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全义
吃元宵、舞龙、舞狮、踩高跷、

划旱船、赏花灯、猜灯谜……元宵
节到来，我市文化活动丰富多彩。
这些活动以热烈喜庆的民俗意蕴
和团圆浪漫的文化内涵大放异彩，
人们抓住“春节的尾巴”，尽情“闹”
元宵。

元宵节与春节、清明节、端午
节、中秋节等都是中国的传统节
日。元宵节源于汉代，是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被视为中国的传统
情人节，是众多传统节日中最热闹
的一个。正月十五闹元宵，一个

“闹”字，妙不可言。
元宵节文化内涵丰厚、源远流

长。
“团圆”是元宵节文化的核心

内涵。元宵节得以传承是因为所
蕴含的文化意义：团圆。圆滚滚的
元宵（或汤圆）象征着团团圆圆，寄
托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元
宵节是春节年俗中最后一个重要
节日。从腊八拉开过年的序幕，到
腊月廿三过小年，再到除夕守岁、
新春拜年，最后到元宵节，才算一
个完整的春节，整个过程充满浓郁
的文化味。整个过年的过程都是
在弘扬传统节日文化，增强民族
文化自信。

元宵节是中国的传统情人节，
是一个浪漫的节日，充满诗情画意，
与爱情联系在一起，被赋予特有的
文化内涵。历代诗词中有很多借元
宵咏灯抒发爱慕之情的诗句。“去年
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
人约黄昏后。今年元夜时，月与灯
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
这是欧阳修在《生查子·元夕》中表
达对昔日恋人的一往情深。在封
建社会中，年轻女孩不允许出门自
由活动，但是过节却可以结伴出
游，元宵节赏花灯是一个联谊的好
机会。“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

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辛弃疾
的 《青玉案·元夕》 一词构思精
妙，含蓄婉转，余味无穷。

元宵节活动有利于促进社会
和谐。中国传统节日的庆祝活动
大多在家族和私人生活空间举行，
而元宵节民俗活动如舞龙、舞狮等
是在公共场合举行的群体性活动，
以热烈奔放、轻松快乐为主调，这
点也是元宵节的特色。这些活动
可以加强民众的社区认同感，有助
于创建社区的和谐氛围。

在 创 新 中 弘 扬 传 统 节 日 文
化。元宵节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精
神意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弘扬传统节日文化，我们
传承的不仅仅是一个节日，更是中
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同时，不仅要
传承，更重要的是发展创新。去
年河南广播电视台创作的《元宵奇
妙夜》等“中国节日”系列作品，通
过创新弘扬了传统节日文化内涵，
赢得了观众的喜爱。而本报报道
过的省级非遗项目何庄村的青龙
舞通过不断创新，非遗变产业，成
为群众致富的项目。北京冬季残
奥会的吉祥物雪容融就是以元宵
节标志之一灯笼为原型进行设计
创作的。

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与
魂，是文化自信的源头活水。作为
文化的重要载体，传统节日体现了
中华民族的传统信仰、伦理道德、
价值观念、行为规范等，这些丰富
的历史文化内涵，赋予传统节日以
巨大魅力，并以潜移默化的方式，
将中华民族的精神操守、道德力量
植入人心。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不
忘本源才能开辟未来，善于创新才
能更好继承。弘扬传统节日文化
就是在打造最持久、最深沉的文化
自觉、文化自信。

弘扬传统节日文化，把根留
住！

弘扬传统节日文化

明天是元宵佳节。元，意为
“一”，正月为农历一月；宵，意
为夜。元宵则是每年的首个月圆
之夜。西汉司马迁编制 《太初
历》，将元宵节列为重大节日。古
往今来，文人墨客写下无数吟咏
元宵节的诗词。

初唐四杰之一卢照邻的《十
五夜观灯》一诗展示了大唐王朝
元宵节的盛况：“锦里开芳宴，兰
红艳早年。缛彩遥分地，繁光远
缀天。”唐朝的首都长安实施宵
禁。但在元宵节前后三天却取消
宵禁，以方便百姓赏灯。在这三
夜内，上至王公贵族下至贩夫走
卒，无不出外赏灯。以至于长安
城里车马塞路，人潮汹涌，热闹
非凡。“别有千金笑，来映九枝
前。”写人们在节日之夜观灯赏
月，尽情歌舞游戏。青年男女在
这个欢乐祥和的日子里，自由地
相互表达爱慕之意。

宋代元宵张灯的日子自太祖
开始增加为五天。皇帝们甚至标
榜“与民同乐”，在元宵节的晚上
登楼与近臣饮宴。因为放灯时间
延长，商人无不绞尽脑汁推出新
型花灯。猜灯谜活动使得元宵的
节日习俗更加丰富。“灯火家家
有，笙歌处处楼”，大文豪苏东坡
告诉我们宋代的元宵节盛况空
前。范成大也有诗称：“吴台今古
繁华地，偏爱元宵影灯戏。春前
腊后天好晴，已向街头作灯市。”

女诗人朱淑贞也在《元夜》中吟
道：“夸豪斗彩连仙馆，坠翠遗珠
满帝城。一派笑声和吹鼓，六街
灯火庆升平。”这些诗句反映在宋
代元宵节，人们不仅能观灯赏
景，还可以看到歌舞社戏的场面。

元代大诗人元好问笔下的元
宵节，光影摇曳含蓄动人。在
《京都元夕》一诗中，“袨服华妆
着处逢，六街灯火闹儿童。”开头
两句写京都元宵的热闹场面，游
人们穿着华丽，大街小巷到处在
舞弄花灯。“长衫我亦何为者，也
在游人笑语中。”诗人这个穿朴素
长衫的读书人做什么呢？也在游
人欢声笑语的气氛中赏灯猜谜。
诗人用短短的诗句，写出了元宵
夜的盛世繁华。

明代诗人唐寅的《元宵》意境
优美感人。“有灯无月不娱人，有月
无灯不算春。”紧密结合元宵节的特
定环境发出感慨。明代张灯的日数
自太祖始增为十日，白昼为市，热
闹非凡，夜间燃灯，蔚为壮观。多
彩的灯火使新春佳节的娱乐活动达
到高潮。“满街珠翠游村女，沸地笙
歌赛社神。”绘声绘色，元宵景物毕
现。“不展芳尊开口笑，如何消得此
良辰。”以感慨结句，“娱人”“笙
歌”“开口笑”“消良辰”连成一
线，组成了一幅元宵喜乐图。

“正怜火树千春妍，忽见清辉
映月阑。”在诗词中回味元宵节也是
一种对传统文化的继承。 本报综合

古诗词中的元宵节

元宵张灯是我国的传统习
俗。古往今来，不仅有大量脍炙
人口的元宵咏灯诗，还有无数情
趣盎然的元宵吟灯联。

南宋有个叫贾似道的人镇守
淮阴（今扬州）时，有一年上元
灯节张灯，门客中有人摘唐诗诗
句作门灯联“天下三分明月夜，
扬州十里小红楼。”据说此联为我
国最早的灯联。此后历代都有人
效仿，在大门或显眼的柱子镶挂
壁灯联、门灯联，不仅为元宵佳
节增添了节日情趣，也为赏灯的
人们增加了欣赏的内容。

被称为“父子双学士，老小
二宰相”的清代安徽桐城人张
英、张廷玉，皆能诗善对。有一
年元宵佳节，张府照例张灯挂
彩，燃放鞭炮。老宰相出联试
子：“高烧红烛映长天，亮，光铺
满地。”小廷玉思索时听到门外一
声花炮响，顿时领悟，对曰：“低
点花炮震大地，响，气吐冲天。”
天衣无缝，堪称妙对。

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恐怕是北
宋王安石妙联为媒的故事了。王
安石20岁时赴京赶考，元宵节路
过某地，边走边赏灯，见一大户
人家高悬走马灯，灯下悬一上
联，征对招亲。联曰：“走马灯，
灯走马，灯熄马停步。”王安石一
时对不出，便默记心中。到了京
城，主考官以随风飘动的飞虎旗
出对：“飞虎旗，旗飞虎，旗卷虎
藏身。”王安石即以招亲联应对
出，被取为进士。归乡路过那户
人家，闻知招亲联仍无人对出，
便以主考官的出联回对，被招为
快婿。一副对联，竟成就了王安
石两大喜事。

传说明成祖朱棣于某年元宵
节微服出游，遇一秀才，谈得颇投
机。朱棣出上联试他才情，联云：

“灯明月明，灯月长明，大明一
统。”那秀才立即对出下联：“君乐
民乐，君民同乐，永乐万年。”“永
乐”是明成祖年号，朱棣大喜，
遂赐他为状元。 本报综合

趣话元宵灯联

■文/图 本报记者 尹晓玉 郭 瑞
一名成年人用铁架子将一名幼童托举

在空中，伴随着锣鼓声欢快地扭着舞
步……这项被誉为“空中芭蕾”的传统民
间艺术叫肘胳。在召陵区万金镇栗门张
村，肘胳表演从清光绪年间便有了。一百
多年来，这种特殊的表演形式渲染着节日
的欢腾，也在这片土地上营造出浓郁的文
化氛围。

胳膊肘上“唱大戏”

肘胳是民间舞蹈的一种，主要分布于
河南、河北、山东、安徽等地，已有数百
年历史。肘胳表演分“座子”和“架子”
两部分，由体格强壮的成年人将一副像

“铁坎肩”的架子卡在双肩和胸前，身穿
戏袍，将“铁坎肩”遮挡在里面。“铁坎
肩”中伸出一个铁架，架上有一个小座
椅，一名幼童坐在上面，穿上长裙戏服，
遮住铁架和座椅。两者一大一小、一上一
下，由铁架联结在一起，整体造型高大，
将近3米。两人伴着锣鼓声进行表演，具
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地方特色。

2月11日，记者来到栗门张村，村文
化广场上锣鼓喧天，精彩的肘胳表演吸引
了很多村民观看。托举者随着欢快、奔放
的音乐，以腰部为轴心扭动双肘，踏着鼓
点有节奏地来回走动。上边表演的小孩拿
着鲜艳的彩带随着音乐起舞，场面欢快、
壮观。

今年47岁的村民张红霞从3岁开始
就坐上铁架子跟父亲一起表演肘胳。采访
当天，在架子上表演的其中一个孩子是张
红霞3岁多的孙女。“孩子越来越胆大，
比前几次表现好多了。”张红霞笑着说，

每年春节期间，该村的表演者都要进行十
多场演出。今年春节，他们还受邀去景区
表演了几次，非常受欢迎，现场掌声不
断。

发黄老账本记录传承史

2003年张红霞进入村委会工作后，
开始致力保护、传承村里的肘胳艺术。谈
及肘胳在栗门张村的发展史，张红霞从上
了锁的抽屉里拿出两本已经发黄、有老鼠
咬过痕迹的账本。“这里面详细记录了一
百多年前我们村肘胳表演的人员和收入等
情况。”张红霞说。

根据记载，清朝光绪年间栗门张村便
有了肘胳表演。“其实俺村的肘胳表演比
这上面记载的时间还要早。记录肘胳表演
的账本原有四本，1960年前后有两本被
老鼠毁坏。那时候大家还不懂它的价值，
就把损坏严重的两本烧了。”今年87岁的
村民张丙道告诉记者，二十世纪七八十年
代，栗门张村的肘胳表演深受人们喜爱。
他们不仅在自己村里演出，还经常在周边
村庄演出。晚上大家伙挑着灯笼看，有时
候能演一夜。

张红霞告诉记者，据老一辈人讲述及
她搜集的史料记载，肘胳表演最早是一种
祭祀方式，据传坐在上面的孩子可以消灾
免祸，长大后能降福添寿。因此，许多家
长以自家孩子曾演出过肘胳为荣。一百多
年来，栗门张村的肘胳表演几乎没有停
过。经过代代相传，村子里很多成年男性
和三四岁的幼童都能进行表演。

一百多年间，肘胳这项民间艺术在栗
门张村有过辉煌，也经历过低谷。肘胳表
演对于表演者各个方面要求严格：其一，

扛架者要身强体壮，还要
把握重心平衡；其二，铁
架上的孩子必须有定力，
立于高处不畏惧，还要进
行精彩的动作表演。二十
世纪九十年代后，随着村
里的青壮年都外出务工，
以及人们的娱乐方式的多
样化，看肘胳表演的人少
了，愿意演出的人也少
了，这项传统艺术一度面
临失传。

传统文化
焕发时代光彩

近年来，随着传统文
化的回归，肘胳受到当地
政府和群众的重视。表演
肘胳虽然只有两人，但表
演者要经历化妆、着装、
上架、下架等很多程序，
每一组人演出都需要五六
个人协助。组织一场演
出，加上乐队大概需要五
六十人。

每年从春节后到元宵
节前这段时间，栗门张村
都要组织村民进行表演。
从儿时坐在架子上表演到
成年后扛架子，张高松对
肘胳表演有深刻的体会和
成熟的经验。“我 7年前开始担任扛架
者。铁架子约 15公斤重，再坐上一个
孩子，一场表演下来很不容易。”张高
松说。即便如此，在他看来也必须坚
持演出，因为群众需要这种艺术营造
热闹的节日气氛，传统艺术也需要传
承创新。在栗门张村，和张高松有同
样想法的人还有很多。所以，只要有
演出，大家都是招之即来，无条件奉
献力量。这是肘胳在栗门张村得以传
承百年的基础。

乡村文化振兴为乡村振兴提供精神保
障。栗门张村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
群众参与文化事业的情绪高涨。肘胳表演
正在成为当地一张响亮的文化名片，绽放
新的光彩。“目前，肘胳有一些表演动作
已经失传了，有的工具也变旧了。下一
步，我们准备更换新的表演工具，并培养
一批专职演出人员，深入挖掘乡土文化潜
力，让传统艺术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
发展，形成保护和传承的良性循环。”栗
门张村村支书张军伟说。

召陵区万金镇栗门张村

肘胳：传承百年焕新彩

■本报记者 尹晓玉
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文化背

景的虎文物在造型、审美、内涵以及象
征意义上，都体现着当时、当地的厚重
历史与文化特色。我市博物馆里都有哪
些跟虎相关的藏品？它们又有着怎样
不为人知的故事？近日，市博物馆文
保专家朱振甫向记者介绍了“青玉虎
佩”和“虎形鎏金席镇”这两件馆藏
文物。

青玉虎佩 随身佩戴寓意吉祥

“贾湖文化遗址中出土有各种形制的
绿松石串饰、坠饰，可见八九千年前，人
们就有戴佩饰的习惯。《礼记》中记载：

‘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君子于玉比德
焉。’古人认为君子应该温润如玉，所以
我国很早就有佩玉的习俗。新石器时代中
晚期的红山文化、良渚文化中，生肖玉就

已开始频繁出现，玉龙、玉
虎较为常见。生肖玉通常指
的是动物造型的玉雕，它反
映了动物的习性特征，并被
赋予吉祥的寓意。”朱振甫
告诉记者，传世和考古发掘
出土的虎形玉器多做佩饰之
用。

市博物馆收藏的虎形
玉佩是战国时期的物品，
青玉所制，呈扁平片状，
长 5.2 厘米、高 3.7 厘米、
厚0.4厘米，整体雕成半蹲
卧的虎形，昂首作回首
状，长尾向后卷起，上唇

上翘，下颌及颈部钻两个小孔，用来系
绳索。“这块玉佩做工精美，通体以浅浮
雕技法雕成圆润的云雷纹，是战国时期
贵族阶层佩戴的饰品。”朱振甫说。

虎形铜镇 防席子卷边之物

汉代时期，席子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
常见的物品，上至皇帝下至百姓起居坐卧
皆用席。一般人家的席用蒲草、竹子等编

制，贵族用的席边沿多加装饰，非常华
美。如湖南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草席以麻线
束为经、蒲草为纬，编法与近代相近，边
沿包青绢或锦。皇帝后宫用的席子更讲
究。据记载，汉成帝宠赵飞燕姐妹，她们
住在昭阳殿时用的席子是用熊的毛皮作边
沿装饰，毛长一尺多，睡觉时把毛盖在身
上，在远处根本看不到睡觉的人。

为避免起身落座时折卷席角，人们
常在席子的四角放物品来压住，这种物
品古时叫“镇”，一般用铜制成。各地考
古发掘的铜镇完整的一套皆为四枚，镇
的高度、大小不等。为避免牵羁衣物，
铜镇的造型基本趋向于扁圆的半球体。
汉代出土最多的动物形镇常见的有虎、
豹、鹿、熊等。虎作为四方神兽之一，
以虎作镇不仅能压住席子，还具有辟邪
的作用。所以，在出土的铜镇中虎形镇
比较常见。

“我市博物馆现存的一枚鎏金虎形铜
镇，通体呈盘卧状，长6.4厘米、宽3.4厘
米、高4厘米。”朱振甫说，这枚铜镇中
的老虎闭目抿耳，前肢弯曲抱住后身，通
体鎏金，非常珍贵。

图片由市博物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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栗门张村的肘胳表演。

青玉虎佩 虎形鎏金席镇

■文/图 本报记者 张玲玲
今年38岁的席欢是漯河实验高中一

名美术教师。课余，他用画笔勾绘自己眼
中的世界，将漯河美景定格在油画里。近
日记者采访了席欢。

平时的教学中，席欢以教授素描、水
粉课程为主，但大学时学习油画专业的
他，毕业后一直坚持油画创作。“一方面
自己喜欢，另一方面想给学生树立榜样，
通过言传身教调动学生的创作热情。”席
欢笑着说。

席欢的办公桌上摆放着他的多幅油画
作品，其中以描绘沙澧河风光的风景画居
多。“除了上课、备课，只要有时间我就
会拿起画笔。”席欢说。席欢的父亲是一
位画家，耳濡目染之下，席欢从小就对绘
画产生了强烈的兴趣。“上小学的时候我
画了一幅堆雪人的画受到了老师表扬，画
面是一个孩子给雪人戴帽子，老师觉得那
个动作很传神。”席欢说，自初中开始，
老师经常鼓励他参加各种美术比赛或展
览，这也让他对绘画树立了信心。

高中时席欢开始背起画箱外出写生。
多年来，画画已成为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作为土生土长的漯河人，席欢对
河流有着特殊的感情。在席欢眼中，流动
的河水富有灵气、充满动感和生机。每个
周末他都沿沙澧河两岸写生，其作品中与
我市河流相关的就有几十幅。知道席欢喜

欢画画，同事、朋友外出时总会拍些照片
给他作为创作素材。

席欢将自己对家乡的热爱之情寄予创
作之中，作品充分展现了我市美丽的自然
风貌。其中一幅油画作品深深吸引了记
者：河流两岸树林茂密，一名女子蹲在河
边洗衣服，河面泛起层层涟漪，柔和的暖
色调令画面温暖而静谧。“这是汾河，是
一条很小的河流。决定画这条河时，我沿
河而行，进行踩点，最终选定这个安静的
位置。其实树林后面还有林立的高楼，但
是我创作的时候把它去掉了，这样有种天
人合一的感觉，画面看起来更协调。”席
欢说。

生机盎然的草地和澄澈的河水给人
以强烈的视觉冲击感，河岸边盛开着金
灿灿的油菜花，在蓝色天空的映衬下别
有一番韵味；春江水暖，河滩一角一群
鸭子结伴下水，河滩上是农民种的蔬
菜，远处是一望无际的田野……一幅幅
作品无不唤起人们对田园生活的向往。
为了追求光给画面增添的质感，席欢在
创作时常常要与时间赛跑。“创作时要捕
捉光感，尽可能把当时的画面都呈现在
作品中。”席欢说，他特别关注具有漯河
特色的景物。“咱们这儿河边的船，上面
带有自建的小房子，特别有意思，我遇
到时都会画下来。”

一路走来，席欢受到多位老师、前辈

的关心和指点，这让他深深感恩并铭记于
心。走上教师岗位后，他通过实际行动，
将自己受到的恩惠以同样的方式传递给学
生。平时席欢经常带着学生参观展览，并
鼓励学生创作、参展。功不负有心人。在
席欢的精心指导下，多名学生的作品在市
级展览活动中获奖。在近期举办的“我爱
母亲河”第二届“中邮杯”青少年书画比

赛活动中，他的多名学生的作品成功入
选，这让他很是欣慰。“我自己很享受绘
画带来的幸福，也希望学生们能在我的鼓
励下建立自信，并且在这条路上越走越
远。”席欢说。

席欢先后被评为漯河市教育系统优秀教
师、优秀辅导教师，被授予市“职工艺术
家”称号，其作品多次入展并获奖。

席欢：妙笔描绘家乡的河

席欢油画作品《家乡的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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