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由一颗颗颜色
各异的珠子串连而成的灯笼，名为坠珠
灯，灯皮和骨架都是把珠子按照一定顺
序排列制作的，上面刻有‘书’‘礼’字样
……”元宵节当天，河南开封汴京灯笼
张展览馆中，国家级非遗项目汴京灯笼
张第七代传承人张俊涛正在进行一场
元宵灯彩直播，为人们讲解花灯技艺与
文化。网友们纷纷互动留言：“这些灯笼
好漂亮”“怎么还有这么多棱角的灯笼”

“这个花灯上的纹饰太精美了……”
展览馆就建在张家祖宅。元宵节一

早，张俊涛就到宅子里点灯，准备迎接前
来参观的游客。从门口望进去，各式各样
的花灯琳琅满目。不多时，200多盏灯笼
就全部亮起，暖黄的光点映在老宅里的
每个角落，置身其中，就是一场火树银花
的视觉盛宴，仿若回到几百年前的元宵
盛会。看着满院耀眼的花灯，张俊涛说：

“这就是过节的味道。”
河南开封张家人，七代都做花灯。光

绪年间，张弘带着一帮能工巧匠，布置慈
禧在开封的行宫，五彩缤纷的灯笼衬得
整个庭院富丽堂皇，慈禧大
悦，“汴京灯笼张”
的 雅 号 便 从
此传开。

在张俊涛印象中，元宵节是家里最忙
碌、也最重视的节日。他说，小时候每年春
节过后，祖父和父母都要加班加点赶制商
贩们预定的元宵花灯，他和妹妹则跟在一
旁一板一眼地学。若赶上大雪封路，那年的

收入便可能打了水漂；若天气晴好，
就连节日当天，张家门口也门

庭若市，前来购置灯彩的
客商排成一队，做好一

批便拿走一批。
“那时候过

节，街上的娃娃们都提着家里制作的玩
灯，但我们吃一顿团圆饭的时间都是从做
灯笼里挤出来的。”张俊涛说。即便这样，
张家每年过节都遵循严格的流程。挂灯
笼、点灯、上香、祭祖……这是祖辈传下来
的节俗，也是元宵的文化，直至今年，张家
的元宵节还是这样度过。

汴京灯笼张每一代人都在传承中寻
求创新。祖宅内唯一的大型花灯高3米，
宽 1.6 米，主体是一尊佛像，设莲花灯底
座，点亮后庄严肃穆，灿若星辉。这是在

1992年，张俊涛的父亲张金汉领着全家上
下，以开封历史名刹大相国寺的镇寺之宝千
手千眼观音佛像为参照，花费大半年时间制
作而成的。“雕像和花灯不同，花灯讲究内
透，当时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这是一项不可能
完成的工作，但父亲还是坚持去做。”张俊涛
说。从尺寸测量，纹饰设计到选材用料，每一
步都耗费了大量心血。张金汉做起花灯废寝
忘食，他没有生活与工作区分开来的概念，
生活于他而言就是工作，就连遗愿也只是希
望子孙后代能够传承花灯文化。

张俊涛从父亲手中接过这项事业，他秉
持着父亲定下的家规：花灯手艺不是张家
的，是国家的。于是，张俊涛腾出老宅建成展
览馆，陈列不同年代、不同种类的灯彩及制
灯工具，免费对外开放。近10年来，张俊涛收
集了几千条蓝印染布，几万块木雕实物，对
其进行元素化分解，以丰富张家灯笼的内
容。他还计划与高校合作，建立起“传统纹样
数据库”，让花灯文化与互联网接轨。

为了更好地传承灯彩技艺，张俊涛每
年不仅在国内免费开展50多期普及传承
培训班，提供灯笼制作材料，也时常去到
欧美国家及中国港澳地区开办灯笼展览，
推广花灯的艺术与魅力。

“当一个人做出属于自己的一盏灯
时，或许这项技艺就在他们心中埋下了种
子。我现在的目标是培养能把灯彩当成事
业来做的人，从身边发现，从娃娃抓起。”
张俊涛说。

汴京灯笼张传承人张俊涛：

点上灯点上灯笼闹元宵笼闹元宵
本报实习生 李 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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糯米粉、淀粉、糖粉、牛奶……王花花按照比例将各
类食材混合均匀，在临时搭起的工作台上熟练地搅拌、
揉面，紧接着拿出“顶流明星”冰墩墩，把和好的面团
进行调色，细致地捏出了一串栩栩如生的冰墩墩。“冰
墩墩是以冰糖葫芦为灵感，那我就把它变回真正的糖葫
芦。”王花花说着，把蒸熟的冰墩墩往熬好的糖浆里一
滚，糖衣冷却后，便自然形成了冰墩墩的冰晶外壳。

王花花是一名美食博主，她在个人社交账号“厨房
历险记”上发布了制作冰糖葫芦版冰墩墩的视频，受到
广大网友的关注。采访王花花时，她正在厨房尝试下一
次要做的新春美食。

今年是王花花第一次在北京过年，恰逢北京2022年
冬奥会，早在去年年末她就琢磨着做一点不一样的美食
庆贺春节，迎接冬奥。“我在 12月就买好了有关北京
2022年冬奥会的特许商品，只是一直在思考用什么样的
形式呈现给大家。”王花花说。想过做成蛋糕、饼干或
者馒头，但最终美食家与设计师的灵感碰撞迸发出新的
火花，冰糖葫芦不仅是北京特色美食，也是冰墩墩最初
的设计理念，就这样，冰糖葫芦版冰墩墩在冬奥会开幕
当天诞生了。

作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吉祥物，冰墩墩无疑成为
了春节假期的社交密码，“一墩难求”的网友们看到王
花花制作的冰糖葫芦冰墩墩羡慕不已，纷纷在评论区留
言：“我可以拥有一个冰墩墩吗？”为了满足大家的愿
望，第二天清晨王花花就开始捏冰墩墩模型，赶在傍晚
前制作了20个冰糖葫芦冰墩墩，带着儿子王大吃在鼓楼
旁给路过的人们派送这份甜蜜。王大吃举着一个冰墩墩
甜甜地说：“祝冬奥会圆满成功。”

王花花还提到，除了火爆全网的冰墩墩，今年春节
最让她感动的美食是一份炒面。贺岁档电影 《狙击手》
上映之际，王花花得到一个与导演张艺谋及抗美援朝老
志愿军见面的机会。“越是平安喜乐，越要记得现在的
美好生活是怎么来的。”她查找了历史资料，得知战争
时期的军人们物资紧缺，一份白面粉和玉米面混在一起
炒熟的炒面是就他们最难得的干粮。于是王花花复刻
了一份这样的炒面，用自己手工缝制的包袱袋装好，
作为礼物送给了老志愿军战士，以此向革命先辈们
致敬。

对她而言，做美食不仅仅是做出一个可以吃的食
物，更是自己热爱生活的一种表达。王花花说：“今年
过年和以往很不一样，我制作了很多特色的美食，这个
过程让我了解了更多关于春节、冬奥、历史文化的知
识。美食是我与生活的交流方式，我也希望通过美食向
外界传递温暖，让关注我的人体会到幸福感。”

厨房历险记 寻味冬奥年
本报实习生 李婷

随着汤圆上市，每年春节的高潮——元宵节也来到
了。这天，到处张灯结彩，三五好友逛逛灯会，是新年
最炽热美丽的夜晚。

从腊八节年粥里的蜜饯、小年儿时孩子们手中的糖
葫芦、大年三十年糕里的夹心，再到初一拜年时果匣里
装的杂拌儿，都是果脯留给世世代代北京人甜蜜的年节
回忆和儿时念想。

“果脯承载着北京人饮食文化的基因，体现了人们
在辞旧迎新之际和重大活动当中的美好祝愿和期盼。”
据红螺果脯文化顾问、北京民俗学会会长高巍介绍，果
脯的制作技艺，已经有了两三千年的历史了。以前人们
储存食品的方法简单，为了能够“一季产四季食用”，
就把新鲜的水果制成果脯。清朝入关后，作为依赖果脯
肉脯的游牧民族，皇室会在一些重要宴会或礼仪活动上
都会摆有果脯，也推动了果脯在民间的宣传。

老北京人更爱称果脯为“杂拌儿”，街上只要看到
卖杂拌儿的，就意味着要过年了。老舍在散文《北京的
春节》 当中写道：“儿童们准备过年，差不多第一件事
是买杂拌儿……儿童们喜吃这些零七八碎儿，即使没有
饺子吃，也必须买杂拌儿……干果店在灯节还要作一批
杂拌儿生意……”这是每个北京孩子心中的过年“标
配”，也是他们最期待的年货。

“过去生活条件差，一年到头只有在过年的时候，
家里大人会千方百计去买上一点杂拌儿，吃上这一口甜
蜜。”高巍说，果脯既是过年家家的必备品，它甜滋滋
的味道也能带来家庭的温馨和节日的喜庆。“无论是家
长把贵的桃脯、苹果脯这些‘细杂拌儿’留给孩子，自
己吃杏干、青梅这种便宜的‘粗杂拌儿’；还是大年初
一学生给老师、徒弟给师父拜年时，长辈给孩子们品尝
的果脯，都是过年时一种亲情的传承、一种家风的发
扬。”高巍回忆道。这些吃果脯的情形，在一代代北京
人心中留下深刻印象，果脯的甜蜜和亲情的温暖，也成
为他们日后生活中非常宝贵的情感资源，即便是在现代
北京青年人当中也深受认可。

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五颜六色的中国果脯
获得了金奖；开国大典的国宴上，果脯是重要的茶点和
甜品……2021年，北京果脯传统制作技艺被国务院公布
为第五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果脯从一个老北京年
节食品，逐渐成为一种文化传承。

为了更好地弘扬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现果脯背后的
故事，在2022年春节与冬奥共度期间，“冬奥之旅”非
遗旅游线路地——位于北京市怀柔区的果脯博物馆举办
了“果脯里的故事，年货中的非遗”产品展示活动。果
脯博物馆还创新了冰墩墩和雪容融两种吉祥物产品，来
迎合冬奥会的宣传。“‘冰墩墩’采用传统糖葫芦冰糖
外衣的制作工艺，给人一种冰一样晶莹剔透的感觉；

‘雪容融’则是采用老北京糖球制作工艺，在红果外裹
上糖霜，就像下了雪一样。”活动现场更是请了北京果
脯传统制作技艺的传承人之一的彭兴林师傅，手把手教
体验者做果脯。“尤其最近放寒假了，来博物馆参观的
孩子们逐渐多了，都愿意去体验冰墩墩雪容融的制
作。”高巍说，这种圆圆实实、红红火火的果脯制作，
不仅与冬奥吉祥物契合，在新春佳节喜庆热闹的气氛中
更加应景。

北京果脯：

甜蜜的年节记忆
本报记者 李冰洁

元宵节这一天，家家户户
都在庆团圆、看花灯，而武强
年画艺人辛艳君还在工作室
里忙着创作新的画稿。不出十
五就是年，从一进腊月到正月
十五，辛艳君手头的活就没停
下来过。“过年是最忙的时候了，
从早上8点做到晚上11点。大家

都想用年画来装饰家居，迎接新
年。”

辛艳君正在创作的这幅年画以元
宵节为主题，参照清代版画《博古花卉四

条屏》的艺术风格，选取了北方冬季的典型
花卉梅花、水仙，以及体现节日元素的元宵、舞
狮、鞭炮等作为素材。辛艳君希望能抓紧时间
在元宵节这天完成这幅作品。

武强年画发源于河北省武强县，是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承载着
燕赵大地的风土人情。张贴年画是北方农村过
年时最重要的民俗活动之一。“从腊月二十三开
始，村民们就开始张罗着打扫庭除，揭下旧的年
画换上新的，寓意着辞旧迎新。”齐艳君说，在过
年期间，灶王爷画、门神画、财神画是最畅销的
年画。“年画的张贴也是有讲究的，比如小年的
时候要贴灶王爷，把旧的灶王画揭下来用糖糊
上嘴再烧掉，正月初二要贴上新的财神等等。”

武强年画也是元宵节的重要消费品。“东
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元宵节，古
时又叫上元节，历来就有放灯、猜灯谜、闹花
灯等习俗。而赏花灯的同时，也是在赏灯画
——传统元宵节里的武强年画，许多是用来
观灯猜谜的灯画。“这样的年画因为是贴在灯
上的，所以又称为‘灯方年画’，武强年画是元
宵节不可或缺的部分。”齐艳君说。

从2000年开始，辛艳君从事年画制作已
经20余年了，她对于年画的热情仍然不减当

年。辛艳君不满足已掌握的绘稿技术，四处拜师
学艺，系统学习了年画制作的全过程。“制作木版
年画分为四个步骤：起稿、刻版、印刷和装裱，我
现在已经可以独立完成这一整套流程了。”辛艳
君说，“印刷我学了两个月，刻版练习了两年才慢
慢熟练，这门技艺就是慢工才能出细活。”辛艳君
认为，只有静下心来提升年画的品质，才能在机
器生产的主流中为手工年画开辟生存的空间。为
此，她一直在不断地琢磨手艺、力臻完美。

随着时代的发展，用来张贴在墙面上的传
统年画市场渐渐缩小，如今的武强年画有了新
的表现形式和受众群体。“武强年画因为色彩明
艳、做工细致并且寓意吉祥，现在人们非常喜欢
拿来收藏或者用作装饰。传统的年画图案被装
成镜框或裱成轴画，出售到全国各地。”齐艳君
说，除了线下的实体店之外，她2006年还在网
上开了淘宝店，线上线下相结合，也为古老的武
强年画打开了销路。辛艳君还带了两个徒弟，大
徒弟李志旺在佛像的绘图刻版上颇有成就，小
徒弟张杰只有10来岁，但是学习起年画已经是
有模有样了。“很多年轻人也对武强年画很感兴
趣，我这里就有两个‘90后’常来向我请教年
画，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需要更多这样的年轻
人来继承。”辛艳君欣慰地说。

“南桃北柳论画庄，农家年画数武强。”每一
张精心打造的武强年画都凝聚着手艺人的汗水
和心血，传承着几百年的民俗文化，也把最美好
的节日祝福带到了千家万户……

武强年画艺人辛艳君：

共赏年画贺元宵共赏年画贺元宵
本报实习生 宋泽晖

北京冬奥聚焦着全世界的目
光，而“一墩难求”的冰墩墩，也在
冬奥会期间成为顶流，呆萌的样子
让人难以抵抗。如果暂时买不到冰
墩墩，不如自己动手“做”一个。

随着元宵佳节如期而至，深圳
观澜湖度假区喜庆热闹的“年味
儿”还在延续，扎七彩莲花灯、传统

“手作冰墩墩”、赏浪漫樱花、看马
戏萌宠……观澜湖新城等各个业
态均推出元宵节日活动，给市民游
客提供别样的传统佳节体验。

据悉，观澜湖手艺工场在春
节期间推出非遗“庙会”，文创潮

牌展、石版画展、国潮艺术品展，再
加上各类新春主题手作体验，整
栋楼布满了新年“彩蛋”。

近日，又加入元宵元素，在
纸艺体验室，50余个传统纸艺灯
笼悬挂在室内，繁茂的纸艺花朵、
炫彩的麒麟狮子扎作错落陈列
着，体验室内还专门设置了灯谜
区，营造出一派祥和的元宵氛围。
市民游客可以在手艺工场尝试体
验纸艺莲花灯制作，或者陶艺拉
坯、木艺筷子等节日特惠项目，过
一个传统味道更足的元宵节。

手艺工场各大体验室推出了
冰墩墩艺术创作营，比如可以在
玻璃瓶、帆布袋上彩绘，也可以试
试用剪纸、皮雕、软陶、玻璃马赛
克等工艺来做出冰墩墩形象。“游
客在纸艺体验师的指导下，剪出
来的冰墩墩虽说只是个平面形
象，却也显得个性十足。”手艺工

场的工作人员称。
随着气温回升，观澜湖生态运动

公社的千株樱花迎来了盛花期，一条
粉若云霞的樱花大道成为了绝佳的唯
美拍照胜地。赏花打卡之余，还可继续
参加“鹿岛马戏萌宠嘉年华”。已萌化
无数游客的20只网红小鹿在生态运
动公社的草地上晃荡，小矮马、小羊、
折耳兔等一大波萌宠在等着游客投
喂，治愈效果满满。中央网球场每天有
三到四场马戏表演，娴熟地玩着魔术
气球的滑稽小丑逗得孩子们哈哈大
笑，“惊险生死轮”“死亡飞车风火轮”
是每期必看的节目。据了解，“鹿岛马
戏萌宠嘉年华”将持续至4月。

观澜湖相关负责人表示，“由于
元宵节没有专门假期，节日的前后周
末都会有相关的度假活动供市民游
客参加，观澜湖欢乐喜庆的氛围不打
烊，将会有更多的文化娱乐活动奉献
给市民游客。”

﹃
做
﹄
个
冰
墩
墩

花
式
过
佳
节

本
报
记
者

刘
圆
圆

2月15日，重庆南岸弹子
石老街举办的新年艺术灯会吸
引了众多市民前往打卡，在流
光溢彩的灯影艺术氛围中欢度
元宵佳节。 （凌云）

流光溢彩庆元宵

闻闲趣闲

张俊涛为青少年讲解张俊涛为青少年讲解汴京灯笼历史汴京灯笼历史。。

辛艳君绘制年画稿子辛艳君绘制年画稿子。。

体验元宵节的习俗，领略
杭城独特的宋韵文化。2 月 14
日，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文化
和广电旅游体育局联合晓风书
屋结合本土的非遗艺术及宋韵
文化，在弥陀寺公园内举行
2022 年系列文化活动，诚邀大
家前来“品宋韵·迎亚运”。
本报记者 李宏 通讯员 晓凤 摄

宋韵·迎亚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