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弥

渡县，制花灯、跳花灯是弥渡群众

过元宵节必不可少的娱乐活动。

元旦才过，弥渡县密祉镇永和

村文盛街村弥渡花灯制作技艺传

承人王海富就已经开始忙碌。一盏花

灯少说也得做一天。不仅是在元宵节

前后，幼儿园表演、广场舞锻炼，跳花灯

早已融入弥渡居民的日常生活。“十个

弥渡人，九个会唱灯”所言非虚，王海富

的手艺也便有了用武之地。扎花灯是

门传统手艺。备料、破篾、扎灯、裱灯，

王海富不敢有半点马虎：“扎得不牢容

易散架，裱灯还要有绘画、书法基础，都

是技术活。”王海富用铁丝箍紧竹篾，转

头又自豪地说：“别说是普通的挂灯，就

算是龙灯彩船，只要你能说出大概模

样，我也保准能扎出来。”

这份底气，源自王海富对花灯的

热爱。26 岁时爱上扎灯，王海富跑遍

了周边村子跟着老人学，如今上了年

纪，又不厌其烦地教年轻人。2008 年

6 月，由弥渡申报的花灯戏被列为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对王海富来说，难得的休息就是正月十五。密祉镇元

宵灯会是国内规模最大的原生态花灯灯会之一，灯、戏、舞

相遇，观众们多半还会参与其中，哼上一调或是舞上一段。

入夜时分，舞台则留给了专业的花灯戏演员。弥渡县花灯

剧团团长周美润说：“随着元宵灯会名气打响，周围县市不

少游客也慕名而来，溯源小河淌水、漫步茶马古道。弥渡花

灯带来了红红火火的好日子。”

这些年，王海富没少对花灯进行改良，颜色更加鲜亮不

说，绘画、书法的内容也更多结合了当下。其实，弥渡花灯

本就是与时俱进的产物。北方的社火，到了南方就成了花

灯。花灯进入云南后，又融入了彝族、白族等少数民族文化

元素，衍生出了花灯歌舞、花灯说唱、花灯戏等不同的文艺

种类。周美润说：“彝族的调，汉族的词，都在这花灯戏里。”

其实，不仅是弥渡，玉溪市红塔区、昆明市呈贡区的花

灯也十分热闹。春节期间，玉溪市花灯剧院的惠民演出表

排得满满当当。玉溪市花灯剧院院长矣露介绍，除了传统

剧目，剧团还准备了一些讲述身边小事的花灯小戏。矣露

说：“虽说前期排练辛苦，但看到群众喜欢，满足得很！”

图⑤：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弥渡县“小河淌水·密祉

景区”，大红宫灯装饰下的古村喜气洋洋。

杨 峥摄（影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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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元 宵（节选）

唐 寅（明）

有灯无月不娱人，

有月无灯不算春。

春到人间人似玉，

灯烧月下月如银。

“千门开锁万灯明”，元宵节是春节之后的第

一个重要节日。正月是农历的元月，古人称夜为

“宵”，故正月十五称为元宵节，又称上元节、元夕

节、灯节。“袨服华妆着处逢，六街灯火闹儿童”，

元宵夜不仅是月圆之夜，也是民间娱乐集萃之

夜，家家户户张灯结彩，阖家团聚，其乐融融。

天上月圆 人间团圆

“有灯无月不娱人”，月亮一直是元宵节的

关键词之一。自古以来，人们都会在正月十五

的夜晚相聚共赏一年之中的第一轮圆月。伴着

月色，元宵节常吃的元宵、汤圆也被赋予“团圆”

“圆满”的象征意义。

北方的元宵，是以馅为基础制作的：先拌馅

料，和匀后摊成大圆薄片，晾凉后再切成均匀的小

四方块，然后把馅料放入像筛子一般的机器里，倒

上江米粉，馅料在互相撞击中变成球状，江米也沾

到馅料表面形成了元宵，俗称“摇元宵”。

区别于北方的“摇”，南方则是“包”汤圆。

先 把 糯 米 粉 加 水 和 成 团 ，放 置 几 个 小 时 让 它

“醒”透。然后把做馅的各种原料拌匀，放在大

碗里备用。湿糯米粉黏性极强，只好用手揪一

小团湿面，挤压成圆片形状。用筷子或薄竹片

状的工具，挑一团馅放在糯米片上，再用双手边

转边收口做成汤圆。

天上月圆，人间团圆，“圆”对中国人有特殊

的含义。元宵佳节阖家共聚时，吃上一口元宵

或汤圆，是温馨的仪式，亦是厚重的寄托。

下图：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清泉街社

区小朋友在品尝元宵，迎接佳节。

张 枨 丁根厚摄影报道

张灯结彩 通宵达旦

元宵节的由来可以追溯到商代。汉代已形

成正月十五观灯赏灯的习俗。到了唐代，元宵

庆典发展成为盛况空前的灯市。从宋代开始，

元宵节流行白昼为市、夜间燃灯。明清时代，每

逢元宵节，各地张灯结彩，通宵达旦。

正月十五夜（节选）

苏味道（唐）

火树银花合，

星桥铁锁开。

暗尘随马去，

明月逐人来。

灯火是元宵节最具特征的意象，元宵赏花

灯习俗已有 2000 多年历史。花灯又名彩灯，是

我国传统农业时代的文化产物，兼具生活功能

与艺术特色。我国各地的花灯种类繁多，形态

千变万化，制作技艺也各具特色。比如北京的

宫灯、上海的龙灯、广东的走马灯、哈尔滨的冰

灯、四川的自贡灯等。随着技术的发展，更多彩

灯新品种相继出现，一些彩灯还增添了钢筋铁

骨灯架、微型马达和电声光源。在自贡，传统彩

灯与数字技术相遇，碰撞出了新工艺、新创意，

极具视觉震撼力的彩灯景观闻名中外。

对于元宵节夜晚灯市热闹繁荣的景象，诗

人们向来不吝以美好诗句加以描绘。“火树银

花合，星桥铁锁开”“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

星如雨”……这些诗词将元宵佳节灯月交辉的

热闹场景描写得淋漓尽致。“月到柳梢头，人约

黄昏后”“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

在，灯火阑珊处”……这些描写爱情的诗句，也

为元宵节增添了不可或缺的浪漫色彩。

图①：上海豫园民俗艺术灯会华灯璀璨。

王 初摄（人民视觉）

图②：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丹

寨县，人们参加元宵猜灯谜活动。

黄晓海摄（人民视觉）

民俗活动 热闹非凡

元宵的热闹，关键在一个“闹”字。闹元宵

往往从正月初十就开始了，直到正月十五夜达

到最高潮。每到这个时候，除了吃元宵、观彩

灯，猜谜、歌舞、杂技和戏剧演出等活动也是元

宵节民俗文化的重头戏。

京都元夕

元好问（元）

袨服华妆着处逢，

六街灯火闹儿童。

长衫我亦何为者，

也在游人笑语中。

宋代以后，人们在精心制作各种彩灯外，还

开始为彩灯贴上各种谜语，这就形成了最具元

宵节特色的活动：猜灯谜。猜灯谜是一项兼具

知识性、娱乐性、趣味性的活动，也是各地新春

灯会灯展活动的重要内容。灯谜的产生与发

展，极大地丰富了灯会的文化内涵，提升了灯会

的魅力。灯谜的谜面包罗万象，无论诗词文章、

花鸟物品，只要是众所周知的事物，都可以成为

谜面。六朝以后一直到唐代，文人嗜谜语者众

多。谜语悬于灯，供人猜射，则始于南宋。因猜

谜既能启迪智慧又饶有趣味，深受人们欢迎。

在一些地区，还有元宵节划旱船的习俗。

划旱船又叫跑旱船，据说是根据渔民在水上打

鱼的情节创作出来的，其表演和道具都很简单

朴实，有很浓厚的生活气息。表演者手中拿着

桨，做划船的动作，一边跑，一边唱些地方小调。

此外，还有舞龙、舞狮、扭秧歌……天南海北

共赏皓月、共庆团圆，人们用丰富多彩的活动，表

达福暖四季的期盼，迎接顺遂安康的生活。

图③：在四川省自贡市中华彩灯大世界举办

的第三十届自贡国际恐龙灯会亮灯。

新华社记者 沈伯韩摄

图④：在山东省济宁市嘉祥县，富有创意的

装饰挂件营造出浓郁的喜庆氛围。

姚 烨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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