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团大兴安岭地委突出“创新”应考
共青团事业新答卷，以丰富学习党的二
十大、建团百年系列活动为重点，凝聚
青年共识；以发挥“心向党中央 青春
献北疆”实践载体引领为重点，锤炼青
年担当；以创建青年发展型城市试点为
重点，服务青年需求；以打造“最北团
建”品牌为重点，锻造青春铁军。未来
将围绕建设“六个兴安”，创新开展

“六大行动”，引领兴安青年让青春在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火热实践
中绽放最北繁花。

团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委书记 周欣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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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海涵 王 磊

在黄山崇山峻岭中的汪满
田村，这两年春节，主动“抢鱼
头”的年轻人层出不穷。汪春燕
今年抢了“鱼头”，让同村连续
当了4年“鱼头”的00后汪文泉

“措手不及”，他和汪春燕开玩
笑道，“等着，明年除夕，我就会
放爆竹，和你争‘鱼头’！”

被村里年轻人抢来抢去的
鱼头是什么宝贝？这条“鱼”说
来话长——

这 是 一 条 从 明 朝 游 到 今 天 ，穿 越

600 年时光变迁的“鱼”。

这群年轻的 90 后 00 后，在城市化发

展迅猛的今天，却从城市“洄游”到村落，

来争这条“鱼”。

春节期间，安徽省黄山市歙县汪满

田村一度的宁静，被游子匆忙的归乡脚

步 打 破 ，这 也 预 告 着 一 年 一 度 的“ 嬉 鱼

灯”又要“嬉”起来了！

与徽州地区很多古村落一样，四面环

山的地理环境屏蔽着战火与纷争，也护佑

着它独特的文化风貌与习俗代代流传。

每年正月十三至十六，鱼灯会的举

办让村里迎来一年中最热闹的光景，这

是徽州地区传承最悠久、保存最完整的

传统年俗之一，始于明代，传袭 600余年。

关于嬉鱼灯的起源，有一个口口相

传的版本：村中民房由木板或竹子建造，

容易引发火灾。西山降有一大石，平滑如

镜，被认为是火灾的祸根——“火镜”。村

民便取“水克火”之意，每年正月十三至

十六夜，用鱼灯游村祈求平安，清末达到

鼎 盛 ，后 来 村 里 陆 续 按 照 生 产 队（村 民

组）为单位，划分成六家“鱼会”。

鱼灯以竹为骨，棉纸糊成，鱼头画有

“王字”，鱼腹内点烛。每家鱼会都会扎制

一条大鱼灯及若干小鱼灯。打头的是写

着“五谷丰登”“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字

样的长方形扁灯，此后是青壮年肩扛体型

硕大的嬉鱼灯，儿童提着各种小动物形象

的花灯、鱼灯一路跟随，四周锣鼓助威。

每盏鱼灯要路过祠堂大门点头摆尾

三次，一路游行后，在广场“斗鱼”，最后汇

聚后山，对着“火镜”祈求来年风调雨顺。

作为一项古老的非遗，嬉鱼灯的制

作技艺、游鱼的流程严格遵照祖制执行。

如果说，它在当下呈现出什么变化，那就

是“小鬼当家”，返乡过年的 90 后、00 后

开始挑大梁，他们组织全村老少，撑起了

这台年俗大戏。

“争鱼头”

大 年 初 二 一 早 ，一 阵 鞭 炮 声 在 汪

满 田 村 祠 堂 鱼 会 门 口 炸 响 ！从 歙 县 县

城 返 乡 的 汪 春 燕 抢 先“ 请 了 鱼 神 ”，在

祠 堂 门 口 贴 上 鱼 灯 会 筹 备 的 喜 报 。这

一 系 列 操 作 预 示 着 ，她 谋 划 已 久 的“ 争

鱼头”成功了。

在汪满田村，负责张罗筹备鱼灯会

的负责人被称作“鱼头”，还有若干“副鱼

头”襄助。此前，“鱼头”由长者担任，后来

逐渐演变为年轻人担当。长期研究徽州

民 俗 的 张 骏 西 和 张 建 平 曾 总 结 道 ，“ 鱼

头”的产生方式分三种：村中大人直接指

定“鱼头”；孩子主动提出想当“鱼头”；有

多人竞争时，选举产生“鱼头”。

其实，早在 13 年前，16 岁的汪春燕就

当过一次“鱼头”。当年她性格内敛，却有着

一股不服输的劲头。

事无巨细，“鱼头”都要亲力亲为，最难

的是召集村民。“撑鱼灯队伍要 40 多人，敲

锣打鼓的得有四五个人，加上扎鱼的老师

傅，差不多每年要请七八十人‘出山’。”

扎鱼骨架之类的手艺大多掌握在老一

辈手中，“鱼头”必须登门拜访。遇到“请不

动”的情况，汪春燕要“说好话”。对方家中

孩子喜欢吃什么，就买点小零食带去，或是

陪 老 人 唠 上 一 两 小 时 家 常 。“ 请 老 人 家 得

‘靠哄’，老人开心了，还会讲讲做鱼灯的故

事。”她说。

尽管没有当上“鱼头”，汪文泉还是全

身心地投入其中，连续 4 天，守在祠堂里的

工位上。“村里年轻人之间的关系非常好，

争‘鱼头’也是一种良性竞争。”汪春燕说，

争“鱼头”不仅是争一个彩头，也是在争一

份责任，都是为了把活动办好，为村里祈求

平安。

平 时 ，90 后 汪 春 燕 在 县 城 做 直 播 带

货，偶尔还会拿出一部分收益做公益。今年

回乡当了“鱼头”，正月初二开始，她每天晚

上 12 点多才能睡觉，早上 6 点就得起床。

正月十三晚上，第一天鱼灯会结束，她

发朋友圈：“累趴了。”灯会 4 天，她要调度

人员放爆竹、撑抬鱼，控制队伍的速度，引

路清理杂物，“喝水都顾不上”。

正月十六中午，距离本年度最后一场

灯会不到 7 小时，突然发现给狮子道具助

威的一个“金锣”坏了，她跑遍县城才买到

新 锣 。下 午 4 点 回 村 后 ，她 提 着 一 箱 矿 泉

水，挟着两条香烟，给干活的人递水敬烟。

汪满田村笼罩在“春晚直播倒计时”的

氛围中，祠堂鱼会的所有年轻人都在专注

做着最后的准备。

顶着一头黄发的汪文泉曲着身子，用

钳 子 和 铁 丝 修 补 鱼 灯 骨 架 。平 时 ，这 位

“Tony”老师一双巧手使惯了推剪。他抬起

头，喃喃道，“4 天‘唰’一下过去了”。

今年，田街鱼会、六组枝垣鱼会、祠堂

鱼会、里村鱼会四家鱼会参与了嬉鱼灯。正

月十六晚上 7 点半左右，雨越下越大，四家

鱼会的队伍冒雨完成了整个仪式。

晚上 11 点，祠堂鱼会的年轻人再次回

到祠堂。冰冷的春雨和他们火热的身体交

织在一起。声音嘶哑的汪春燕，披着母亲送来

的棉衣蹲在地上，对着手机直播。一旁的小伙

伴们不愿回家，你一句我一句地聊着⋯⋯

正月十七，早起的汪春燕又带着小伙

伴清理祠堂，将鱼灯骨架归整好，在一张红

纸上列出活动的所有开销明细，张贴在祠

堂门口，向村民公布。而在它的隔壁，是前

几天贴出的募款公告。

两张红纸，一头一尾 。4 天灯会，又是

一年。

“不嬉不行”

13 年前，汪春燕当“鱼头 ”的笑容，定

格在纪录片《不嬉不行》的镜头里，她戴着

红色边框眼镜，留着斜刘海，稚气未脱，今

天已然出落成一个干练的创业者。

纪录片的创作者解修远，2010 年春节

扛着人生中购置的第一台摄像机走进了汪

满田村，当时还是上海大学影视学院编导

专业大一学生。这部处女作首次为汪满田

鱼 灯 留 下 了 55 分 钟 时 长 的 完 整 影 像 。如

今，她成为一名专业的纪录片导演、制片，

仍然在用自己的镜头追踪汪春燕。

当地人往往用“好 Sheng”一词来概

括嬉鱼的动因。筹备鱼灯会过程中，各家

鱼会之间会“暗自较劲”，比拼筹钱的金

额、鱼灯的美观、参与的人数等。每家灯

会组织活动的速度、规模和热闹程度，是

劳动力和凝聚力的体现。如果有鱼会需要

帮助，其他村民也会“跨鱼会”相助，这

体现了团结互助的精神。此为“好胜”。

正如村民汪恒仕老人在片中所说：“不

嬉鱼灯不行，老辈讲的，一定要嬉鱼灯。”

“嬉鱼灯是刻在汪满田人骨子里的记

忆。”汪满田村党总支书记汪军华介绍，孩

子刚会走路，就提着小鱼灯跟在队伍最后，

他们也曾举手投票选过“鱼头”。“这些年来，

青壮年外出务工、就业，但每到过年时间，他

们都会回来，鱼灯会都要如期举行。”他说，

“不舞一次鱼灯，这一年过得就不完整。”

“能当‘鱼头’的人，能胜
任生产队队长”

汪 春 燕 坦 言 ，今 年 争“ 鱼 头 ”是 有“ 私

心”的——磨炼 14 岁的弟弟汪天宇，让他

改一改内向的性格。

姐姐派了召集村民的任务，弟弟跑了

大半天，却没能叫来一人。弟弟冲进祠堂，

抱怨没人理睬，姐姐言辞激烈地说了几句，

弟弟哭着跑回了家，经过妈妈一番劝，又跑

回姐姐身边，继续帮忙。

汪天宇出生后，曾被母亲带到广东生

活 3 年，对鱼灯了解不多。今年，看到几个

年纪更小的孩子也在帮忙，他被这种氛围

所感染。正月十三开始，他连续 3 个晚上抢

着抬鱼，每天跑得满头大汗，与小伙伴打成

一片。这一幕，让姐姐既心疼又欣慰。

嬉鱼灯制作是一项“老带新”的系统性

工程，老一辈将竹子剖开切条，按照比例扎

制，年轻人在一旁打下手，帮忙抹线穿线。

鱼鳞和鱼头上的图案较为复杂，更小的孩

子则跟在后面学画鱼。这种“传帮带”的合

作形式，也确保了此项技艺的代际传承。

而游鱼则是一项集体运动，离不开横

向协作。鲤鱼化龙是祠堂鱼会特有的大鱼

灯，长 7米左右，得 10余个年轻人才能抬起。

祠堂鱼会的副鱼头汪柯在 13 年前就

曾和汪春燕搭档。他介绍，正月十六的游鱼

路线最长，全程 4 公里左右，抬鱼的年轻人

每天来来回回走上三四万步。第二天一早，

很多人都觉得腰背肩膀酸疼，有人甚至“腿

疼得下不了床”。

六 组 枝 垣 鱼 会 的 返 乡 青 年 汪 常 翔 感

慨，筹备过程非常“磨人”，年轻人告别了睡

懒 觉 的 习 惯 ，每 天 起 早 贪 黑 干 活 ，每 天 忙

完，颜料污渍布满外衣，还要自己清洗。

去年，该鱼会的两盏大鱼灯因年代久

远而“退休”。汪常翔和同伴爬上 500 米海

拔的山头，寻找年龄 3-6 年的优质竹子做

骨架。忙活一下午，只为选到一竿好竹，将

竹子扛回家的路上，心里满是兴奋。

“接受鱼灯文化熏陶的孩子长大后，开

始成为参与者、组织者，他们发自内心地喜

欢这件事，觉得这是责任和担当。”汪军华

说，年轻人精力旺盛、头脑灵活，在参与过

程中可以锻炼交际和组织能力。

“以‘鱼头’举例，考虑事情必须周到，

人品也要端正，否则很难将村民动员起来，

筹备这盛大的灯会。能当好‘鱼头’，也是自

己家族声望的体现。”解修远分析，老一辈

人让年轻人挑大梁当“鱼头”，对后辈有着

深远的教育意义。

汪笃羽老人在纪录片中感慨道：“能当

‘鱼头’的人，相当于能胜任生产队队长。”

“大家凝心聚力干一件事，也加深了感

情。这几年，村里的矛盾摩擦少了，谁家如

果遇到什么困难，邻里之间都会帮把手。”

汪军华发现，年轻人的责任心也加强了，对

村里各类事务都很主动上心，鱼灯给他们

带来改变。

嬉鱼灯“出圈”

让鱼灯以文创产品的形式走出汪满田

村的，是一位 80 后的机械师。

今年六组枝坦鱼会的“鱼头”汪成峰，

上过职高，后来在杭州一家企业从事机械

加工。整日与车床相伴的闲暇时分，他用铁

丝、棉绳扎制鱼灯送给同事，广受欢迎。他

在生活中从此多了一个消解乡愁的爱好。

2018 年 起 ，汪 成 峰 回 到 县 城 就 业 ，工

作之余，经常带着工具和材料参加黄山当

地举办的手工艺品展览会。机械师的巧手

做起鱼灯，总能引来围观：毛竹一劈一编，

鱼骨架就出来了，用纸一糊，用墨一涂，可

爱灵动的小鱼就诞生了。

一位摄影爱好者提议：“棉纸的鱼灯容

易坏，为何不用布的，这样也方便快递。”汪

成峰于是上网选购材料，最终确定纯棉里

布。2020 年，他在“闲鱼”上注册了名为“峰

之鱼”的商户，展示并售卖鱼灯。

2021 年，汪满田鱼灯入选安徽省民俗

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此同时，用来商演和

售卖的鱼灯，逐渐融入了现代元素，蜡烛替

换为 LED 灯、风电灯等，可以通过开关控

制亮度和颜色。不过村里每年举办仪式用

的嬉鱼灯依然沿用古法。

近两年，汪成峰网店订单越来越多，在

他的带动下，村里约有 30 余人从事鱼灯制

作和售卖。去年 4 月，汪成峰的一条鱼灯还

卖到了台湾省，买主祖籍福建，就想收藏一

只棉质的鲤鱼化龙灯。

这些年，福建、广东、陕西、浙江、上海

等地的客户都会将“买家秀”照片回传给汪

成峰，这让他无比自豪——汪满田嬉鱼灯

从山村走向全国。

2021 年 4 月开始，嬉鱼灯表演也走出

歙县，汪满田村组建了一支表演队伍，应邀

前往上海、南京、海宁、宁波、合肥等地进行

商演。

此外，在网络平台上，古老神秘的汪满

田嬉鱼灯逐渐成为文化 IP，吸引着更加年

轻的一代人。互联网巨头企业、游戏公司正

是看重这一点，纷纷选择以它为原型，创作

新春贺岁短片。

在汪满田村，互联网的流量转化成了

客流量。今年鱼灯会 4 天期间，该村游客量

更是“井喷”至两万人，较去年涨幅近 20%。

为此，县、镇、村投入工作人员 200 余人，维

持秩序，服务游客，还增设游客摆渡车，配

置现场应急救援力量。村委会还专门腾出

会议室，供前来打卡摄影的汉服爱好者更

换服装。

“鱼灯是老祖宗留下的一笔财富，如果

没有正月里舞动的大鱼灯，外面人也不会

知道汪满田村，这里的茶叶、香榧、菊花也

很难销售出去。”汪春燕打心眼里感激嬉鱼

灯给村民带来的增收。

非遗进高校，再添“一把火”

谁也没有料到，汪满田鱼灯能被另一

群同样年轻的 00 后集体接受。

2022 年 10 月 26 日 ，安 徽 师 范 大 学 51
届校园运动会上，85 名学生带来的《非遗

鱼灯》表演，惊艳全场。在该校新闻与传播

学院 00 后学生郭昊的航拍镜头下，闪烁的

鱼灯成群列队，灯光摇曳，翩若惊鸿，婉若游

龙，又如满天星辰。这段视频全网累计播放

量超 8亿次，主流媒体纷纷转发，火遍全国。

去年夏天，考虑到运动会开幕式晚上

举行，与汪满田鱼灯的表演场景吻合，学校

决定重新编排鱼灯舞，融入体育和舞蹈的

元素。

安徽师范大学体育学院副院长、省级

民俗传统体育负责人余涛教授带队前往汪

满田村调研。虽然只有一周行程，但一行人

都感受到心灵的震撼。非遗传承人扎制鱼

灯过程的专注，鱼会对鱼灯骨架的精心呵

护，都让他们备受感动。

演出当天，天空中飘起了细雨，大家担

心鱼灯表面的颜料遇水晕开，灯光效果受

影 响 。演 出 开 始 了 ，同 学 们 如 此 整 齐 且 自

信，没有一个人给阵形“拖后腿”，每条鱼之

间的距离恰到好处，动作行云流水，“这就

是文化自信的魅力！”

“不仅是这一次表演，我们要把艺术的

生命力延续下去，将传统文化与课堂教学

完美融合，唤醒和激活非遗文化，提升大家

思想认识、动手能力和专业水平。”余涛说。

在故乡与城市之间“洄游”

1 月 18 日，腊月廿七，95 后汪常翔回到

汪满田村。去年从北京一所高校研究生毕

业后，他入职位于合肥的一家央企。

办一场鱼灯会，鱼会需要数千元的经

费 ，年 轻 人 得 挨 家 挨 户 上 门 募 款 。正 月 初

五、初六两天，汪常翔负责用红纸记账，另

一位从杭州返乡的年轻人负责收钱。上门

前，二人备着一包烟，来到商铺门口，说一

句“祝生意兴隆”，碰上老人道一声“祝您身

体健康”。二人向村民组百十来号人筹措了

近 5000 元。

汪常翔所在六组枝垣鱼会参与筹备的

20 多人中，大多数都是 90 后。“大家平时都

没机会见面，是鱼灯让我们短暂相聚，它连

接着一份乡愁。大家互相帮忙、分工干活，

一切都心照不宣，只为了把活动办得热热

闹闹。”他说。

在这个小村子里，汪常翔和很多小伙

伴从小学到高中一路相伴，大学毕业后各

奔东西，而嬉鱼灯成为他们的乡情驿站。

过年前几天，微信群里格外热闹，大家

迫不及待晒出返乡车票。到家了，大家会轮

流做东小聚，除夕一过，就投入灯会筹备工

作。群里如果有人因事错过嬉鱼灯，会让小

伙伴将视频和图片发到群里，只为“过过眼

瘾”。汪常翔唯一一次缺席嬉鱼灯会，是在

2015 年，因为要备战高考而提前返校。

甚至有人已在外地娶妻生子，仍然对

嬉鱼灯抱有浓厚的兴趣和感情。不少村民

都提到这样一件事，2020 年正月，疫情最严

重的时候，有一个小伙子从杭州辗转换乘

多种交通工具，只为回汪满田筹备鱼灯。可

惜那年受疫情影响，鱼灯会停办一年。

还有很多年轻人大年初七就要开工返

岗，一些在黄山市区或周边工作的年轻人，

每天晚上下班后，相约拼车赶来帮忙筹备，

夜里再赶回去，第二天接着上班。

1 月 29 日，大年初八，汪常翔将钱和账

目交给“鱼头”，晚上返回公司。初九，他再

次在手机里重温了纪录片《不嬉不行》，这

让他归心似箭。

片中的他还是一名小学生，头戴棒球

帽、身穿运动服，用力地抬着鱼灯的木架。

纪录片中许多老手艺人已经离世，这让汪

常翔有些伤感。身处异乡，每当快要回家或

者疲惫孤独时，他都会看一遍视频，仿佛可

以回到小时候的故乡。

他 永 远 不 会 忘 记 2010 年 正 月 十 六 那

个暴雨如注的夜晚，大家齐心协力冒雨嬉

鱼灯的样子。

同样在那个夜晚，汪春燕在大雨中发出

年少无畏的感慨：“希望这场雨能更大一些！”

13 年 后 ，正 月 十 六 ，恰 巧 又 是 一 场 大

雨，她依然向记者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有水才有鱼，有鱼才有水，雨下得大，

鱼儿才能游得欢，水属财，希望村里越来越

好。”她说。

也许，没有什么比一场大雨更能带来

青春的洗礼。在雨中，他们成长，他们享受

自己的欢乐。

如今，汪满田村的欢乐不再只属于村

民，灯会期间，长三角城市的年轻人涌入这

个一度封闭的古村落。一场古老的民俗仪

式演化成多元文化交汇融合的盛大 PAR⁃
TY。当地政府也在着手规划，借着嬉鱼灯

的热力，发展文旅经济，带动乡村振兴。

汪满田的天空，能够看到今年最火的

“加特林”烟花，以及最新型号的无人机。汪

满田的石板路上，走过身着各式汉服的“网

红”，以及装备齐全的摄影爱好者、自媒体

达人。当 600 年的嬉鱼灯擦肩而过时，那一

刻，传统与现代，非遗与科技之间的界限，

已经不再清晰，也不再重要。

作为“原住民”，面对喧闹的这一切，汪

常翔心里时常闪过一丝离别的惆怅，他看

到最多的还是这座山村的本来面貌。“正月

十六一过，游客陆续离开，年轻人也收拾行

囊返回大城市，村子又会空起来，一切恢复

往日的宁静。”

相聚是暂时的，离别总是常态。这群年

轻人为了个人事业发展，还是要继续外出

打拼，“游”向更为广阔的空间。

2 月 7 日晚，当高铁开动驶向省城的那

一刻，汪常翔开始期待来年正月的再一次

欢聚，盼望着下一次“洄游”的到来。

洄游城乡之间的“嬉鱼人”

新的一年，团长兴县委将以助力打
造“长兴青创城”为主要目标，立足青
年工作实际，扎实推进县域共青团改
革，部署落实“青春潮音”思想铸魂、

“青春先锋”岗位建功、“青春筑梦”成
长成才、“青春护航”暖心关爱、“青春
强基”固本创优、“青春唯实”作风建
设等六大行动，推动 2023 年度服务青
年十大实事落地落实，优化青年发展环
境、服务青年紧迫需求、维护青年发展
权益，让城市对青年更友好，让青年在
城市更有为，全力打造具有长兴辨识度
的“青年发展型县域”建设样本。

团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委书记 李婧

今 年 正 月 十 六 嬉 鱼

灯 结 束 ， 被 大 雨 淋 湿 的

参 与 者 。 从 左 到 右 依 次

为 老 手 艺 人 汪 华 平 、 纪

录 片 导 演 解 修 远 、 祠 堂

鱼会汪春燕。 解明旗/摄

题图：从左到右依次为：正月十六晚，汪满田村

祠堂门口挤满了等待嬉鱼灯的人。 王磊/摄；汪满田

嬉鱼灯场景航拍。歙县县委宣传部供图；正月十六下

午，身穿汉服的女游客走在汪满田村的街头。王磊/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