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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气满满，喜“宵”颜开

元宵节是农历新年的第一个
月圆之夜，自古以来就有放灯和观
灯的习俗，赏灯是元宵节必不可少
的一环，各地也推陈出新，将灯会
玩出了不少花样和特色。

“吴中风俗，尤竞上元”，苏州
灯会的习俗源远流长，作为苏州灯
会的典型代表，古胥门元宵灯会迄
今已成功举办二十三届。

今年，结合2025年“非遗贺新
春——古城过大年”全国主会场活
动暨苏州市非一般的“酥”年活动，
沧浪街道开展“第二十四届古胥门
元宵灯会”系列活动，由国家级代
表性传承人汪筱文及其团队制作
的多组大型灯组，于1月 23日 18
时点亮。其中蛇年主题的主灯组
《瑞蛇嘉年》宽15米、高3米，安装
在古胥门瓮城旧址上；一组灯廊
《好运连廊》长约18米，安装于广
场前侧靠近游船码头处；还有一组
长3米、宽4米的小型灯组《泊舟灯
影》，安放在广场南侧。

2月 9日，广东肇庆举办了广
府文化庙会，元宵花灯展正式亮
灯。庙会上，封开县的鲤鱼灯舞备
受瞩目，鲤鱼灯由一群雌鲤及幼鲤
组成，舞起来刚柔相济、灵巧活泼，

把鲤鱼在水中的生活情景表现得
淋漓尽致，寄托着“年年有余”“鲤
鱼跃龙门”等美好愿望。

2月10日至2月12日，琼海市
龙江元宵灯会如期而至。据悉，此
次传统非遗花灯展活动以“继往”
为理念，分为花灯开幕、花灯展示
及花灯巡游三个部分，生动呈现龙
江镇百年的花灯文化。

2月12日下午，在合肥骆岗公
园举办的“祥蛇献瑞闹元宵”民俗大
游园活动中，会有“肥东洋蛇灯”表
演、大头娃娃和腰鼓、秧歌舞，还有
莲湘舞、“虾子灯”等表演。据了解，

“肥东洋蛇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是一项集舞蹈、音乐、武术于
一体的综合性艺术瑰宝，通常在春
节、元宵节等传统佳节期间闪耀登
场，每十八年舞一次。每舞一次，蛇
灯增加一节，每节长约1.6米，已跨
越数百年历史，传承至今。如今，“洋
蛇灯”全长约128米，其中蛇头长约
1.5米，蛇尾伸展近2米。

说到灯，自然绕不开自贡灯会。
据统计，截至2月 4日，第 31

届自贡国际恐龙灯会（以下简称
“第31届自贡灯会”）已接待游客
90.87万人次，门票收入达1.02亿

元，同比分别增加36.2%、29.8%。
这届灯会打造了“迎春贺年”

“侏罗纪河谷”“阆苑仙境”“欢乐盛
典”“自贡年轮”“文明交辉”“一路
繁花”七个板块，构筑起美轮美奂
的灯海盛景。现场还“搬”来了“灯
会博物馆”，汇集全国15个省市的
47件非遗彩灯精品。分为东、西、
南、北、中五个单元，有以“精、细、
美、雅”著称的江苏明式宝盖六方
走马灯，以“没有骨架”为特点的汴
京灯笼张“五谷丰灯”等。

“没想到灯会把《黑神话：悟
空》也搬进来了！”2月6日，在灯会
现场，来自山东的游客赵刚带着孩
子，兴奋不已。抬头见15米高的孙
悟空身穿锁子黄金甲、头顶凤翅紫
金冠，脚踏藕丝步履鞋，手持如意
金箍棒，造型威风凛凛。据了解，该

“齐天大圣”灯组融入了机甲风，让
孙悟空的机甲面罩定时开合，增加
灯组的互动性与观赏性。

在此元宵佳节，来一碗热乎
乎、糯叽叽的元宵吧，让人间灯火，
温暖你我。

（综合新华社、央视网、四川新
闻网、《青岛晚报》、大皖新闻、《海
口日报》等）

编者按

“千门开锁万灯明，正月中旬动帝京。三百内人连袖舞，一时天上著词声。”这首诗的作者是唐代诗人张

祜，描写的是唐朝时长安的元宵节景象：家家灯火，处处歌舞，热闹非凡。

元宵节主打一个“闹”字，古时如何热闹我们只能从文献中探寻，现在的热闹却可以亲身感受。春节假期

结束后，春节的余韵仍在热闹与祥和中悠悠延续，直到在元宵节这天再次掀起高潮。今年，各地的元宵节活

动如火如荼且独具特色，民俗表演、歌舞晚会、灯会灯展……人月团圆元气满，传统与创新的碰撞，让乙巳蛇
年的元宵多姿又多彩。

年有非遗兴正浓

2024年12月，“春节——中国人庆祝
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入选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2025年春节成为首个“非遗版”春节，也让
今年春节的“非遗味”格外浓郁。

“过年的画”走下墙，融入百姓生活；
“百态泥人”的造型和色彩融入现代审美，
增强时代表达；“年货麻花”让人们在一口
香酥中品尝“幸福味”，诸多创新品种赢得
国人青睐……在拥有49项国家级和357
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天津，传统技艺
与现代创新碰撞出绚丽火花，天津元宵节
市场，非遗带动效应明显，不仅为市民游
客带来丰富文化体验，也赋予了传统年俗
新的生命力。

2月 9日上午，2025年青岛萝卜·元
宵·糖球会在海云广场正式开街，青岛市

“沿着黄河遇见海”沿黄九省（区）非遗手
造大赏也于当天同步启动。

四川的阿坝挑花羌绣，甘肃的天水雕
漆、夜光杯，宁夏的黄河石胡杨木雕刻，河
南的黄河泥沽沽……活动现场，18位来自
沿黄九省（区）的非遗手造大师和50位山
东省内、青岛市内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携手
造精品集中亮相、展示展销。“唐诗名句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讲
的就是我们甘肃制作的夜光杯。”来自甘
肃的国家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刘宝
莲激动地讲述着参展的喜悦心情。

活动现场，市民、游客被各类沿黄流
域非遗名品吸引，感受到黄河文明精粹和
非遗的独特魅力。“看到这么多精美的非
遗作品，感觉非常震撼，仿佛穿越了时空，
看到了沿黄流域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
化。”市民王璐表示此行受益匪浅。

而海口市民游客期待已久的2025年
海口元宵烟花晚会将于2月12日晚上在
海口湾绚丽启幕。本次烟花晚会以“海口
湾 看烟花”为主题，被定为Ⅰ级烟花表演，
晚会由两部分组成：20分钟的大型无人机
表演和20分钟的烟花表演。无人机表演将
率先惊艳开场，3000架次的大型无人机将
呈现多个动态3D立体图案，随后，“海上
生花”烟花秀将绘就如梦画卷，届时绚烂
的光影将倒映在海面上，多款海口专属高
空礼花弹将亮相。值得一提的是，据透露，
火爆全网的“七彩祥云”烟花也将首次亮相
海口，有人形容这个烟花“仿佛召唤出一片
遥远时空的宇宙星云”，让人十分期待。

据悉，此次焰火表演的团队来自被誉为
“中国花炮之乡”的湖南浏阳，浏阳花炮制作
技艺更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

一项项非遗，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
晶，是中华文明绵延传承的生动见证。非
遗与年俗的深度融合，让这个元宵特别

“够味儿”。

灵蛇贺新，福满元宵。今年的
元宵节不仅非遗味儿浓，文艺含量
也高。

2月7日，2025年云南省“我们
的节日·元宵——民族团结庆元宵
欢乐祥和共团圆”主题文明实践示
范活动，在普洱市宁洱哈尼族彝族
自治县普洱古镇举办，各族儿女欢
聚一堂，欢乐闹元宵，共庆团圆年。
活动共分为“誓词碑前，续写团结”

“普洱山下，茶香筑梦”“锦绣普洱，
文明新章”三大篇章。情景舞蹈《剽
牛盟誓》重温26个民族代表歃血
盟誓、刻石为记，建立普洱民族团
结誓词碑的历史故事。伴随着恢宏
激昂的旋律、振奋人心的歌词，歌
曲《领航》响彻现场，抒发出群众爱
党爱国的真挚情感。在舞蹈《茶韵》
中，采茶女背着茶篓跳跃而出，舞
姿灵动……当一碗碗热腾腾的汤
圆送到群众手中，人们相互送上节
日的祝福，传递温暖。

2月 9日，“万巳如意 福映海
峡”2025年元宵节海峡两岸民俗

文化活动在福州启幕。此次活动设
置1个主会场和3个分会场，主会
场位于福州晋安湖公园青鸾广场。
来自台北的台湾新世纪文化艺术
团团长利珍·妮卡儿携12名台湾
演员一起在民俗大舞台上演出。舞
台周围，民俗手作大集集合了两岸
文创手艺人的奇思妙想，吸引众多
游客驻足观赏。

吉林省直文艺院团精心筹备
文艺盛宴，从 2月 10日到 2月 13
日，陆续奉上“转歌漫舞 戏迎元
宵”二人转专场演出、经典大戏吉
剧《桃李梅》、《金蛇狂舞闹元宵》乙
巳年新春民族管弦音乐会、《国韵
华章 乐响元宵》交响音乐会等6场
精品演出，用优质的文艺供给不断
增强人民群众文化获得感、幸
福感。

“欢天喜地闹元宵！”2 月 12
日，合肥准备了丰富多彩的“文化
大餐”，在骆岗公园，有“祥蛇献瑞
闹元宵”民俗大游园活动，在城隍
庙，则有“金蛇迎春闹元宵”专场文

艺演出。2月12日下午，在合肥城
隍庙“金蛇迎春闹元宵”专场文艺
演出舞台上，龙腾狮跃闹元宵，京
剧《智取威虎山》选段、相声《庐韵
包公》、川剧变脸、杂技《花香碟舞》
等节目将轮番上演；台下设置非遗
展区，周围结合庐州灯会的场景布
置，营造浓厚的节日氛围。

苏州图书馆北馆会举办“‘阅’
享新春 喜乐元宵”读者猜灯谜活
动，内容涵盖传统文化、现代科技、
热门影视、科普知识、历史人物等，
市民们可前往打卡解谜，打包苏图
文创。

株洲文化园设置有“顶呱刮”
春节大富翁游园活动。市民可以通
过大富翁游戏形式，以积分制参与
园内各项活动，园内的图书馆、文
化馆、戏剧传承中心都设置了丰富
多彩的文化体验活动与小游戏，同
时园内还精心打造祥鼓阵、红娘
阁、财神道、添福路、锦鲤池等打卡
点，为市民游客营造欢乐祥和的节
日氛围。

文艺助力闹元宵

以灯为媒庆佳节

元宵节将至，又到了吃元宵、汤圆的时候了。每
每这个时候，元宵和汤圆总让一些人分不清楚。二者
到底有何区别？

民俗学者、天津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来华说，
“元宵”是北方人的叫法，“汤圆”是南方人的称呼，二
者都是糯米粉制品，却有着诸多不同。

元宵一般只用甜类馅料，常见的有红豆沙、黑芝
麻、核桃仁、枣泥、巧克力等。制作时先将馅料制成小
块，再蘸上水，在盛着糯米面的笸筐内滚，一边滚一
边洒水和添粉，使其自然沾满糯米粉并滚成一个个
圆球状，表皮松软，雪白的样子煞是好看。

传为上元节期间，元代大都（即今北京）的糕点
铺，为使人方便快捷地吃上节令食品，首创了摇制
法。明代刘若愚对此有详细记载：“其制法用糯米细

面，内用核桃仁、白糖、玫瑰为馅，洒水滚成，如核桃
大。”因系正月十五晚上食用，直接取名“元宵”。时至
今日，每年元宵节前夕，在天津地区还常见食品店前
摆上类似圆形的浅壁铁皮装置，用来快速滚制元宵，
以满足排队购买元宵顾客的需要。

王来华进一步指出，汤圆与元宵相比，表皮选
用精细的糯米粉，用手直接包制，有点像北方人包
饺子，包制好的汤圆外表光滑，口感黏糯；馅料则
素、荤皆可，素馅除了与北方的甜类馅料大体相同
之外，还会加上新鲜水果，如草莓、菠萝、鲜橙等，而
荤馅则是各种肉类，口味多甜咸。有诗云：“香泽糯
米做汤圆，沸水飘银富贵咸。入口绵甜滑润爽，阖家
欢乐醉天年。”

吃元宵、汤圆以水煮为主。煮元宵需要的时间比

较长，煮后汤比较浓；煮汤圆需要的时间比较短，煮
后汤比较清。不论是元宵还是汤圆，均可采用蒸、油
炸、烤甚至拔丝等多种方法食用。

不论是“滚”出来的元宵，还是“包”出来的汤圆，
形状都是圆的，寓意团团圆圆、圆圆满满，寄托了人
们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愿望。

王来华表示，与北方人在正月十五吃元宵不同，
南方人吃汤圆，首日就在大年初一的早上；正月里的
一些拜祖祭神的节日，汤圆也是重要供品；到了元宵
节，南方人也会接着吃汤圆，以示吉祥。

如今，元宵和汤圆口味越来越多。“元宵和汤圆
固然好吃，但因其多粘硬，吃的时候还要有所节制，
慢性病患者、老人和孩子更不宜多吃。”王来华特别
提醒说。 （新华社周润健）

元宵和汤圆，你分得清吗？

独具魅力的元宵节，让许多文人墨客
爱到了骨子里。16句应景诗词，与君共度
佳节。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

在，灯火阑珊处。

——宋·辛弃疾《青玉案·元夕》
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宋·欧阳修《生查子·元夕》
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

——唐·苏味道《正月十五夜》
灯火钱塘三五夜，明月如霜，照见人

如画。

——宋·苏轼《蝶恋花·密州上元》
月色灯山满帝都，香车宝盖隘通衢。

——唐·李商隐《观灯乐行》
趁闲身未老，良辰美景，款醉新歌舞。

——宋·赵长卿《探春令·元夕》
三百内人连袖舞，一时天上著词声。

——唐·张祜《正月十五夜灯》
风吹玉漏穿花急，人近朱阑送目劳。

——宋·曾巩《上元》
来相召、香车宝马，谢他酒朋诗侣。

——宋·李清照《永遇乐·落日熔金》
懒随翠影红香走，自买梅花插烛看。

——宋·王镃《元宵》
谁教岁岁红莲夜，两处沉吟各自知。

——宋·姜夔《鹧鸪天·元夕有所梦》
美人慵翦上元灯，弹泪倚瑶瑟。

——宋·朱敦儒《好事近·春雨细如尘》
但愿暂成人缱绻，不妨常任月朦胧。

——宋·朱淑真《元夜》
今夕知何夕，团圆事事同。

——宋·周必大《元宵煮浮圆子》
长衫我亦何为者，也在游人笑语中。

——金·元好问《京都元夕》
不展芳尊开口笑，如何消得此良辰。

——明·唐寅《元宵》

（据央视新闻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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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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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宵节，又称灯节、元夕、上元节，2008
年 6月，元宵节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它是一年之中第一个月圆之夜，
也是春回大地、万物复苏的开始，元宵之
夜，大街小巷张灯结彩，人们踏月走桥、观
灯彩、猜灯谜、放烟花……将从除夕开始延
续的庆祝活动推向又一个高潮。

元宵节的节期与节俗活动，是随历史
的发展而延长、扩展的。就节期长短而言，
汉代才一天，到唐代已为三天，宋代则长达
五天，明代更是自初八点灯，一直到正月十
七的夜里才落灯，整整十天。与春节相接，
白昼为市，热闹非凡，夜间燃灯，蔚为壮观。
特别是那精巧、多彩的灯火，更使其成为春
节期间娱乐活动的高潮。至清代，又增加了
舞龙、舞狮、跑旱船、踩高跷、扭秧歌等“百
戏”内容，只是节期缩短为四到五天。

（综合人民网微信公众号、新华视点微
信公众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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