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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渝报记者 陈安林

除夕之夜，全球华人的目光聚焦央视春晚。随
着改编后的《太阳出来喜洋洋》旋律响起，重庆千厮
门大桥上，市民们欢聚于此，共同倒数，庆贺新春的
到来。鲤鱼灯在鼎沸的人群中翻转穿梭……

这条鱼来自哪里？

这是一条什么鱼？
活灵活现的鲤鱼是万古鲤鱼灯，源自鲤鱼灯舞

之乡——重庆市大足区万古镇，如今已有1200多
岁，是大足区极具民间特色的传统文化，也是全国鲜
有的一种两人玩耍一条鲤鱼的灯舞。

万古鲤鱼灯用竹篾绑扎成骨架，再以白绫或
皮纸裱糊彩绘而成，鱼头鱼尾各有一支撑木棒，
供前后两人手执玩舞，模拟鲤鱼在水中生活的各
种自然形态和习性。人们通过舞鱼，寄托“吉庆祥
和”的期盼，和“年年有余（鱼）”的诉求，广泛流行
于当地民间“岁时年节”“寿庆婚嫁”等礼仪活动
之中。

今年67岁的何定模是万古鲤鱼灯舞市级传承
人、万古鲤鱼灯舞民间艺术团团长，与鲤鱼灯打了一
辈子交道。他说，万古鲤鱼灯的历史由来已久，早在
清康熙年间便有宝顶香会朝拜灯戏表演的记载，但
当时所舞的并非鲤鱼灯，而是纱灯，其形式也是从龙
灯演变过来。

这条鱼为何能有1200余“岁”？

万古鲤鱼灯之所以能够留存1200余年，自身的
魅力不言而喻。

在大足区，鲤鱼灯舞家喻户晓，凡属喜庆热闹
的场合，“耍鲤鱼”已成为“约定俗成”的民间习
俗。据了解，近三年，万古鲤鱼灯舞每年举行鲤
鱼灯舞比赛，利用春节、国际旅游文化节、川剧
节、中秋节等节日展演鲤鱼灯舞，开展各类活
动200余场，服务群众10.2亿人次，受到广
大群众欢迎。

万古鲤鱼灯的传承，更离不
开民间艺人的代代传承保护。

1957年，大家普遍评
价，鲤鱼灯“泥鳅吃汤圆，
莫得啥子看头！”万古鲤
鱼灯舞创始人之一的周
树人认真观察鲤鱼生活

习性，总结出要兼具“心中
有鲤鱼，眼中有鲤鱼，手中有
鲤鱼”的手上技术，在原鲤
鱼灯舞的基础上，他们提
炼出“鲤鱼卷草”“觅
食”“漂江”“冲滩”“打
挺”等表演程式，

组合成《鲤鱼抢宝》
表演套路，一支活灵活现

的鲤鱼灯舞一时传开。
2005年，在万古鲤鱼灯衰落之

时，为了保护和传承这一民间艺术，何
定模和几名代表性传承人成立了万古
鲤鱼灯舞民间艺术团，带领万古鲤鱼灯
舞走上更广阔的展示平台。为庆祝万
古鲤鱼灯舞民间艺术团成立20周年，何
定模还制作了一个4米长巨大鲤鱼灯。

今年春晚鲤鱼灯表演，何定模一直
在幕后默默守护。春晚录制期间，何定模
带着一大包工具袋，线圈、胶水、钳子……
应有尽有，走到哪里带到哪里。训练和表
演过程中，鲤鱼灯有一点点损坏何定模都
第一时间赶上去修。1月6日凌晨5时，彩

排刚结束，67岁的何定模立即赶上去察看鲤鱼灯
情况。确保排练和录制顺利进行，每次彩排前后，
何定模都会查看一次，以防影响鲤鱼灯展现效果和
彩排录制进程。

群众的喜闻乐见与民间艺术家的代代传承让鲤
鱼灯得以历经千年而不衰。

“游”进春晚的为什么是这条鱼？

万古鲤鱼灯上春晚并非偶然，回看万古鲤鱼灯
的每一步都坚定有力。

2009年代表重庆市参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60周年花车巡游；

2018年参加中央电视台《魅力中国城》节目
录制；

2019年应邀参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
周年联欢活动……

每一场演出，无论是表演人员还是工作人员都
竭尽全力。

近年来万古鲤鱼灯多次参加国内外重大文化活
动，频频亮相重要场合。每一次亮相都为万古鲤鱼
灯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口碑，万古鲤鱼灯也逐渐成为
重庆的一张响亮的文化名片。去年，原创舞蹈《鲤鱼
跃龙门》成功入围第十七届“山花奖”终评。

今年是首个“非遗版”春节，把重庆选为央视春
晚分会场之一，万古鲤鱼灯舞作为非遗文化展演，是
多年等待的偶然，也是不断传承发展的必然。

这条鱼未来还能“游”多远？

鲤鱼灯从整体变为拆分成头、身、尾三段；
鱼架从篾条变为钢丝为主、竹篾为辅；
鱼鳞从金粉到金纸、再到贴金布……
万古鲤鱼灯不断在制作上进行加工、改进。作

为非遗传承人，何定模和艺术团里的老友们还对鲤
鱼灯的表演艺术进行了改善。“我们仔细观察群鱼争
食、卷草、戏耍、漂江、板籽（产卵）、受惊四射、奔腾等
形态，再结合龙灯、狮灯的一些表演技巧，在民间创
作再创作，形成了独成一家的表现形式。”

近年来，大足区积极贯彻落实“保护为主、抢救
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工作方针，深入挖掘非
遗文化内涵，建成鲤鱼灯舞传习所和文化体育公园，
开展常态化进校园活动，培养后继人才。大足第三
小学专门成立10支鲤鱼灯舞表演队，传承鲤鱼灯舞
文化；万古镇中心幼儿园“群鲤戏园，快来成长”荣获
重庆市2022年度“非遗进校园”优秀案例；大足文化
馆免费开放课教授鲤鱼灯表演，场场爆满。

如今，也有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到、喜欢上万古鲤
鱼灯。这也为何定模带来了“生意”。“我们手工制作
一个鲤鱼灯，平均价格在一千元左右，除去材料费，
基本可以实现一人一天上百元。”何定模说，“现在我
们还可以用自己兴趣爱好谋生！”

“大足区也将继续加大对外展示推介力度和
支持力度，推动万古鲤鱼灯舞与旅游、文化创意等
产业的融合发展，打造鲤鱼灯舞文化品牌，实现非
遗的可持续发展。”大足区相关负责人说。春节前
夕，在重庆市“两会”上，来自大足的代表和委员们
带着万古鲤鱼灯上了“两会”，吸引广大媒体的关

注。他们建议，市级相关部门推动万古鲤鱼
灯舞技艺创建国家级非遗项目，提升万

古鲤鱼灯国内外的知名度。
新的一年，万古鲤鱼灯

舞正在被簇拥游向未来。

□ 新渝报记者 张琦 邓小强 陈龙

在2025年总台春晚最具仪式感的零点倒计时环
节，大足石刻惊艳亮相夜幕之下。600名来自社会各
界的人士欢聚在大足石刻核心景区之一——大佛湾，
他们放飞手中的孔明灯向全国观众和全球华人华侨
拜年上演了一场来自重庆的、专属中国人的浪漫。

参演人员：
“从来没有这样自豪过”

“小时候就特别羡慕春晚上那些姐姐，打扮得非
常漂亮，没想到自己也能成为幕后工作的一员。”从
事化妆行业13年，吴让淑在大足化妆行业小有名
气。这次为参加春晚录制的市民和演员们化妆，让
她有了不一样的感受。“能通过化妆专业技术，给春
晚带来一点小小的添彩，深感荣幸。”

“蛇年是我的本命年，能参加这次活动我感觉特
别自豪。”今年12岁的龙岗一小学生王子璇参加录制
后说。“希望将这份幸运传递给所有的小伙伴们，祝
福大家巳巳如意、身体健康、学业有成。”

“愿祖国繁荣昌盛，大家越来越好！”“希望家乡
大足能借着春晚的东风，吸引八方来客，推动经济腾
飞，变得更加繁荣昌盛。”“祝愿我的家人都能身体康
健、心情愉悦。”“期待在新的一年，我能挑战自我极
限，打破舒适圈，收获全新的成长与蜕变。”怀着激动
的心情，演员、参演市民和工作人员还送上了对祖
国、对家乡、对家人、对自己的美好祝福。

“音乐响起，灯光璀璨。那一刻，我感觉自己的

身心全部融入了舞台。这是我把鲤鱼灯舞得最好的
一次。”1月29日凌晨2时许，结束演出回到驻地的演
员夏瑞优说。

参加这次演出的演员中，还有20名大足区职教
中心的学生。他们同样努力排练，把最好的精气神
展现在春晚舞台上。“作为一名学生演员，能够为此
作出一份贡献，非常高兴。”大足区职教中心学生罗
帅说。

他乡大足人：
“老家的春节，一定很热闹”

大足区进修校退休教师张梅今年在澳门过春
节。每年都要看央视春晚的她，这次在手机上观看
了蛇年央视春晚直播，感受浓郁的年味，畅享精彩的
文化大餐。

对于首个非遗版春晚，张梅颇感期待。希望目
睹一下各地热闹喜庆的非遗民俗表演，便于以后“按
图索骥”去各地旅游打卡。当直播镜头转到重庆分
会场，看到熟悉的大足石刻、万古鲤鱼灯舞，张梅感
到自豪而兴奋。

“虽然今年没能在大足过春节，可是看到央视春
晚里的大足非遗，熟悉的大足年味扑面而来，感觉就
好像自己回到了大足一样，有一种身临其境、其乐融
融的感觉。老家的春节一定很热闹很喜庆，充满人情
味。我希望全国的观众看了直播节目后，能够去大足
现场观看非遗表演，过一个快乐的春节。”张梅说。

“当大足石刻以它那千年不朽的姿态，缓缓展现
在今年央视春晚的荧屏上时，身在他乡的我，心中涌
动着难以言表的激动与自豪。在春晚中，看到了不
一样的大足。”在上海工作的邓小磊说，他是一名大
足人，今年因为工作原因未能返乡。“那一刻，仿佛穿
越到了在家乡仰望那些精美石刻的时候。每一凿每
一划，都是祖先智慧与虔诚信仰的结晶，它们在春晚
的舞台上焕发出新的生命力，让全世界都为之惊
叹。”邓小磊说。虽然远离故土，通过这屏幕上的光
影交错，感受到了家乡文化的深厚底蕴和独特魅
力。这份来自远方的文化礼物，不仅温暖了游子的
心，也让更多人知晓了大足石刻的魅力。

新华社总社记者张石榴是土生土长的大足人，
在北京看了今年的央视春晚后，她评价说：“蛇年央
视春晚可谓精彩无限、好戏不断，不过对我来说，最
重要的是，我是重庆大足人，看到了很多家乡的文化
元素，特别振奋。迈开大足向未来，大足是个非常美
丽、非常有魅力的地方，她的明天会更加美好。欢迎
各位观众去我老家做客，您一定喜欢，因为，那是名
副其实的真正人杰地灵的好地方。”

海外华人：
“一定要去感受巴蜀文化”

在沙特阿拉伯中资企业打工的湖北人邓兴红，

因为项目未完工，这次不能回国过春节。
除夕这天，他除了给家人打电话排遣思乡之情，

也用手机观看央视春晚直播来感受祖国大地的年味。
“红红火火，热闹非凡，非常喜庆，祝愿祖国繁

荣昌盛。”看直播时他不住感叹。看了春晚重庆分
会场的节目，邓兴红想要来重庆旅游的念头更强
烈了。

“重庆知名度很高，是网红城市，我和家里人
其实一直都很想去重庆看看，吃火锅，看夜景。这
次看央视春晚直播，我注意到了重庆那边非常喜
庆、非常漂亮的鲤鱼花灯民俗表演，还有赫赫有名
的大足石刻，心都飞过去了。今年6月份回国了，
我会带上家人，早点去趟重庆，感受巴蜀文化。”邓
兴红说。

国际友人：
“东方韵味和独特魅力令人赞叹不已”

来自越南的留学生Ly Hoang Anh（李凰映
Helen）虽然没有到现场参观大足石刻，但是她经常
在小红书上了解大足石刻相关内容。在观看了央视
春晚直播后，Ly Hoang Anh说，“大足石刻在央视
春晚上的展示非常精彩，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
象。尽管展示的只是一小段场景，但对于在重庆留
学近两年的我来说，它让我再次深深感受到了中国
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那种东方韵味和独特魅力令
人赞叹不已。其中，最吸引我注意的是那些精美的
雕刻细节，这些雕刻不仅展现了古代工匠们高超的
技艺，更体现了他们对生活、对信仰的深刻理解和
追求。”

“通过这次春晚的展示，我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了
更深的兴趣。在我还在重庆学习期间，我计划亲自
前往参观大足石刻一次。”Ly Hoang Anh说。

来自俄罗斯的Natalia（娜塔莎）在观看了央视
春晚直播后，对大足石刻的精湛雕刻技艺十分感兴
趣。她说，“大足石刻在央视春晚的展示非常震撼。
灯光与雕刻细节相结合，生动地呈现了大足石刻的
艺术魅力。特别是那些佛像的面部表情和细致的纹
理让我印象深刻，因为它们不仅体现了艺术的精湛
技艺，也传递了古代工匠的虔诚和智慧。”

“这样的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瑰宝，展示了人
类文明的多样性与创造力。在现代社会，它们
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文化交流的桥梁，
提醒我们尊重与保护文化多样性，同
时从中汲取智慧与灵感。”Nata-
lia说。

专家学者：
“一定不虚此行”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杜华教
授在湖北省房县老家观看了央视春晚。他说，三千
年江州城，八百年重庆府，重庆是国内首屈一指的旅
游城市，大足是重庆唯一的世界文化遗产所在地，今
年的央视春晚，大足大放异彩，不仅有非遗表演，还
在零点祈福环节亮相，十分难得。“我一直听说大足，
可是还没去过，今年我一定会去大足一趟，吃大足美
食，品大足文化。”他说。

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王芳也观看了
央视蛇年春晚。在她看来，春晚里的重庆芳华绽
放、魅力非凡；零点祈福以大足石刻为背景，特别有
意义，表达了对于丰衣足食美好生活的祝福。这
次看了央视春晚，她决定去一趟大足。“我有很多
兰大学生在重庆工作，特别留意这个城市。有
机会去看看大足石刻，我想一定不虚此行。”
王芳表示。

“新年大吉，恭喜发财。”香港城市大
学法律硕士、广东联建律师事务所律师
李帆在深圳家中和家人一起看了央视
春晚，心情愉悦。他说，在大湾区，
重庆知名度很高，自己也很爱重
庆，这次注意到重庆大足是零点
祈福所在地，精彩亮相，非常了
不起。对大足，他一直早有
耳闻，也一直很向往，“这个
蛇年，说什么也要去趟重
庆，去趟大足，尽情体
验石刻文化。

“在春晚中，看到了不一样的大足”
大足魅力向世界“分享”

“鱼跃龙门”。

表演中的万古鲤鱼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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