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中国人过的所有传统节日中，春节是中华民族最

具生活情感与生活理想的节日。因而，过春节具有更加

特殊的意义。

中国是农耕古国。农耕生产依从着大自然节律，即

春播夏耕秋收冬藏，而生活的规律又与生产节奏一致。

为此，人们就分外看重一年一轮、冬去春来的时间节点

——年。每逢过年，便把对新的一年的热望都释放出

来。日久年长，渐渐积淀为年的文化与风俗。从每年的

腊八开始，到正月十五，近 40 天的时间里，我们形成了一

整套年俗：打扫房子，置办年货，贴上福字、春联等装饰，

随后便迎来最重要的年夜饭，还有拜年、逛庙会、玩社火、

闹元宵……整个节日，就像一场生活大戏！

经过几千年创造和传承的年，包罗了丰富的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体现中国人可爱可敬的精神向往与民族性

情。它就像一把钥匙——只要一进入春节，就知道中国

人是怎么回事了。作为一名作家，我控制不住地想要写

出这股生活的劲头。作为一名民间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者，我更感到应该好好传播春节文化。

春节的文化，如此深厚与斑斓，在我看来，三个主题

最为关键：团圆、祈福和迎春。

团圆，是春节的第一主题。阖家团聚是中国人的梦

想。诚然，团圆也是其他一些传统节日的主题，比如中

秋。但由于春节还是一种标志着生命消长的节日，对团圆

的心理需求就来得分外深切。因此，团圆一定要在除旧迎

新的大年之夜来实现。这种团圆的情怀使得腊月里中华

大地汇聚起情感的磁场。每当看到春运回家路上的人们，

我都会为年文化在中国人身上如此刻骨铭心而感动。还

有哪一种文化能够一年一度调动起如此庞大、浩瀚、动情

的人们？能够凸显故乡和家庭如此强大的凝聚力？从这

一点上来说，年是抚慰人们乡愁的最温暖的日子。

“福”字，是最有代表性的春节符号。大门上贴的，吊

钱上刻的，窗花上剪的，礼盒上印的，处处都是“福”字。

吉祥的汉字那么多，一到春节，人们只对“福”字情有独

钟。福是好事情，也是好运气。再没有一个字能像“福”

字，蕴含着人们对幸福生活强烈的渴望。传统农耕社会，

一年伊始、万象更新，是对未来所有美好期待的开端，“祈

福”便成为春节不可缺少的仪式。

广义的春是新生活的开始，所以，祈福的内容也包含

着迎春的意味。但迎春还有另一层意味，是迎接大自然

新的馈赠，体现了对天地自然的敬畏。人们在春节，呼唤

春、期待春、迎接春，因而称门联为“春联”，称酒作“春

酒”，甚至在红纸上书写一个大字“春”，贴在大门上。迎

春，体现中国人追求“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传统哲学精神。

可以说，春节的这三个主题，寄托着中华民族独特的

精神情感基因。

这些年来，不断有人说“年味儿淡了”。我也一度非常忧

心。但近几年，我反倒放下心来了。让我们来做个盘点吧！

从腊八到之后的忙年，再到元宵，我们春节的一整套

民俗不基本都还在吗？只不过，由于生活方式的种种改

变，一些民俗演变出了新的形式。比如拜年，从过去的登

门拜年变成后来的电话拜年、短信拜年，到现在又出现了微

信拜年、短视频拜年。张贴年画的或许少了，但“福”字依然

是家家户户都有的。祭灶的仪式很难见到了，但我注意到，

在一些年货礼盒里，灶王爷的形象被做成了冰箱贴，直接

“坐镇”起厨房来了。现在，生肖文化跟春节文化结合起来，

生肖图案也成为年节装饰品的重要元素。

民俗的形式虽然在变，过年的心理需求却始终如一。

所以我说春节是真正融入中国人血液里的一个节日。

那我们能够为春节做点什么呢？

可以多做一点知识的普及。前些年，“福”字倒贴的

风气流传开来，我赶紧写了好几篇文章，告诉大家“福”字

为什么不能倒贴，什么特殊情况下“福”字可以倒贴，有什

么样的寓意。这是我们学者应该讲明白的。我也一直想

写一本给孩子们的节日读本，用文学的笔法传达节日蕴

含的文化之美，丰富他们的节日体验。再有，便是推进传

统民俗文化与现代生活方式更好的衔接。比如，过去的

大门是两扇，现在大都为单扇门了，春联怎么贴？什么材

质的窗花更便于清理？春节那么多吉祥图案，怎么转化

才能更适合现代家庭的装修风格？等等。现在已经有不

少出色的文创产品，还需要更多年轻设计师的参与。近

年来，年轻人越来越关注和喜爱传统文化，从事非遗保护

的年轻志愿者越来越多。这是特别让人欣慰的事。

如今，春节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了。就在

2023 年底，春节成了联合国假日。我相信，春节的文化

魅力会感染更多人，春节文化一定会在未来散发出更加

夺目的光彩。

（本报记者周飞亚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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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步高升喽，路边一枝花呀，咱

慢慢地瞧吧！”80岁的抬花桌传承人

裴保林粗犷、高亢的号子划破沉寂。

进入腊月，河北省邯郸市永年区临洺

关镇“抬花桌”排练活动开始了。

声声号子喊来迎春的信息，人

们涌往街头，共享人间烟火。在临

洺关镇观音阁，每乘花桌队伍一般

要 40 至 50 人，最前面的是秧歌队或

舞 龙 队 ，紧 跟 着 是 旗 手 组 成 的 仪

仗，最后才是花桌。抬花桌者身着

仿古样式服装，鼻扎八字胡，嘴叼

旱烟袋，前走后退，舞步令人目不

暇接，延续着从千百年历史中传承

下来的快乐。

抬花桌的舞步由前后搓步、八

字步、花步、秧歌步、抖肩换肩等组

成 ，行 走 起 来 ，花 枝 飞 舞 ，整 齐 协

调，美不胜收。抬花桌若是加上同

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永年

吹歌伴奏，艺术性则更胜一筹。《小

木 碗》《扯 不 断》…… 乐 曲 指 挥 舞

步，舞步呼应乐曲，因曲而变。唢

呐朝天吹，锣鼓震天响，蔚为壮观。

最令人惊叹的是花桌腾空跳，

表演者们把花桌小抬杆前端约 2 厘

米处顶在自己后肩上，只听一人高

喊一声“腾空，跳！”8 人同时将肩向上耸，花桌便腾空跃起，然后再

稳稳落回抬花桌者的肩上。这一“鲤鱼跳龙门”的招数难度很大，

当花桌抬到高潮时，千朵奇花上下翻飞，一举一动都张扬着力量。

花桌一般由红木或紫檀木制成，类似八仙桌，重达百余公斤，

桌上遍插各类花卉，形成高拱造型。花桌两侧镶制的栅栏精雕细

刻，描龙画凤，自栅栏向上以细竹条、铁丝绑扎成 6 尺多高的椭圆

形花架，让花桌看起来更加精美。花桌上面有“五谷丰登”等代表

美好祝愿的吉祥语。花桌的腰部两侧各凿两个方洞，由长约一丈

六尺的大木杆穿过，杆端系一中形横杆，横杆两端是两个十字形竖

杆，以绳捆系，就成了抬杆。

裴保林已从事这项活动 50 余年。裴保林介绍，永年抬花桌也

称“驾花桌舞”。传说，抬花桌始于唐代贞观年间，为庆祝安居乐业

的美好生活，百姓始创“抬花桌”这一民间舞蹈形式，并流传至今。

抬花桌集民间工艺制作、舞蹈、吹奏、打击乐于一体，形成具有燕赵

地域文化特色的民俗活动。

抬花桌有独特的舞蹈韵律和音乐号子，内容幽默诙谐。假如前

面有一个上坡，抬桌挑角的 4 个魁首中的一位表演者就会喊“步步

高升”；如果道路一路顺畅，挑角的魁首会喊“一路畅通呀”。“其实就

是在抬花桌号子中，把日常生活里的心情体现出来。”裴保林说。

抬花桌有一套约定俗成的仪式流程，从祭桌、插桌、抬桌，到最后

拆桌、封桌，蕴含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永年当地，除夕，人们把

供奉在庙宇里的天地牌位请下来，安置在花桌上。正月十三开始，走

街串巷。正月十五，6条街的花桌队伍都会聚集到观音阁，共同祈愿

新的一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国泰民安。

鼓 点 咚 咚 ，唢 呐 悠 扬 。“ 斗 ”花 桌 ，秀 舞 步 ，贺 新 春 ，一 年 又

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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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幕初降，敦煌壁画中的飞

天仙女，踏歌而来。灯光凝结的

云朵五彩斑斓，漫步其间，仿佛

一切触手可及。这梦境般的景

象，来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自贡灯会。

四川自贡地区在唐宋年间就

有新年燃灯的记载，明清时期开

始举办“狮灯场市”“灯杆节”这类

有一定规模和固定举办时间的灯

会活动。上世纪初，“提灯会”“放

河灯”等会节活动相沿不绝。每

逢灯节，城内灯火辉煌。

1964 年，自贡举办首届迎春

灯 会 。 自 此 ，灯 会 规 模 由 小 变

大，工艺由粗至精，灯的展现方

式由单个发展为群组，由静态发

展为联动，布局也由平面发展为

立体，形成了气势壮观、构思独

特、绚丽璀璨的艺术特色。

1990 年，自贡灯会第一次走

出 国 门 ，出 展 新 加 坡 。 30 余 年

间，自贡彩灯先后在 80 多个国家

和地区展出。因为灯会，自贡拥

有了独特的彩灯文化产业，全市彩灯和相关联企业发展到

1000 余家，形成了聚创意设计、彩灯材料、彩灯贸易、彩灯运

营等业态于一体的产业链，从业者逾 10 万人。中国彩灯博物

馆、中华彩灯大世界相继建成，自贡被认定为全国首批国家文

化出口基地和第二批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

如今在自贡，各行各业的彩灯爱好者都会参与制作。彩

灯行业高级工艺美术师、市级非遗传承人万松涛的父亲，就是

一 名 中 学 美 术 教 师 ，也 曾 是 当 年 迎 春 灯 会 制 灯 队 伍 的“主

力”。“今年的自贡灯会中，用到了人造革、吹塑纸、光盘、塑料

瓶、轮胎等近 30 种特殊材质，传统手工艺和新技术、新材料碰

撞出无限可能。”万松涛介绍。自贡彩灯在材质、技术使用上

“没有天花板”。药瓶做的麒麟灯、碗盘勺捆扎的瓷器灯、炫彩

亚克力剪出的孔雀灯……这些来自日常生活又出人意料的

灯，成为自贡彩灯创新底色的完美诠释。

年近六旬的熊彪继承了父辈的制灯技艺，也创立了自己

的彩灯企业。他给自己定的目标是“努力做好小型宫灯”。瓷

器灯就是他的得意之作，这种灯由指甲盖大小的盘碟、茶盅、

汤勺、酒杯等“迷你”瓷器捆扎而成。“自贡的彩灯企业大多主

攻大型灯组，但其实精致小巧的小型彩灯，在灯会中同样扮演

了不可或缺的角色。”熊彪说。

随着产业不断发展，2018 年，四川轻化工大学美术学院

设立了彩灯学院，2022 年“彩灯元宇宙研发中心”等专业机构

成立。如今，大学教授、艺术家、机械专家等开始参与彩灯的

研究设计，这让自贡彩灯更加个性化、艺术化，自贡灯会也从

地方性的民俗活动变成走向世界的文化服务贸易项目。

从延续传统题材，到不断开拓中外神话传说、动漫卡通等

优秀题材；从使用传统彩灯剪纸、扎糊等技艺，到借鉴工艺美

术、民间美术等姊妹艺术之长，催生新工艺；从简单的机械传

动，到全息投影、数码控制等技术的广泛运用……在自贡，似

乎万物皆可做成彩灯。自贡彩灯沉淀着来自历史长河的传统

文化韵味，凝聚着属于当代的智慧和审美意趣，添彩明月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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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卅晚，行花街，迎春花放满街排……”耳边响起清

脆的岭南童谣《行花街》，一抬眼，在花市入口处，一座缀以

绚丽彩灯的花市主牌楼“拱北楼”在夜色中格外瞩目，气势

恢宏，古色古香。蝴蝶兰、水仙、年橘、红掌……伴随着浓

郁的花香和喜庆的音乐，人们沉浸在欢乐的海洋里。

“一路上看得我眼花缭乱，买了一束桃花，卖家说要高

高举起，来年会有桃花运呢！”广东广州市民张女士跟着人

群边走边看，玩得十分兴奋，时不时和现场的“花仙子”互

动拍照。

“花如海人如潮，行过花街才过年”。行花街，就是逛

迎春花市，是广府地区在春节前夕规模较大的一项民俗活

动。每年农历腊月廿八到除夕夜之间，人们走上街头，在

特定场所聚集，以花卉为载体，进行以年俗文化、花卉文

化、商贸文化为主要内容的辞旧迎新、祈福贺岁活动。

“ 行 花 街 ”这 一 民 俗 起 源 于 广 州 ，与 这 里 得 天 独 厚

的 自 然 地 理 条 件 息 息 相 关 。 广 府 地 区 四 季 温 暖 ，雨 量

充 沛 ，素 有“ 花 城 ”的 美 誉 ，这 种 生 活 环 境 也 造 就 了 人

们爱花、赏花、种花的生活方式。

据考证，广州迎春花市大致经历了从花圩、花市、夜花

市到除夕花市的发展过程。行花街是我国独一无二的春

节民俗，也是广府人过年必不可少的一项活动。民间谓

之“行花街、转大运”。如今，最著名的是有“百年花市”

之称的越秀西湖花市，花卉品种丰富，多达上百个花档。

“在政府部门的统筹下，迎春花市作为兼容并包、雅

俗共赏、多彩荟萃的节日盛会，不仅汇聚了搭棚、灯饰、

楹联艺术与地方美食、工艺美术和民间文艺，还包括非

遗展演、游园灯会、水上花市等民俗活动。”据越秀区文

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何愿飞介绍，各行各业的行家

里手都积极参与行花街民俗的传承和演绎，使其成为广

府文化的集中展示平台。

或 购 买 各 式 年 花 ，或 赏 花 游 乐 、欢 聚 联 谊 ，漫 步 花

街，处处张灯结彩，人们携亲带友，欢声笑语，徜徉在花

海人流之中。

行过花街才过年
洪秋婷

欢庆之风俗各地或有不同，欢喜的情感却总是共通的。花如海，灯如

昼，一夜鱼龙舞，春节热闹非凡的民俗活动，是每个中国人心灵深处最温暖

幸福的记忆。贴年画、逛庙会、赶茶场、抬花桌、行花街、赏花灯……包含在

春节这一国家级非遗中的代表性项目丰富多彩，营造了浓厚的节日氛围。

本版从与春节有关的大量丰富的项目中选取三项国家级非遗，通过记者探

访，并约请专家点评，与读者分享。祝福大家新春快乐、吉祥如意！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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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过节，尤其是春节和元宵节，社火凝聚人心，蕴含着百姓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国家和民族的热爱。

民间社火在汉代被称为“百戏”，到宋代被叫作“社火”。受各

地不同环境的影响，民间社火形式多样、五花八门。例如，扭秧歌、

踩高跷、舞狮子、拉花，等等。永年抬花桌也有自身的独特性，百姓

都希望花桌上能够插上自家的一朵花，精心装饰的花桌和多样的

舞步，搭配鼓乐，蕴含灵气和神韵，营造着传统节日的人间烟火。

随着时代发展，民间社火走向邻里、社区和社会，很多年轻人

参与到民间社火的传承中，传统文化艺术被注入了新的生机。而

随着民间艺人思想和境界不断提高，他们把这些艺术不断传播给

更多人，传向更多地方，让民间艺术真正地“活起来”与“火起来”。

（作者为中国民协顾问、河北省民协荣誉主席）

民间艺术“活起来”
郑一民

元宵灯会作为国家级非遗，在各地得到普遍传承。春节的

火温暖回家的人，元宵的灯照亮了人们新年启程的路。元宵灯

会历史久远，灯月辉映，天地交泰。元宵佳节，人们观灯看景，享

受着人情温暖。自贡灯会是当代中国元宵灯会亮丽的风景，也

是元宵灯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优秀传承实践。它在继承传统的

基础上，利用当代技术，创造性地为我们呈现了传统技艺、新型

工艺与文化内涵的完美融合，不仅有力地推动了地方经济的发

展，也极大地丰富与满足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继承和创新并举
萧 放

行花街是广府文化集中展示的平台。花街所售年

花、花农花贩交易和花档投标均讲究吉利，体现了广府人

从古至今爱花、好讲“意头”的传统。其流变反映了广州

种花、卖花业的繁荣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承载着广府人的

集体记忆，也是维系岭南文化的一个纽带。该传统民俗

起源于广州，在粤港澳大湾区乃至海外华侨华人聚居地

均有流布。香港称“年宵花市”，设于公园广场、游乐场、

运动场、展贸中心等，并设有深水埗花圩。近年来，广州

市不断加强行花街民俗的资料收集和数字化保护，还通

过线上线下的活动提高公众的参与度，为这一国家级非

遗项目的传承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作者为广州民俗文化研究所所长）

文化认同的纽带
饶原生

■专家点评R

■专家点评R

■专家点评R

图为与春节相关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部分

名录。 信息来源：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