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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词记述灯会景象

中国灯彩历史悠久，起源于何时，说法不一。相传
秦代宫廷中已经有华丽的彩灯；至汉代，民间百姓有上
元夜 （农历正月十五） 燃灯祭祀太乙的风俗。

古人常以诗赋记载其见闻。关于灯彩，从南北朝梁
简文帝的 《列灯赋》 可见一斑：“何解冻之嘉月，值蓂荚
之盛开。草含春而色动，云飞采以而轻来。南油俱满，
西漆争然。苏征安息，蜡出龙川。斜晖交映，倒影澄
鲜。”极具特色地呈现了孟春正月十五张灯的情景：来自
四方的油灯、漆灯、安西的香、龙川的蜡交相辉映，热
闹非凡。

隋唐时期，关于正月十五灯节活动的记载更是屡见
不鲜。相传，正月十五日为天官赐福之日，又称“上元
节”，天官喜好热闹，所以上元节要起彩灯，人们结伴出
游，大街上热闹非凡，观灯彩，猜灯谜，因而正月十五
有了“灯节”之说。唐代的杂录、诗文中多有元宵灯俗
的记载，例如诗人张说的 《杂曲歌辞·踏歌词》 即再现
了唐代兴庆宫前上元观灯盛况：“花萼楼前雨露新，长安
城里太平人。龙衔火树千灯艳，鸡踏莲花万岁春。帝宫
三五戏春台，行雨流风莫妒来。西域灯轮千影合，东华
金阙万重开。”唐诗中，以“火树”形容灯树、灯楼的描
述颇多，比如诗人段成式在 《观山灯献徐尚书三首》 中
写道：“火树枝柯密，烛龙鳞甲张。”

宋沿唐俗，共庆佳节的方式更加多样化，并形成了
多种相关民俗。除了上元观灯，彼时还出现了七月观

“中元灯”，十月观“下元灯”的习俗，进而将放灯著于
法令，较之过去，有过之而无不及，灯品更加众多。比
如 《西湖老人繁胜录》 就记载了南宋临安灯市的繁华场
面，“清河坊至众安桥，沙戏灯、马骑灯、火铁灯、进架
儿灯、象生鱼灯、一把蓬灯、海鲜灯、人物满堂红灯，
灯光盈市”“挂灯或用玉栅，或用罗帛，或纸灯，或装故
事，你我相赛”。灯彩雕饰精巧，染色艳丽，种类繁多，
形成了灯的海洋。

金代文人元好问在 《京都元夕》 中有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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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可以看到百姓盛装观灯、欢歌笑语的兴
致；明代文人唐寅的诗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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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描绘了
灯月相辉的胜景，这正是灯彩带给人们的欢欣笑意。

仅从历代文人流传下来的篇章中，便可看出古代灯
彩的普遍和古人对灯彩的喜爱与重视。

古画绘出喜乐气氛

千百年来，灯彩、灯会激荡起文人墨客的创作灵感，
留下了许多充满诗情画意的名篇佳作，传统美术作品中
也出现了许多描绘观灯、赏灯的场景。

宋人李嵩的 《观灯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描绘了
妇孺儿童元宵夜宴饮、乐赏灯戏的场景。李嵩是宫廷画
家，山水、人物、花鸟样样在行。这幅 《观灯图》 的背
景似是一富贵人家的后院花园之中，苍松翠竹，芳草萋
萋，曲桥护栏，花灯悬空，璀璨绚丽，嶙峋的怪石上立
有一对五彩雉鸡。居于画面中央的是 4 位衣着典雅的仕
女，左边 3 位正在弹奏乐器，站立者正奏檀板，两位坐
着的仕女一位吹箫、一位横弹琵琶。这种横弹琵琶的方
式，今天只在泉州南音中可以得见。右边的仕女正在逗
孩童，她身后还有两位童子，手上各提一盏灯，其中一
盏做成兔子的样子，颇有童趣。旁边的方桌上，摆着酒
壶、碗碟，还有一盏走马灯。

在 《观灯图》 中，占据空间最大且最隆重的是仕女
身后灯架上悬垂的三顶灯，每一顶灯上以华盖遮覆，以
飘带装饰，居中一盏灯三灯相连，两个灯球下还有一盏
六边形的灯，灯球上开出许多方格或圆形作为装饰，在
顶部的灯球开出的方格中还绘制了图案，增添了文字，
精美异常。古人制灯喜欢模仿雕琢各种动物形象，此车
灯上有头小象，小象上骑有一人。“骑象”与“吉祥”谐
音，即为古代常用的民间传统吉祥图案寓意。

清代宫廷院画 《十二月令图》 之一 （台北故宫博物
院藏） 更为细致地描绘了宫廷中元夕观赏灯彩的景象。

《十二月令图》 是清朝宫廷佚名画师所绘，画的是四时流
转，民俗节令的独特风物，其中第一幅是“正月观灯”。
该幅画作采用中西融合的透视法绘制，以一片湖水将画
面分成近景和远景，近景处最打眼的是一盏天灯。清宫
通常过大年才会立这种天灯、万寿灯。天灯就是悬挂在
高处的照明灯，民间、宫廷皆有，只是宫廷的天灯更加
华丽，图中一盏四面装饰红地青龙纹的花灯高挂在灯棚

上，灯下童子正在嬉戏。廊檐下也布置悬挂了各式宫灯，
人们三五成群，穿插其间，或观灯，或赏梅……宫廷画
师精心描摹，渲染出一种极为喜乐的气氛。图中远景仿
佛走出了宫阙，来到市井：一座单拱桥上汇聚了不少人，
这是元宵节一些地区“走百病”的风俗。元宵时节，寒
冬已过，暖意渐浓，正是活动筋骨的好时候，有了好身
体，才能驱走百病，这正是老百姓朴素的愿望。

苏州桃花坞年画 《百子图》（王树村藏） 则是孩童版
的庆贺元宵图。画面中百十个孩童姿态各异，画面上方，
孩童们在鳌山作“夺盔（魁）”的表演；画面下方以舞龙灯
为中心，几个儿童分别高举龙珠灯，戏引龙灯向前行进，
此外还有放风筝、跑竹马、下围棋、荡秋千、斗蟋蟀、
采莲蓬、弹琴、读书，或嬉戏打闹，或弹琴奏乐……千
姿百态，栩栩如生。除此以外，亭台楼阁、假山湖石、
树木花卉、小桥流水等穿插其中，令人目不暇接。年画

四周还有篆书福寿字样组成连续图案，以此点出多子多
福、福寿延年的主题。

时至今日，全国多地仍然保留着佳节挂花灯、猜灯
谜、赛龙灯等传统灯彩文化活动。灯彩已经成为中国岁
时佳节用以点缀装饰、烘托气氛的重要民间艺术品，并
出现了更加丰富的灯彩品类。随着现代设计的发展和大
众审美的提升，现代灯彩在坚守扎糊、雕塑、画绘、剪
贴、刺绣等传统工艺的基础之上，还融入新技术，借助
数字技术、虚拟现实技术等，使传统文化焕发新的生命
力，让灯彩艺术的传承更具活力。

千百年来，灯彩这一五光十色的民间艺术形式，已
经超越了器物的实用价值，被赋予更加丰富的审美内涵
与鲜活的文化基因。人们在流光溢彩中回味生活的真、
善、美，照见美好未来。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

中 国 近 代 史 上 的
中欧美术交流可追溯
至 20 世 纪 初 。 彼 时 ，
多位胸怀“艺术救国”
理想的青年学子负笈
海外。经过长期求索，
这批留学生中产生了
以 林 风 眠 、 刘 开 渠 、
吴冠中、徐悲鸿等为
代表的美术家。他们
在习得欧洲美术创作
技法的同时，不断尝
试将西方古典主义写
实手法与中国传统文
化相结合，探索具有
民族特色的艺术表达
方式。这不仅促进了
中国现代美术事业的
发展，也为中欧美术
交流乃至中欧人文交
流作出贡献。

进入 21 世纪，中
欧美术交流呈现出日
渐多元化、常态化的
趋势。其中，双方美
术馆、博物馆之间的
往来，在美术交流中
发挥着重要作用。

早 在 2010 年 ， 北
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
艺术博物馆就举办了

“从戈雅到马奈：19 世
纪 西 方 的 印 刷 版 画 ”
专题展览。这次展览
展出英国、法国、西
班牙、荷兰等国 20 余
位艺术家的原版印刷画。此后，该馆又陆
续举办“毕加索时代：与西方版画大师同行”

“人与自然的瑰宝：从提香到伦勃朗——文
艺复兴与 17 世纪西方版画”等 10 余场版画
展，让观众了解文艺复兴时期以来的欧洲
版画。

近年来，中法艺术界一直保持着良好
的 合 作 关 系 。 2016 年 ， 中 国 美 术 馆 举 办

“不朽的传承——法兰西艺术院院士作品
邀请展”，涵盖 9 位法兰西艺术院院士的油
画、版画作品，呈现当代法国艺术经典。
2019 年初，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举办“先
驱 之 路 ： 留 法 艺 术 家 与 中 国 现 代 美 术

（1911—1949） ”展览，集中勾勒 20 世纪
上半叶留法艺术家群体。同年，中法美术
交流百年学术研讨会在法国巴黎中国文化
中心举行。2024 年中法建交 60 周年之际，
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大道无极——赵无
极百年回顾特展”、中华艺术宫 （上海美
术馆）“中国式风景——林风眠吴冠中艺
术大展”、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从塞纳
河到光华路：‘装饰’的现代化”等展览
相继举办，让观众不仅可以邂逅美术佳
作，还可以重温百余年以来中国美术的发
展历程。

此外，2024 年中国美术馆“心意——
意大利佛罗伦萨艺术学院院士邀请展”、中
国国家博物馆“率真与真实——卡拉瓦乔
的艺术世界”等多场展览，促进中意两国
开展绵延不断的文化对话。

2025 年是中国和瑞士建交 75 周年。作
为预热，“瑞士经典设计展”近期在北京今
日美术馆举办，为观众打开了一扇了解瑞
士设计与创新精髓的窗口。

同样引人注目的还有在中国国家博物
馆举办的“美的多元——古希腊的艺术与
生活”展览。这场展览通过丰富的展品，
生动再现了古希腊人从新石器时代至古典
时代晚期对于美的不懈追求。

在欧洲美术佳作“引进来”的同时，
中国美术作品也“走出去”，带给欧洲观众
独特的东方审美感受。

2017 年，首届“中欧国际艺术双年展”
在捷克布拉格启动。双年展以两年一届的
机制，为民族美术走向世界、全球共享中
国艺术成果搭建了平台。此后，奥地利维
也纳分别于 2019 年、2023 年举办双年展。
2025 年春季，“中欧国际艺术双年展”即将
迎来第四届，届时将在上海举办。

此外，2024 年 11 月，“中国写意——来
自中国美术馆的艺术”专题展览在匈牙利
国家博物馆举办，58 件中国画、油画、版
画及雕塑作品亮相，为当地观众呈现中国
美术的写意精神与人文内涵。

2024 年 9 月，“敦耀光华——清华大学
美术学院敦煌艺术研究及设计成果巴黎特
展暨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巴黎中国文化中
心举办。展览汇聚 20 世纪初留欧艺术家、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校友以敦煌莫高窟为母
题的艺术作品，凸显出该学院对于敦煌艺
术的研究、传承与创新性。

2024 年 10 月 ， 中 国 当 代 艺 术 家 群 展
《目：中国境象》 亮相法国巴黎蓬皮杜中
心，向欧洲观众推介 20 余位出生于 1970 年
代末期至 1990 年代初期的中国当代艺术家，
展品涵盖视频、绘画、雕塑、装置、摄影
和新媒体等类别。

在这些展览中，人们重温近一个世纪
以来的中欧美术交流经验，近距离感受不
同民族之间跨越时空的文化对话。未来，
相信中欧美术交流将再续前程。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
研究所）

本报电 （记者赖睿） 为迎接乙巳蛇年春节的到来，
由中国美术馆主办的“四时玩趣——中国美术馆藏民间
美术迎春展”近日与观众见面。本次展览是中国美术馆

“典藏活化”系列展，遴选近 200 件 （套） 馆藏民间美术
精品，从“祈·趣”“生·趣”“童·趣”“教·趣”四
个方面，诠释“四时玩趣”的美学情境。

根植于农耕土壤的中国民间美术，不仅是民俗文化
中造物美学的体现，也是中国老百姓与自然和谐共生、
相生相长的生命精神的写照。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天人
合一”，崇尚人与自然和谐统一。同样在中国民间美术
的世界里，无论天上地下，过去未来，宏观微观，所有
事物可以交陈互处，浑然一体，顺四时之序，拥抱天地
之美，洋溢着艺匠们的创造激情。这些民间美术作品不

仅是广大艺匠个人愉悦的审美实践，也给世人带来温暖
与喜悦，使中国悠久的民俗美学在这片土地上生生不
息，永葆活力。

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表示，中国民间美术造物洋
溢着“玩”“趣”的美学品质。“玩”，既包含游戏游玩、
群体娱乐的方式，也有自娱自乐、自我精神愉悦的实
践；“趣”字既有兴趣、情趣、趣味之意，也是一种人
生精神的体现。“玩”与“趣”的结合，表达了一种人
生哲理，提醒人们追求有意义、有价值的生活方式和人
生目标，不断寻找和发现生活中的乐趣与美好。他说，
中国美术馆举办此次展览，意在深入挖掘民间美术蕴含
的精神力量，弘扬向上向善的民俗美学品质，在守正创
新中推进文化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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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光溢彩 太平有象
——诗画里的灯彩

赵文成

“四时玩趣”迎新春

进入 1月，北京、上海等全国多地
新年灯会纷纷拉开帷幕。逛灯会、赏花
灯，历来是中国人庆祝新春佳节、祈愿
人寿年丰的重要民俗活动。

中国的灯起源很早，灯具更为繁多。
就古代灯具而言，就有铜灯、铁灯、瓷
灯、玉石灯、宫灯以及各种装饰性灯具
和灯彩。其中，灯彩不仅具有一般灯具
的照明功能，而且更侧重于观赏性、娱
乐性，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节令风物，
因此也被称作“花灯”。在传统节日中，
人们常常以灯增彩，借灯助兴，火树银
花洋溢着喜悦与温暖，寄托着人们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

▲ 蛇盘兔 （剪纸）       胡凤莲作

人们在 2025 上海豫园民俗艺术灯会上赏灯。                                     新华社记者  刘  颖摄

▲ 观灯图 （中国画）   李  嵩作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 十二月令图 （正月）（中国画）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