“应、珠、光”
等字体中间少了一个字，需要
及时修缮。毛海宾告诉记者，平

时，由毛协良负责珠灯的修缮与
管理，哪里珠子散了，哪里灯泡坏
了，他都会负责修理，同时，他还
负责村子的消防安全工作，包括
砖厅珠灯的防火安全。

传统文物的保护利用，本质
上是传统文化的传承、融合与发
展，只有在发展中传承，在传承中
发展，才能守护传统文脉。村里的
老人们回忆，过去，尚阳村旧厅是
一个经常举行传统仪式的地方，
每到大年三十夜，村民们会在这
里迎花烛。而每到年初九晚上，全
村都在这里举行迎胡公仪式，旧
厅中间放着胡公，前面放着花烛，
后面点上香盒，村民们前拥后挤
前来拜胡公，保佑来年诸事顺遂，
身体康健。老人们还记得，最有仪
式感的，还是在元宵佳节之际，旧
厅前挂上大珠灯，一“灯”百应，村
里家家户户门前挂上花灯，形成
了全村星星点点、灯火通明的壮
丽景观。“那时候还有抬花灯，村
里每个厅都有灯，一个厅一种文
化。”毛海宾说。

为了将这一传统文化传承下
去，村里将珠灯挂在砖厅内，每
到元宵节、中秋节、端午节、春
节等大小节日，村里都会将珠
灯点亮，映衬着村庄周围的点
点灯光。这盏连接着过去与现
在的时光之“灯”，也将过去村
民对未来村庄发展的美好祝愿
传达到现在。其实，保护与传扬
珠灯，只是尚阳村保护历史文
化之路中的小小缩影。随着传
统村落保护建设工作的大力开
展，每个村民都身负文化传承
与文物保护的重任。那一盏盏

“珠灯”，都将在村民们的参与
度与责任感中，在一点一滴的保
护中守住乡愁、寻得归处。

在传承发展中守住文明血脉

修补后较为完整的串珠。

自下而上看珠灯别有一番风味。

毛海宾检查珠灯破损处。

大珠灯全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