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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灯长明 源远流长

连日来，海口万绿园人声鼎沸，走进灯展
区，映入眼帘的是一组巨大的“蛇年纳福”彩
灯。这条灵蛇身披五彩斑斓的鳞片，口中吐出
一串串金色的福字，吸引市民游客纷纷驻足观
赏、拍照留念。

“太漂亮了！每年的灯展我都会来看，今
年的灯展更加绚丽、丰富。这里的氛围特别
好，年味十足，非常适合穿汉服来拍照打卡。”
家住附近的市民王映带着一家老小前来逛展
赏灯，忍不住连连赞叹。

花灯又名“灯彩”“灯笼”，“闹花灯”尤其在
正月十五元宵节达到高潮。追溯起来，这一活
动在我国已有上千年的历史。

据《后汉书》记载，汉明帝为了提倡佛教，命
令宫廷和民间在正月十五夜点灯敬佛，这成为花
灯习俗的滥觞。此后，随着佛教与民间文化的结
合，元宵赏灯逐渐从宗教仪式演变为节日活动。

到了隋唐时期，闹花灯发展成为全国性的
庆典活动。唐玄宗时期的“上元灯会”规模空
前，长安城内张灯结彩，吸引了无数人参与。
宋代则进一步将灯会推向民间化，街头巷尾灯
火通明，各种灯谜、表演活动丰富多彩。

汉开九郡，士族南迁，海南开始融入中原
文化，节序和风俗与内地基本一致，元宵“燃
灯”“观灯”的习俗也就逐渐传播开来。

清代海南诗人冯耿光有诗《元宵偶成呈潘篆
仙》云：“火龙万树夜纵横，隐隐谯楼报二更。十
里灯花昏月色，六街歌管闹春声。”生动呈现了当
时的琼州治所（今海口府城地区）元宵节的灯景。

花灯千姿百态，形态各异，有宫灯、塔
灯、龙灯、走马灯、莲花灯等。据《府
城春秋》记载：在琳琅满目的花灯
世界里，有一种名叫“含猫灯”的花
灯，格外引人注目，备受孩子们的
喜爱。

过年时，孩子们常一手高高
举着含猫灯，另一只手轻轻扯动
连着灯嘴的绳子，随着绳子的扯
动，“含猫灯”的嘴巴一张一合，预
示着将来年的厄运统统吞掉。各

种类型的花灯有其独特的魅力和文
化内涵，凝聚着当地百姓的巧思。

据《府城春秋》记载：
在琳琅满目的花灯世界
里，有一种名叫“含猫灯”
的花灯格外引人注目，备
受孩子们的喜爱。

“含猫灯”模样独特，
憨态可掬，嘴巴像憨厚
老实的小狗，满是纯真
质朴；身子似灵动俏皮
的鱼儿，轻盈而活泼；
尾部宛如威风凛凛的
麒麟尾巴，尽显威严霸
气；双足之上，各长着
五只爪子，威风八面，
神气十足；更令人称
奇的是，它的嘴巴还
能一张一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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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设计 美美与共

随着技术的发展和工艺的改进，
花灯不断创新升级。

在花灯爱好者陈地茂看来，如今
花灯的制作从材料、技术到工艺，都有
了质的飞跃。纸工、木工、电工、装饰、
喷绘等传统工艺与现代技术完美结
合，集声、光、电，形、神、色于一体的花
灯，成为了一件件名副其实的综合艺
术品。

在万绿园灯展的互动区域，一组
名为“锣鼓喧天”的互动灯彩格外引人
注目。现场，一位市民手握鼓槌，用力
击打面前的大鼓。随着鼓声响起，一
旁的吉祥树上顿时亮起了璀璨的灯
光。

鼓声越响，灯光越亮。喜庆欢乐
的氛围吸引市民游客纷纷排队尝试，
争相体验这一独特的互动方式。灯展
现场还设置了多个美食摊位和手工艺
品展示区。大家在欣赏灯展的同时，
还可以品尝各种地道的海南美食、选
购精美的手工艺品。

可见，“万春会”通过继承传统灯
彩特色，运用现代科技、当代工艺，把
传统习俗与节庆娱乐有机结合，把古
老灯饰艺术与现代企业文化、商业文
化有机结合，使传统节庆构架美轮美
奂，展现了新时代文化风采。

“从以前的小宫灯到如今的大花
灯，蜡烛、油灯变成电灯、彩灯，糊裱用
的纸张、布匹成了丝绸、刺绣，工序更
加复杂。”王蒲霖说，父辈们“小作坊”
式的生产花灯，已然跟不上社会潮流，
但他们不舍得丢了这门手艺。

王蒲霖说，花灯造型创新越来越
多，可技术进步的同时，也要守住传统
的魂。除了琢磨新技术，他如今还坚
持每年制作手工花灯，用以探索传统
花灯的更多可能。开竹、开篾、扎框、
扎架、做手攀，许多工序中，他都尝试
融入书法、彩绘、剪纸、刺绣等传统文
化元素。

眼下元宵佳节将至，
海南多地花灯陆续点亮，
在丰富的灯会形式中，光
与影展现了中国人的智慧
与美学。在今天，闹花灯
的形式虽然不断创新，但
其中寄托的团圆、祈福与
美好追求却始终如一。

指间流光 纳吉添“灯”

在海南话里，“灯”与“丁”发音相同，有
“纳吉添丁”“人丁兴旺”等美好寓意，因此
人们十分重视春节期间灯元素的运用。

乐东黎族自治县黄流镇花灯享誉琼
州。农历正月十五、十六夜花灯游街闹元
宵，是黄流古往今来素有的节庆活动。黄
流是“中国民间艺术之乡”，黄流花灯还被
选入原文化部编撰的《中国民间艺术之乡
概览》一书。

花灯看似简单，制作步骤却是复杂
的。花灯匠人往往身怀十八般手艺，从绘
画、书法到编结、雕刻、裱糊、剪纸等，每道
工序都很有讲究，他们倾注了很多心血和
情感，将当地源远流长的文脉镌刻进一盏
盏花灯中。

“与别的地方花灯会相比，黄流花灯会
有个显著特点，均为民间组织、民间赞助、
民间制作。自古以来，黄流办花灯会，家家
户户都会赞助，多则几千、少则一二百。”黄
流花灯文化协会有关负责人陈聪说。

制作花灯的工种分为电工、木工、雕刻
等，由于全部是手工制作，通常大年初四就
开始筹备。为避免各坊间制作花灯的主题
雷同，大伙还需要提前集中开会商讨，可谓
煞费苦心。

在黄流花灯史上，鼎鼎有名的是20世
纪40年代的一盏“龙灯”。据传，这盏“龙
灯”由黄流镇黄西村老艺人陈月花等陈氏几
兄弟联合制作，长达30余米，是用竹子、红
丝布和100盏风灯扎成的，特别是固定在龙
鳞片上的一盏盏发亮的风灯，在龙全身披着
的红丝布的衬托下，熠熠闪烁，煞是好看。

无独有偶，“送灯”也是文昌农村地区
过年的传统民俗。每年正月初三到十五之
间，几乎各个公庙都有一个固定的日期举
行“送灯”活动，热闹、喜庆，仪式感满满，
寄托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祝福和期望。

“小时候，只要农闲，我们就跟
着大人制作花灯的辅料配件。
没有彩纸，就找纸自己漂
染。一进入腊月，就要
大批量赶制花灯，
几乎每天都要忙
到深夜。”文昌市
会文镇村民
王蒲霖回忆。

春节的爆竹声尚未散尽，琼海各村镇已
响起竹篾破青的脆响。在龙江镇南正村的老
宅里，王祖刚正与其他村民一起赶制花灯。
钢锉在竹条上游走，彩纸随剪刀翻飞，花灯主
灯已初现雏形。

海南的花灯艺术可追溯至唐宋时期，随
中原移民南迁传入。至明清时期，这项民间
技艺已发展成熟，明正德《琼台志》详细记载
了“鳌山灯”“走马灯”“纱灯”“篾丝灯”“梅花
毬”“莲花”等十余种灯式。每逢元宵佳节，龙
江镇的男女老少扎灯、赏灯、赛灯，用流光溢
彩的灯阵驱散海岛的湿冷，用跃动的光影祈
求新岁风调雨顺。

竹纸生花 品种繁多

明清时期，海南的花灯品种愈发丰富多
样。这其中，“走马灯”尤为精巧。走马灯，
又叫作蟠螭灯，灯上的轮轴装有剪纸，光将
剪纸的影投射在屏上，图像便不断地走动，
因而得名。为何灯光可以“走动”？实际上，
走马灯是利用灯笼内部的灯产生了上升热
气流，推动灯笼内部上方的叶片带动与叶片
连接的轴承，令轴承转动，剪纸图像得以不
断走动。

鲤鱼灯也是海南常见的花灯之一，它的
造型逼真，仿佛一条活灵活现的鲤鱼在水中
游动。鲤鱼在中国文化中象征着吉祥、富裕
和好运，“鲤”与“利”谐音，“鱼”与“余”谐音，
寓意着年年有余、大吉大利。

在琼海潭门地区，舞者们手持鲤鱼灯，通
过灵活的动作和优美的舞姿，展现出鲤鱼的
各种形态，如群鲤嬉春、鲤跳龙门等，祈求新
的一年生活富足、万事如意。2012年，鲤鱼
灯闹春入选第四批海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

除了以上几种花灯，海南还有莲花灯、宫
灯等多种类型，每一种花灯都有其独特的造
型和寓意。这些花灯共同构成了海南花灯的
多彩世界，展现了海南丰富的民俗文化和独
特的艺术魅力。

匠心传承 璀璨百年

在厚厚的一沓窗花纸上，王祖刚一手拿
着小钢锉，一手拿着锤子，敲敲打打之间，镂
空的“福”字窗花就成形了。

在琼海市龙江镇南正村，王祖刚是每年
该村花灯制作团队中的一员。他从20世纪
80年代开始学习花灯制作手艺，30多年来一
直延续着传统工艺，花灯基本构造不变，灯窗
上的吉祥语“福”“喜”以及“风调雨顺”“天下
太平”等字样都沿用了下来。

龙江元宵灯会是当地重要的民间传统文
化活动，有超百年历史，它也被纳入我省第六
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龙
江元宵灯会上，各村都要提前手工制作十多
个精美绝伦的花灯并组成花灯队，配合锣鼓、
舞狮举行游灯仪式，互相比拼谁的手工灯更
精巧、更漂亮。

每年春节后，是王祖刚和伙伴们最忙碌
的时候，“今年初六就开始准备制作花灯，往
年大家都要加班加点忙到深夜。”王祖刚告诉
记者。今年王祖刚所在的南正上村计划共制

作7盏花灯。
海南花灯的制作工艺十分讲

究，主要以竹篾、彩纸、薄膜等材
料为主。传统花灯的制作包括扎
架、糊纸、绘画、装饰等多个步骤，
手工艺人需要具备精湛的技艺和
丰富的想象力。常见的花灯造型
包括动物、花卉、人物以及神话传
说中的形象，如龙、凤、鱼、莲花
等，寓意吉祥如意、风调雨顺。

“一个花灯队要龙灯打头，凤
灯第二，生肖灯紧随其后，还有鲤
鱼灯和帅字旗。”南正村党支部书
记王小亮说。

“送花灯是我们民间的一种
习俗，已流传百余年，寄托着人们
对美好生活的祝福和期望。”下
午，村里男女老少慢慢聚到一起，
大家各有分工，开始制作一盏盏
形状各异的花灯。王祖刚有个最
朴素的愿望，就是希望龙江元宵
花灯的民间传统能够传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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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5日，琼海市龙
江镇南正村村民正在制
作花灯上的装饰。

特约记者 蒙钟德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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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步在海口万绿园，夜色愈
深，灯光愈加耀眼夺目。今年“万
春会”上的41组彩灯让人目不暇
接，从传统的蛇年花灯到具有现
代感的城市幻彩，流光溢彩，不仅
点缀了城市，也装点着广大市民
游客的心情。

赏花灯可谓是春节期间重要
的传统活动，象征着节日的喜庆
和团圆。眼下，海南多地花灯陆续
点亮，营造出浓浓的节日氛围。在
璀璨灯火中，人们追求光明与美
好，传递新春的祝福与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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