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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动用文物最多的展览

来到午门城楼前，两尊“会动的”门神站在
台阶旁神气十足地迎客。拾级而上，步入西雁翅
楼展厅，一股宫廷熏香的芬芳拂面而来。展厅里
人头攒动，皇帝御书的福字和春条、各种造型的
门神、寓意吉祥的岁朝图、精美夺目的宫灯、五
光十色的文玩盆景，呈现出一派喜庆热闹的过年
气氛。

在午门正殿展厅，众多文物和原景陈列再现
了庄重繁复的宫廷礼仪。从除夕前的斋戒祭祀到
元旦的宗亲大宴，从腊月二十左右皇帝封印到正
月初一明窗开笔，每一项仪式、每一个细节都蕴
含着对岁吉人祥、国泰民安的美好祈愿。

展厅中央陈设的明窗开笔场景格外引人注
目。《国家宝藏》第二季中的明星文物——金瓯永
固杯原件就放置于此处。明窗开笔是皇帝新年举
行的第一次书写仪式。大年初一凌晨，皇帝坐在
养心殿东暖阁明窗前，点燃玉烛长调烛台上的蜡
烛，用万年青毛笔书写吉语笺，再端起金瓯永固
杯饮下新年第一口屠苏酒。吉语笺写毕，封存于
黄匣中，任何人都不能开启。“但愿吾民康泰，惟
祈天下丰穰。”“三阳启泰万象更新，和气致祥丰
年为瑞。”皇帝数百年前写下的新年吉语，直到今
天，人们才有幸看到它们的真容。

清宫过年时，当王公大臣在太和殿向皇帝行
礼、乾清宫家人向皇帝行礼，均需演奏中和韶
乐。中和韶乐共有 18类乐器，此次展览甄选了最
有特色的6类进行复原陈列，包括编钟、编磬、建
鼓、柷 （zhù）、敔 （yǔ）、麾 （huī） 等，气势
恢宏。

春节期间，皇家的游艺行乐活动也十分丰
富。太液池观赏冰嬉，重华殿品茶赋诗，赏花
灯，听年戏，画九九消寒图……旧时宫廷过年的
乐趣，通过冰刀、茶具、戏衣、古画等展品生动
地表现出来。

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介绍说，“贺岁迎祥
——紫禁城里过大年”是故宫博物院建院以来提
用文物最多、展场区域最大的一次展览。按照惯
例，一般展览使用文物数量在100件左右，年度大
展则有可能达到300件以上。而本次展览共展出文
物 885 件 （套），展品主要精选自故宫博物院珍
藏，并得到中国国家第一历史档案馆、沈阳故宫
博物院、首都博物馆、天坛公园管理处等单位的
大力支持。除了午门正殿和东西雁翅楼展厅的文

物展览外，紫禁城整个开放区域都营造成春节文
化的展场，年节装饰随处可见，最大限度地还原了
清代皇宫过大年的盛景。

再现康乾盛世过年场景

“消失了近 200 年的天灯、万寿灯，又在紫禁
城里立起来了！”1月 21日，乾清宫前丹陛上下竖
立起天灯和万寿灯各一对，让康乾盛世的壮观景
象重新出现在世人面前。

立天灯、万寿灯是清代早中期过年最盛大的
活动之一。从立到撤，前前后后要使用 8000 多人
力。随着清朝国力逐渐衰弱，道光二十年 （1840
年） 皇帝下谕，此后天灯和万寿灯停止竖立。乾
清宫、皇极殿丹陛上下只有灯座遗存，相关文物
也早已分散各处，渐渐不为人所知。为了复原消
失在历史长河中的天灯、万寿灯，故宫博物院付
出了极大的努力。研究人员在文献中查出了天
灯、万寿灯的使用方式、历史沿革乃至各部分的
详细尺寸，在各个库房找到了灯身模型、灯联小
样以及灯杆原件，终于依照历史资料将它们复原
出来，竖立在乾清宫前的灯座上。

在乾清宫东庑呈现的“宫里过大年”数字沉
浸体验展，运用数字技术、虚拟影像、动作捕捉
等科技手段，营造创新、互动的文化体验空间。
展览分为冰嬉乐园、门神佑福、花开岁朝、戏幕
画阁、赏灯观焰、纳福迎祥6个部分，每一处体验
都源自故宫博物院藏品，让观众仿佛走进了宫廷
画里的春节。

从农历小年 （1月 28日） 开始，“中华老字号
故宫过大年”展在慈宁宫花园、慈宁门外广场拉
开帷幕。来自北京、天津、上海、山东、江苏、
浙江、河南、安徽、吉林、山西共 10 个省 （市）
的145家中华老字号企业参展，展示特色美食、丝
织服饰、生活用品、文房用品、首饰玉器、非遗
工艺品等，为故宫过年更添几分热闹和生活气息。

故宫博物院还推出了与“过大年”相关的文化
创意产品近百种，包括贺岁礼盒、纸品书签、茶器水
具、靠垫挂饰等，突出故宫年节文化和艺术美感。

生肖艺术展寓美好祝福

生肖文化是中国人过年文化习俗中一个重要
的组成部分。在故宫文华殿举办的“韩美林生肖
艺术大展”，与“过大年”展相映成趣，让观众感
受传统生肖文化与现代艺术结合的魅力。

灵动活泼的鼠，腾飞张扬的龙，呆萌可爱的
狗，憨态可掬的猪……工艺美术家韩美林创作了
大量富有个性的生肖艺术形象，以绘画、邮票、
雕塑、陶瓷器等多种形式表现出来。展览中呈现
了韩美林设计的2019年猪年生肖邮票（《己亥年》特
种邮票）。邮票一套两枚，第一图名为“肥猪旺
福”，一只脸圆肚鼓的肥猪咧嘴大笑，欢快地奔
跑，象征着正在奔向美好的生活。第二图名为

“五福齐聚”，两只大猪和三只小猪其乐融融地簇
拥在一起，寄托新春佳节合家团圆、五福临门的
美好祝福。

单霁翔表示，春节是中华民族最隆重的传统
节日，近几年，越来越多的人会在春节假期规划
中给博物馆留有一席之地，“博物馆里过大年”已
从一个响亮的口号，成为一种新兴的文化现象。
今年春节期间，故宫博物院以破纪录的文物展示
数量和立体、创新的展览形式，让传统的节庆文
化鲜活起来，为观众带来节日的仪式感和丰富的
文化享受。

故宫过大年
本报记者 王 珏 邹雅婷

宫门上贴着喜气洋洋的春联和门神，廊庑下装饰着华美的宫灯，乾清宫前竖立
起高大的天灯、万寿灯……临近春节，故宫博物院里的年味愈发浓了。从腊月初一
（1月6日）起，故宫举办“贺岁迎祥——紫禁城里过大年”展览，以文物展览、实
景体验、文创和数字沉浸展等多种方式，让广大观众真切地感受宫廷春节文化

祭灶节又称“小年”，足见其重要性、普及性和盛大性。
“灶”即灶神，民间称“灶王爷”“灶君”。在古代神话传说中，灶
神是督察人间善恶的司命之神，具有掌握一家寿夭祸福的职能。
先秦时期，祭灶仪式就位列重要的“五祀”之一 （五祀为祭祀户
神、灶神、土神、门神、行神）。这一习俗延续了几千年，至今仍
在民间有深远的影响。

传说灶神自上一年的除夕就被玉皇大帝派到人间，化身千千
万万，每家灶头都有一位灶神暗中监察、掌管一家祸福和财气。
每年腊月廿三 （有的认为是腊月廿四），灶神要上天禀报所在人家
的善与恶，以供玉皇大帝决定赐福还是降灾。人们十分敬畏这位
明察秋毫的灶神，因此把灶神上天这一日定为“祭灶节”，或称“送
灶节”“谢灶节”。清代 《敬灶全书》 称，“灶君受一家香火，保一
家康泰。察一家善恶，奏一家功过。每奉庚申日，上奏玉帝，终
月则算。功多者，三年之后，天必降之福寿；过多者，三年之
后，天必降之灾殃”。

古代宫廷中会举行隆重的祭灶仪式。据说，每年腊月二十三
或二十四，皇帝都要斋戒沐浴，在宫中挂神像，安供桌，在神位
面前行九拜大礼。皇帝礼罢，皇后、大臣一一点香行礼祷告，供
奉糖果、糕点等32种供品。供奉糖果最多，意在用糖封住灶神的
嘴巴，免得他在玉皇大帝面前告状。

民间祭灶也非常讲究。家家都要把厨房、灶台打扫得干干净
净，在灶神像旁贴上对联“在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神像下边
摆放供桌，敬献糖果点心、美酒佳肴。陕西祭灶风俗甚厚，过去
关中农村的巧妇们都会做一种小酥饼称作“灶坨坨”，陕南城乡用
红苕或包谷加麦芽熬制成“灶糖”，陕北地区必不可少的祭灶甜食
是红枣。人们用地方特产献给灶神，想让灶神吃甜的，好在玉帝
面前说好话。祭灶神时戒规繁多，不能哭泣、吵嘴、打架等，害
怕不恭不敬怠慢了灶神。祭祀完毕，叩头致谢。焚烧年画神像和
纸糊的马匹，送神上天。仪式结束后，大人们会把祭灶的食品分
给孩子们吃。孩子们高高兴兴地吃着灶饼和糖果，分享着节日的
快乐。

又到一年祭灶时
□崔 彦

故宫雁翅楼展厅里的宫灯。 乔一洺摄 青玉十二生肖，故宫博物院藏。 乔一洺摄

故宫宫门上贴着门神和春联。 邹雅婷摄

大红灯笼、糖葫芦、鞭炮、风筝、绘有中国
山水画的扇子，舞台上一派中国春节庙会的热闹
景象……被誉为中国版 《胡桃夹子》 的芭蕾舞剧

《过年》 在新加坡滨海艺术中心的大幕刚一开启，
一股浓浓的中国年味就扑面而来。

这是中国芭蕾舞团在新春佳节前夕给新加坡
观众献上的一场贺岁大戏，中西融汇的舞蹈风格
给观众以丰富的精神享受。

《过年》讲述一位外国友人到一户中国家庭过
年的故事，通过外国友人馈赠的礼物，巧妙地将
俄罗斯古典芭蕾经典 《胡桃夹子》 的元素融入剧

中。故事虚实结合，在柴可夫斯基的音乐伴奏
下，通过小女孩的梦境，将仙鹤舞、丝绸舞、糖葫芦
舞、风筝舞、陀螺舞、瓷器舞、鞭炮舞、12生肖舞等洋
溢着中华文化元素的舞蹈融合到剧中，观众席上
不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新加坡非凡舞蹈学校校长王海青认为，这种
中西合璧的艺术风格是很不错的尝试，编舞、造
型、服装等都让人耳目一新，剧中那段略带西域
风情的丝绸舞让喜爱肚皮舞的她有些激动。

印度裔新加坡人贡詹带着年纪尚幼的女儿一
起来看演出。因在新加坡生活，她得以了解华人

过年的风俗，比如剧中出现的带有“鱼”图案的
布景，让她感到非常亲切。

中国芭蕾舞团行政总监王全兴说，首演于1892
年的芭蕾舞剧《胡桃夹子》是俄罗斯芭蕾舞经典，
2001年 2月中国芭蕾舞团首次创作中国版《胡桃夹
子》，并于2010年将其改版并更名为《过年》。去年
10 月至 11 月，中芭在法国连演 11 场 《过年》，场
场爆满。今年1月18日至20日，《过年》在新加坡
滨海艺术中心上演3场。希望借助芭蕾这种西方艺
术形式讲好中国故事，增进中外人民的相互了解
和友谊。

中国芭蕾舞剧陪新加坡观众过年
□王丽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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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丽丽

“有福的地方，就是家。”在许鞍华导
演新近推出的视频短片 《七里地》 里，一
张小小的“福”字，寄托了三代人心底最
真挚的情感，串起了横跨 60多年的家族故
事。从颠沛流离闯关东，到漂洋过海异国
求学，再到寻根问祖拍纪录片，时代的浪
潮将个体推向了不同的远方，社会的变迁
映射在无数清晰可见的细节上，不变的却
是过年贴福字的传统，是一代又一代人对
心中的“家”孜孜不倦的追寻。

在故宫“过大年”展上，看到皇帝御
笔书写的福字和小心封存秘不示人的吉语
笺，看到庄重的斋戒牌、斋戒铜人和高大
的天灯、万寿灯，无疑会被古人对待节日
的仪式感所震撼和感动。即使是贵为君
王，面对时间的浩瀚、造物的宏伟和未来
的莫测，同样是如履薄冰、充满敬畏。

此前在网上爆红的短片《啥是佩奇》，同样是以家和春节为主
题，击中了亿万中国人的笑点和泪点。期盼儿孙回来过年的老
人，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为孙子准备春节礼物，最终却并不是儿孙
回乡，而是老人进城。当老人拿出亲手制作的钢铁佩奇，那一刻
的惊喜与震撼，很快便消融在一家人进电影院的欢快热闹里。但
屏幕外观众的思考，并未随着片尾打出的电影预告戛然而止。城
市与乡村的隔阂，传统与现代的碰撞，在人们心里激起串串波
澜。回家，或是进城，其实质都是亲人团聚团圆。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作为中华民族最重要最盛大的节
日，春节总是与合家团圆的意象紧密联系在一起。每逢春节，神
州大地便会上演数十亿人奔流迁徙的奇观。虽然那一段段风尘仆
仆的旅程背后，不尽是温情、圆满和欢笑，也会有辛酸、无奈、
失落和“不知道为什么要回来”的空虚怅惘。每次随着返乡过
年，城乡差距、代际鸿沟、大龄未婚、空巢老人、留守儿童等问
题，也会凸显出来。“回不去的家乡”“渐行渐远的父母”“我过了
个假年”，类似的慨叹会在社交媒体上刷起一波波热议。尽管如
此，当年关将至，春运的大潮依然汹涌，中国人过年的热情丝毫
没有衰减。与旧日不同的是，如今人们过年的方式更加多样，过
年的场所，也从家里延伸到餐厅、影院、博物馆、度假酒店等更
广阔的空间。

过年是什么？是被自然之手推到一个辞旧履新的节点时，与
最亲密的家人共同跨越这道无形的年关，携手面对那未知的风险
和命运的洪流。关于“年是怪兽”的最初的传说，其实是最有哲
理、最接近年之本质的。家对于人的强大引力，正是在于它能让
渺小的个体凝聚起来，去抵御世间一切可怖的“怪兽”。

对家和幸福的追求，是亘古以来潜藏于人类集体无意识中的
一股原始动力。正是这股力量，驱使着人们跋山涉水、排除万
难，与家人团聚。也正是这股力量，让漂泊异乡却心有所系的
人，不感到孤单无依。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在普天同庆、
万家团圆的时刻，在怀远祭祖、诚心祈福的仪式中，我们真切地
感受到自己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同时为下一段奔跑、下一次追逐集
聚蓬勃不息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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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