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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2月20日电 除夕，北京市朝

阳区国际文化交流推介会在香河园地区文化中

心举办。“灯笼黄”第四代传人马海捷早早来到

后台展示区，将他制作的“走马灯”“吉利灯”“荷

花灯”等民间灯彩布置一番。马海捷说：“过年讲

究的就是张灯结彩，每到春节期间，年味十足的

灯彩都会受到关注。”

祖国大江南北的许多地方都有新年赏灯的

习俗。在江西南昌县，蒋巷镇白岸村布置的黄河

灯阵五彩斑斓；浙江省海宁市的硖石灯彩精巧

华丽；四川自贡彩灯已走向世界；湖南省常德市

桃源县用板龙灯舞出对新年的美好祈愿……各

式各样、美轮美奂、寓意祥和的灯饰，增添的是

节日喜庆的氛围，打造的是一派盛世祥和，呈现

的是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马海捷制作的“吉利灯”与圆形或长方形灯

彩不同，它没有骨架，是由贴纸折叠后拼接而

成。“‘吉利灯’寓意着吉星高照，从除夕点到正

月十五，一年都有好光景。”马海捷说。

多年来，作为非遗传承人，马海捷除了对灯

彩制作手艺的继承和传承外，更加注重灯彩作

品的改进与传统文化的教育。2017年开始，马

海捷把灯彩制作带进了校园与社区，许多孩子

与社区老人在动手制作灯彩的过程中了解了传

统文化。

“不能触碰竹竿，不能碰隔离的红绳，不能

回头，这一年才能顺顺利利。”正月初四的夜里，

81岁的江西南昌县蒋巷镇白岸村村民涂都老在村

里布置的黄河灯阵前，告诉来他家拜年的亲戚走灯

阵的规矩。

这是白岸村一年中最热闹的一天。白岸村村主

任涂小华告诉记者，黄河灯阵是江西省省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项目，习俗为“摆三年休三年”。“今年正好

有灯阵，家里来的亲戚都比不摆的年份多好些。”

记者在现场看到，灯阵有入口和出口两个大

门，有许多村民已经在灯阵的纵横弯曲间有序前

进，1米多高的竹竿上托起各色灯盏，竹竿之间用

红绳围绕起来做出通道，灯阵正中还有一个四方形

的高台，四角各挂一只大红灯笼。月光与五彩斑斓

的灯光交相辉映，如果从空中向下俯瞰，村民们仿

佛置身于一座流光溢彩的迷宫之中。

非遗传承人涂传凡介绍说，黄河灯阵在蒋巷北

望村、白岸村一带已有600年历史，一般从正月初

四摆到初六。“彩灯寓意吉祥，人们走灯阵求的就是

一年到头都有好日子。”

“弱骨千丝结，轻球万锦装。采云笼月魄，宝气

绕星芒……”范成大《万眼罗》中所言硖石灯彩的精

巧华丽，春节期间在浙江省海宁市硖石镇可窥一

斑，街巷里外、店铺门口，五彩缤纷的灯彩可谓雅俗

共赏。

“硖石灯彩绵延至今已有千年历史。”非遗传承

人胡金龙说，灯彩的兴起与繁荣，与其连接南北交

通的地理环境、丝绸米业发达的经济基础、文人画

家辈出的社会风尚密切相关，是硖石历史上繁华富

裕的重要见证。

在四川，从大年初一至初四，第二十四届自贡

国际恐龙灯会已经接待游客近 30万人次，园内

130余组彩灯向游客传递新颖的创意和震撼的

视觉。主城区26条主街大道、55个景观节点

布置的1000余组精美灯饰灯组气势壮观，特色

浓郁。

自唐宋以来，自贡地区就有新年赏灯的习

俗。改革开放以来，自贡灯会知名度和影响力越

来越大，相继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成为传播中

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使者。

正月初二在湖南省常德市桃源县，一条

200多米长的板龙灯便在当地刚刚落成的易地

扶贫搬迁安置点玩转起来，庆祝村民们搬新居、

迎新年。

随着一声锣响，板龙灯便热火朝天地舞起

来了。2米多高的龙头，在舞灯人的手里忽左忽

右，忽上忽下，逗引着200多米长的龙身，时而

排成一字、时而绕成圆圈，十分精彩。宁静的易

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因这条飞龙的到来，一下子

热闹起来。

桃源县文体广新局副局长李斌介绍说，桃

源县的板龙灯历史悠久，从唐朝开始兴起，流传

到现在已有1000多年。它是用一块块枫木、楠

木制作而成，要200多人同时舞灯才能玩转开

来。每逢重大节庆，桃源人喜欢舞动板龙灯，祈

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2012年板龙灯列入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项目。2018年为更好展示民间艺术，弘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民间民俗文化传承发

展，板龙灯将与虾灯舞、蚌舞、鹤舞、狮舞等进行配

套表演，届时，广大群众将可直接感受到非遗项目

的魅力。

正月十四至正月十六，北京西郊门头沟区灵水

村的文化广场会出现数百盏大红灯笼，形成一个红

红火火的矩形灯阵，这就是消失近百年的灵水转灯。

灵水村位于门头沟区斋堂镇，人文遗存丰富，

文化底蕴深厚。据灵水村景区相关负责人介绍，灵

水村人的袓先通过转灯场、走灯阵，展现着最质朴

的生活道理：顺境逆境只是暂时现象，举步向前、追

求人生真正价值，才最有意义。

（鲁畅、任峰、袁慧晶、俞菀、杨华、刘海、周楠）

新华社北京2月15日电 年画，是中国

的古老传统文化；过年贴年画，是中国人的传

统年俗。

每当家家户户欢欢喜喜地在门窗、墙壁

贴上年画，祈求来年家宅平安、风调雨顺，一

股浓浓的中国年味儿便扑面而来。

在浓浓的年味儿中，对于中国人来说，年

画就不只是一幅画，还是承载着追梦的人们

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精神图腾、幸福之舟。

贴起年画，才算过年

腊月二十九下午，古城苏州阳光和煦。家

住定慧寺巷社区的廉家英老人与老伴儿一

起，忙碌着张贴桃花坞木版年画。廉阿姨说：

“结婚近 50年，年年如此。仿佛只有拿起糨

糊、剪刀，贴起桃花坞年画，才算过年。”

苏州桃花坞木版年画起源于明代，迄今

已有350多年历史。由于刻板工整细腻、装饰

效果浓郁，在群众中广泛流传。2006年，被列

入国家首批非遗名录。

1935年出生于苏州桃花坞的房志达，14

岁进入当时生意最好的王荣兴年画铺做学

徒。“当时年画生意好啊，做年画的人从鸡叫

干到深夜。”

如今正值新年，房志达还是不停不休，坚

守在苏州工艺美院的一间教室里，一站就是

一天。“我见证了桃花坞木版年画的起起伏

伏，桃花坞年画也见证了我人生的起起落

落。”房志达说。

为保护和传承桃花坞年画工艺，2001

年，苏州桃花坞木刻年画社划转到苏州工艺

美术职业技术学院，以校企合作的“桃花坞模

式”培养年画传承人，在全国工艺美术高等院

校中开创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的先

河，如今已形成四代共8位传人的传承格局。

早已过退休年龄的房志达被返聘到学校，手

把手带起学徒，身手相传。

新笔调、新元素、新年画

有着60多年历史的陕西长安淙栩木版

年画，随着第三代传承人邹笛的改革创新越

发受到市场欢迎。

邹笛的父亲邹宗绪是国家一级美术师，

他汲取中国传统木版年画的艺术风格，并以

新颖的笔调和符合新时代的元素，创作出独

具一格的新年画——淙栩年画。

与普遍取材于神话传说、戏曲故事的年

画作品不同，从创立之初淙栩木版年画就更

加注重反映新时代面貌，贴近日常生活。作品

多以喜庆丰收为主题，加以人物、动物、花卉

和农作物作为素材，大胆使用淡蓝、淡绿、赭

石、灰色和假金色，使得画面更加丰富多彩，

突出丰收喜庆气氛、寓意美好生活。

肩负传承与创新的责任和使命，邹笛用

父亲多幅作品完成了《大吉大利》新年画的制

作和印制，深受专家学者的肯定和鼓励，并开

发出年画木刻挂板、抱枕、丝巾、钱包、本子等

上百种年画文创产品，得到公众的喜爱。

处处好年画，装点新一年

生于年画世家的王星儒是四川绵竹年龄

最长的年画艺人，他11岁便跟着父亲王天保

学习年画制作，如今96岁的他一直坚持绘画

和创作。王星儒介绍，绵竹人都喜欢年画，善

于制作年画，“家家会点染，户户善丹青”。

绵竹街头处处装点着年画。“这一幅幅年

画真漂亮，还是绵竹最有年味。”刚刚从银川

打工回来的陈代蓉说，绵竹城在年画的映衬

下，过年的味道更浓了。

正在举办的第十七届绵竹年画节从小年

到正月十五为期半个多月，汇聚了新春巡游、

年画展销、年画村灯光节和油纸伞节等丰富

多彩的惠民活动。

长年在外地打工的绵竹人魏勇每年都会

赶在年画节开幕前回家，他说，年画节是新年

的预告，红红火火的年画节一开幕就让绵竹

的年味更浓了。

年画村是绵竹年画的发源地，有百年的

年画制作销售传统，2008年的汶川地震让绵

竹遭受重创，曾经的年画村几乎被震毁。灾后

重建过后，年画村因画重生，成为国家４Ａ级

旅游景点，又展现出独特的韵味。每年春节，

这里依托年画开展的乡村旅游吸引了不少周

边城市的游人，绵竹年画也成为四川特色旅

游商品。

古老年画，世代传承

春节临近，湖南省隆回县滩头镇非物质

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人高腊梅的年画作坊里，

从四面八方赶来选购年画的客人络绎不绝，

他们对今年新出的狗年生肖年画“金狗赐福”

赞不绝口。

滩头年画是湖南省唯一的手工木版水印

年画，产地在湖南省隆回滩头镇。从明末清初

到民国初年，滩头年画逐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

美术风格。艳丽、润泽的色彩，古拙、夸张、饱

满、个性化的造型方法，纯正的乡土材料和独

到的工艺，使作品具有浮雕一般的艺术效果。

滩头年画从造纸原料的选择、纸张的制

造、刷底，到刻版、七次印刷、七次手绘，一张

年画的生产需要经过20多道工序。从手工造

纸到年画成品都在一个地方生产，在全国年

画制作中极为鲜见。

鲁迅先生在《朝花夕拾》中专门描述了滩

头年画《老鼠娶亲》，并将该画视为珍品收藏，

此画大英博物馆亦有收藏。2003年，滩头年

画在北京获得中国传统工艺品金奖，2006年

6月，滩头年画列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项目。

让年画以新潮的姿态走进新时代

13日上午，佛山市禅城区一条狭窄的巷

子里，冯氏世家佛山木版年画店迎来了三名

专程从北京过来拜访的游客。冯炳棠的女弟

子刘钟萍接待了他们。

刘钟萍带着三年级小学生刘依易亲手体

验了制作木版年画的过程。用刷子将墨均匀

刷在木版上，盖上红纸，再用另一个刷子刷红

纸。刘依易按照指导将红纸揭开，一张财神年

画就新鲜出炉了，他拿着自己做的年画开心

不已。

佛山木版年画是我国第一批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体现了人们驱邪纳福的愿望。佛

山木版年画兴盛于清代乾嘉年间，近些年淡出

历史舞台。目前佛山木版年画的传承人仅剩冯

氏一家，82岁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冯炳棠是佛

山如今唯一掌握木版年画全套工序的人。

刘钟萍是他的弟子之一。从导游到因兴

趣成为年画的讲解员，再到被年画深深吸引、

拜师学艺，刘钟萍说，从年画里，她找到了自

己人生的意义。

刘钟萍的出现，也让这个古老的行业焕

发出新的生机。

2016年，刘钟萍参加了清华大学举办的

非遗研修班，了解了当前非遗传承发展的新

方向。回到佛山后，刘钟萍开始尝试给年画赋

予现代意义，让年画活起来。她利用“和合二

仙”保佑家庭和睦婚姻幸福的美好寓意，举办

的“脱单专场”开放日活动受到热烈追捧。

此后，刘钟萍又举办了多场年画开放日

活动，“五子登科”“状元及第”就是“逢考必

过”，财神是“一个亿小目标”，门神是“Hold

住全场”……用现代人喜闻乐见的语言形式

解释每张年画的美好寓意，年画不再是尘封

在历史里的“老古董”，而是以一种新潮的姿

态重新回归到人们的生活中。

（刘巍巍、蔡馨逸、张超群、邓瑞璇、谢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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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晚的“初心”，是团聚、交

流、陪伴。春节期间的亲友团聚，

利他与善意的主导思想使得家

庭、家族功能得到滋润和修复，人

们由此重获抵御外在压力的支

援。尤其是大年三十团圆饭几乎

是全民族的心结——历史悠久的

民间民俗传统，是一种不成文的

规定和律令，意味着所有人必须

放下各种事情、克服一切困难回

家团聚、祭祖，陪伴重要的朋友和

家人。年三十的团聚胜于一切。中

华民族节假日，尤其是春节必须

团聚的习俗，使得每一个人组成

的社会网络成为人类超个体，具

有持久的不同寻常的生命力和创

造各种奇迹的力量。春晚现象，是

其中之一。

团 聚

亲 朋 好 友 跨 越 日 常 的 距

离，无论是万水千山的阻隔、还是

斩不断理还乱的爱恨情伤，勇敢

地、义无反顾地团聚在一起，相逢

一笑泯恩仇；相互问候，讲述自己

的故事，补充说明家庭剧的各个

分支的来龙去脉；共享美食，以别

人能够理解的方式把经历的内

容、情绪分享给家人朋友，彼此凝

神谛听。零距离的静观默察、嬉戏

陪伴，全心全意躲进亲情友情乡

情成一统，碰撞出数不清的、不可

预期的美，犹如春风拂面、历久弥

新。1956年春节，中央新闻纪录电

影制片厂举办和拍摄制作的电影

《春节大联欢》；1983年中央电视

台的“春晚”第一次现场直播、第

一次观众参与点播互动、第一次

设立晚会主持人……都是因为不

忘初心而方得始终。

1983年以来，春晚变成了一

个持续性的存在，不同的行业系

统、不同的地区、不同的电视台、

不同的群体，如雨后春笋一般爆

发式成长出形形色色的春晚，公

共的、内部的，普遍的、个体的，宏

大 的、微 型 的 ，奢 华 的、简 朴

的……不一而足。除夕夜，一户户

人家，围坐在电视机或者其他视

频终端旁，一边兴高采烈吃年夜

饭、话家常私密；一边看春节联欢

晚会，听着世界各地的人们送来

的祝福、享受天涯共此时的辽阔

和连结。

2018年中央电视台戊戌狗年

春晚，以“喜庆新时代，共筑中国

梦”为主题，晚会汇集了歌曲、舞

蹈、小品、相声、杂技、武术等众多

节目类型；设置了北京主会场和

四个分会场，五地同庆、四海欢

腾。节目类型几乎不变，犹如年夜

饭中的年年有鱼，但是每一年的

节目本身依然是各有长短。

交 流

春晚不是孤立的存在，与古

今中外历史文化传统和其他百花

齐放的多样性的春节文化相伴相

生。今年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

央视创造传媒联合制作推出的中

国大型文化节目《经典咏流传》，

创新表达的经典诗词，在春晚之

外给人们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惊

喜、感动、泣涕涟涟。一些观众甚

至由衷地说：今年春节，不可少了

《经典咏流传》。

即使如此，春晚依然是大众

文化中不可替代的、无法掩盖的

存在，依然是多样化组织、媒体、

家庭争先恐后的习惯性选择，成

为许许多多关系亲密的朋友和家

人休闲、言说、宣泄复杂情绪的载

体。2018春晚由冯巩、贾旭明、曹

随风、侯林林等人表演的群口相

声《我爱诗词》，虽然表达上是一

贯的逗贫、博傻，显得比较粗糙、

浅陋，但是那些久经考验的经典

诗句本身依然是瑕不掩瑜，这一

出“相声版的《中国诗词大会》，用

诗词接龙的方式满足了观众对于

中华文化的归属感。

贵州黔东南作为四个分会场

的其中之一，侗族大歌，载歌载

舞，《对歌对到日落坡》 欢快、

淳朴。此外，山东曲阜、泰安分

会场通过精美的舞台设计向人们

传达了山东人“有朋自远方来不

亦乐乎”的好客和对“国泰民

安”的祈愿。

陪 伴

人们渴望看到新人新面孔，

感受年轻人的朝气、才华和活力。

2018央视春晚的演员中三分之一

以上的是首次登上“春晚”舞台，

李易峰、张艺兴、景甜、王凯等青

年演员的倾情表演，为“春晚”增

添了新的元素和亮点。

跨界表演《告别气球》，利用

全息技术，魔术师蔡维泽和歌手

周杰伦从绚烂的光束中轻盈流动

于舞台，鲜花、绿地、摩天轮、咖啡

屋、花店、音符等等视听元素，营

造出一个美轮美奂的音乐氛围，

歌曲的结尾魔术师和歌手变为毛

绒玩具搭乘气球飞向天空带给大

家另一片炫彩的空间，魔术与光

影、演唱完美结合。

春晚上，无人车、无人船、无

人机组成的全球首个陆海空无人

系统联合上演——81艘无人艇协

同编队，组合成海上的离弦之箭

穿过港珠澳大桥；无人艇变阵启

航奔向由无人机队展现的新时代

之门，上百辆无人驾驶汽车集合

列队，快速通过大桥。海陆空三界

的最高科技齐聚港珠澳大桥。无

人艇编队的多节点通信、联合指

挥调度、动力系统及灯光、烟火协

同等都顺利过关。无人驾驶汽车

密集的汽车编队完成高难度转

向、定向、交叉跑等华丽动作，国

家战略的人工智能和自动驾驶领

域的成绩可见一斑。高科技的水

平和能量，达到玄幻的程度，惊艳

不已。

一年一度令人期待的狗年央视春晚降下了帷幕。语言

类的节目特别是相声，看后的感觉却是喜忧参半。

喜的是，今年春晚的两个相声节目《我爱诗词》和《单车

问答》，都很接地气：巧借热点，紧扣时代，思接传统，视通百

姓。既融入了时代背景、大政方针和热点话题，又反映了缤

纷世象、时代特征和年度记忆；既切合了当今时代对于传统

文化的呼唤与弘扬，又回应了普通百姓对于社会公德的关

切与考量，同时还暗合着“一带一路”倡议语境中的文脉相

连与人心相通，提示着共享经济时代社会人群的道德修养

和行为准则，呈现出不同以往的清新样貌。

其中，由老将冯巩领衔与贾旭明、曹随风、侯林林合演，

冯巩、贾旭明、邹僧创作脚本，熊寓冰导演的对口相声《我爱

诗词》，属于比较难演的典型“文哏”段子。这段相声在文学

底色上，走的是纯然的传统路径，即借用传统相声《酒令》的

结构手法和《十全十美》《踏雪寻梅》等经典“文活”的逗哏技

巧，通过“赛诗”的方式，引入“酒令”的元素，在“一字飞花

令”、“地名诗词”和“接‘生’”等三番内容具有内在逻辑的转

换演绎中，将古老的中华诗词文化及其语言智慧和审美趣

味，用不同的“包袱”逐一抖落开来，给人知识性、趣味性和

思想性均较丰赡的艺术享受。而从现场效果看，这段“零”网

络段子、“零”热词串烧的相声，由于将创造的触角伸向了传

统文化的深处，力图以诗词之力唤醒文化记忆，立足文化自

觉，激扬文化自信。整段相声共计引用27首经典诗词，仅以

“酒令”形式引出的丝路重镇，就有长安、凉州、阳关、碎叶

城、哈萨克斯坦等地，在内容上拥有较为丰富的信息量，具

有厚积薄发的品格；而轻说教、重表达的呈示方式，以及注

重运用音节和音调的有机处理，来充分调动并彰显汉语诗

词语言美感的技巧运用，均能于“熟悉的陌生感”中给人带

来意外的惊喜，有格调也有内涵。特别是“哈萨克斯坦”和

“接‘生’”等处的不断笑声，更说明着观众对于传统技法和

时代主题相融合即“旧瓶装新酒”式继承与创新关系处理的

高度认可。

而由新秀董建春和李丁合说表演，回想、刘洋、朱光宇、

胡淏、董建春和李丁创作脚本，赵凯导演的对口相声《单车

问答》，则采用“共享单车社会调研”请人回答问题的构思，通过对共享单车使用中乱

停车、乱带人、逆行和乱拆卸等公德缺失现象的揭露与警示，辛辣而又温婉地讽刺了

与共享经济时代社会发展相悖的各类不文明现象，宣示了“乱停乱放我的错，错在违

章要惹祸，祸害单车不道德”的思想主题。

忧的是，这两个节目不仅各自存在着遗憾和不足，而且暴露出当下相声创演尤其

是电视晚会中一些相声节目偏离自身艺术本体的弊端。比如，两个节目在结构上均不

十分讲究和完整。用以支撑“三翻四抖”的来龙去脉交代和起承转合过度，明显被压缩

乃至“阉割”。像《我爱诗词》开头两人从相见到对诗，缺少铺垫与导入，显得莫名和突

兀；《单车问答》仅有6分24秒的篇幅，不仅整体内容显得单薄，主题宣示也过于直

白。再如，《我爱诗词》的群口表演，演员一个一个地间歇式上场，个别演员自始至终采

用河南方言的人物角色式表演，戏剧“小品”的痕迹很重，冲淡乃至异化着相声表演的

审美格范。又如，个别演员的表演语言过度夸张且用力太猛，偏于闹躁而失却美感，再

加上节奏过紧，不够从容，致使总体呈现略打折扣。

凡此表明，相声创演首先应尊重并敬畏自身的艺术本体和传统格范。在与电视晚

会的合作中，削足适履的妥协退让及所带来的规律背离，不仅得不偿失，而且遗患无

穷。希望能在往后的创演实践中，引起相声业界及电视编导的同等重视。换言之，相声

节目若想真正成为地道典范的精品力作，不仅需要深接地气，更加需要回归本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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