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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腾闹元宵欢腾闹元宵 情溢桑梓地情溢桑梓地
——地域元宵节特色民俗活动扫描

■中国城市报记者 胡安华

春到人间人似玉，灯烧月
下月如银。2月5日农历正月
十五，一年一度的元宵节如约
而至，天南地北万家灯火闹元
宵，一碗汤圆盈瑞气。

趁着节日余韵尚存，中国
城市报记者带您走进吉林省
吉林市、江西省赣州市以及陕
西省铜川市耀州区的元宵节
民俗活动，细品地方特色佳节
盛景。

吉林省吉林市
“三灯”照耀团圆夜

“北国江城”吉林省吉林市
的元宵夜里，松花江水仿佛浩
瀚天河，明月清辉笼罩晶莹冰
灯，河灯闪烁如同群星辉映，彩
灯连绵犹似天上街市……于此
热闹繁华中，随着赏灯的人群
穿过高跷秧歌队，再同那些滚
冰的、躲灯的人们一起，能径直
走进“吉林乌拉”的文化记忆。

据《吉林通志》记载：“吉林
谓沿，乌拉谓江。”“吉林乌拉”
即吉林市，意为“沿江的城
市”。吉林市因与吉林省同名，
曾叫“永吉县”。据老版《永吉
县志》记载：“（该县人）元宵节
以粉餈祀祖先，街市张灯三
日。金鼓喧阗，燃冰灯放花爆，
陈鱼龙，曼衍、高跷、秧歌、旱
船、竹马诸杂剧。是日，男女出
游，填塞衢巷。”这段文字生动
描述了早年间永吉县过元宵节
时全城一派欢腾，人们进行多
种庆祝活动的热闹景象。

吉林艺术学院东北民间艺
术研究中心研究生鲍杰表示，
从古至今，全国各地过元宵节
都有赏灯的习俗。在吉林市，
这一习俗则更为独特，叫“赏三
灯”，即“赏冰灯”“赏河灯”“赏
彩灯”。每逢元宵之夜，彩灯处
处高悬，冰灯烛火摇曳，河灯蜿

蜒如龙，三灯齐放，交相辉映，
场面蔚为壮观。

其中，“赏彩灯”习俗由来
已久。旧时，吉林城的牛马行
街开灯市售卖彩灯，元宵节时
千盏彩灯纷纷挂起，有龙灯、凤
灯、金鱼灯、走马灯，还有大型
的以十二生肖为样式的兔灯、
牛灯、马灯、羊灯……这个历史
悠久的习俗如今与光电技术相
结合，愈发多姿多彩。据介绍，
吉林市元宵节“赏彩灯”活动近
年最多展出过4000多盏彩灯。

“赏三灯”中的“赏冰灯”
“赏河灯”则极具地域特色。生
活在松花江流域的人们，对冰
雪的利用充满着智慧，他们于
江上取冰制灯或用瓦盆自制冰
灯，形状各异，造型独特。“瓦盆
冰灯的制作工艺很有生活气息
——在瓦盆中注满水，放到室
外冻成冰；冰被冻实后，将盛着
冰的瓦盆放在炉子上，不一会
儿瓦盆就松脱了，再把盆取走，
留下冰罩；在冰罩里放上蜡烛，
固定住，一盏冰灯就做好了。
各式各样的冰灯照亮千家万
户，将远方游子归家的心也照
得亮堂堂的，可谓是‘天涯共此
灯’。”鲍杰表示。

侯俊英是吉林市申报的“松
花江放河灯”这一国家级非遗项
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她扎制的

“莲花灯”“龙头凤尾灯”“佳节月
圆灯”等河灯样式独具民俗风
情。春节前，侯俊英与众人顶着
凛冽寒风，带着河灯来到松花江
边，根据风向精心选择放灯位
置，使河灯平稳飘荡于江面之
上，成为一道亮丽风景线。

在吉林市，元宵当天最热
闹的活动还有高跷秧歌。踩高
跷、扭秧歌，几十人成群结队，
身着五颜六色的服装，脚踩1
米以上的高跷，锣鼓喧天、唢呐
悠扬，在最繁华热闹的街道进
行游行式演出。有部分老吉林

市人还会开展富有特色又十分
接地气的元宵民俗活动，比如
滚冰——在冰面上打滚、躲灯
——躲着不看娘家灯、抹黑
——互相涂黑脸等。

江西省赣州市
香火龙、客家灯彩显魅力

敲锣打鼓、火龙出场、众人
祈福……元宵佳节前一天，位
于江西省赣州市龙南市里仁镇
的栗园围热闹非凡，闻讯而来
的人们聚在一起观看当地庆
元宵传统客家民俗——香火
龙表演。

“关于香火龙的起源，一说
是早年间村民用香火扎在稻
草龙上点燃来驱恶避邪送瘟
神；另一说是栗园围李家后裔
以舞香火龙来纪念先人功德。”
据栗园围第二十二代传人李育
智介绍，栗园围人口众多，大家
往稻草龙体上插线香，有祈祷
新一年里五谷丰登和风调雨顺
之意。

你参与、我参与，不一会儿
功夫，一条插满香枝的香火龙
成型了。伴随着请龙爆竹声，
遵循传统的客家人高举着香火
龙舞出祠堂，在村内外走街串
巷，尽情展示着娴熟的技艺和
火龙神韵。

中国城市报记者了解到，
龙南香火龙的道具为就地取
材，用稻草扎成龙身、用线香造
型，再用柯树灰和草纸做成的
火花加以点缀，表演人数一般
在10人以内。龙南香火龙不
像别处的香火龙那样分节或者
分筒，而是连续不断的长龙，舞
起来星光闪闪、火浪滚滚，加上
呼龙语、鞭炮声、锣鼓声、喝彩
声贯穿始终，整个表演既热闹
又刺激。

看完香火龙表演，让我们
把视线再落到“灯”上。在赣
州市瑞金市冈面乡上田村蔡
屋，客家灯彩表演队相聚一堂
为人们进行特色表演，欢庆元

宵佳节。
“对于我们的村民来说，每

逢元宵节看车灯、马灯、茶灯表
演才有过节的味道。”上田村党
支部书记蔡忠平表示，在元宵

节当天，只要“咚咚咚”锣鼓声
一响，村民们都会围观表演，场
面热闹非凡。

伴随着二胡、笛子的齐奏
旋律,热闹的彩灯表演拉开了
当地闹元宵的帷幕。“花灯飘飘
拜年来，脚踏贵府龙门开……”
一曲《祝赞歌》，更是把元宵欢
庆的氛围推向高潮。

据了解，客家灯彩在冈面
乡流传的种类较多，有龙灯、马
灯、茶灯、扇子灯等，而车灯则
是上田村蔡屋土生土长的灯彩
类型。蔡屋车灯是由历史人物
至瑞金赴任后的相关活动演变
成的客家灯彩种类，它融汇了
历史故事、赣南民间采茶曲
调。车灯、采茶调是成套车灯
表演的主要特征，具有一定的
历史、文化、艺术价值。

“去年元宵节的车灯表演
我也参与了，很热闹，看的人也
不少。”今年51岁的表演者
蔡凤莲表示，她18岁便开
始在上田村农民剧团学艺
演出，基本一有表演邀约
都会参与。

上田村农民剧团是冈
面乡原文化站站长蔡秀柱
组建起来的。在他的引导
下，蔡屋的“半班戏”焕发
新的生机。在推动传统地
方戏曲表演发展壮大的同
时，蔡秀柱恢复了蔡屋车
灯、冈面茶灯歌子、渡头高
社、竹园八仙灯、打花鼓等
多种灯彩表演。

“元宵节的灯彩表演
让大家切实感受到中国
传统节日的魅力，而且车
灯、马灯也寓意着希望光
明，表达着我们对于新年
美好生活的期待。”蔡秀
柱说。

陕西省铜川市耀州区
火亭子送福呈祥

今年元宵节，陕西省铜川市
耀州区民俗社火表演精彩纷
呈。“北街的狮子，南街的龙，东
街的火亭子耍个红”，生动地描
绘了耀州区火亭子展演的热闹
景象。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各式
各样、五彩缤纷、栩栩如生的火
亭子光彩夺目，让团圆之夜显
得更加绚丽迷人、如梦如幻。
据了解，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
产项目耀州火亭子是一项融合
了美术、绘画、造型、花灯制作、
纸扎工艺于一体的传统手工技
艺，因其色彩艳丽、技法独特、
形象传神而深受群众喜爱。

今年春节期间，在耀州区
文化馆广场，早已亮相的火亭
子显得十分醒目。其中，代表兔
年主题的火亭子作品《玉兔献
瑞》成为今年最大亮点。憨态可
掬、手持“兔年大吉”手卷的卡通
兔形象在三只小兔的陪衬下，簇
拥在印有“福”字的寿桃周边，带
着美好愿景庆贺新年。耀州区
火亭子第四代传承人胡民才表
示：“古书记载‘赤兔大瑞、白兔
中瑞’，所以我将兔子和寿桃组
合起来的作品起名为《玉兔献
瑞》，寓意喜庆、长寿。”

此外，今年耀州区文化馆
还相继推出《太平有象》《倒装
壶》《公道杯》《鱼龙乾坤》等火
亭子作品，祈愿人们平安健
康、生活事业蒸蒸日上。据介
绍，耀州区经过半年的精心筹
备，完成制作了此次火亭子作
品，用精湛的技艺勾勒温暖时
光、推广耀州特色传统文化、展
现纸与灯的流光魅力，为群众
营造出欢乐、祥和、喜庆的节日
氛围。

吉林省吉林市特色冰灯。民俗家曹保明供图

江西省赣州市龙南市里仁镇栗园围的香火龙表演。蔡 华摄

在陕西省铜川市耀州区文化馆

广场上展示的火亭子作品——《玉

兔献瑞》。 程和平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