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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郑州”记忆中的元宵节闹花灯
家住货站街的李三黑，今年已经70多岁，他的少年时代基本上是在河南农村

度过的。那里民风淳朴，仍然保留着传统的风俗习惯，特别是上世纪50年代，许
多言语和节庆活动同现在相比，仍是古香古色的“原生态”。如水饺仍叫做扁食，
素包子称为菜茧等。

正月十五早饭后，家家户户开始在大门上挂起各式灯笼，除极个别富裕家庭
是从县城买来的之外，90%以上的灯笼都是自己用高粱秆、芦苇、竹篾做骨架，外
面贴上彩纸做成的；少部分里面是点着红蜡烛照亮的；而大部分是将萝卜中间挖
个坑，里面装上棉籽油，再放一节粗棉线做灯芯。

除按当年生肖属相制作动物灯笼外，还有四角、六角、八角等形状的灯，最让
小孩感兴趣的是会转动的走马灯，谁家门口挂出一盏走马灯，一天都会不断孩子
们的吵闹声。

挑灯笼的孩子不注意，灯笼晃动太厉害着了火，立即引起一阵大笑。还有的
大人故意逗小孩说：“你灯笼底下有个蝎子。”小孩不相信，他们就说：“不信你翻
过来看看。”天真无邪的孩子就真的要将灯笼翻过来看一看，谁知，灯笼刚一歪就
着了起来，立即又引起一阵欢笑声。

市民讲述元宵节“灯”故事
赵秀云是地道的郑州人，也是一个民俗爱好者。

“村里或单位正月十五这天要在街上挂灯笼，灯笼上写上灯谜让大家猜，猜
中者有时并没有什么奖励，但很高兴。”赵秀云说，灯笼上的图案一般是较经典的
耳熟能详的故事，如三英战吕布、张生戏莺莺、猪八戒背媳妇、孙悟空三打白骨
精、西门庆与潘金莲等。

夜幕降临，华灯初放，辉煌灿烂，煞是好看，小孩子绕着灯笼跑来跑去，欢笑
着、嬉闹着。

“老百姓则在自己家里捏面灯，面灯一般是由黄豆面做成的，在灯的上部捏
一个凹坑，里边插一个约两寸长的小杆，用芦秆或小高粱秆皆可，杆上缠着新棉
花，棉花上浇上一些花生油。”赵秀云说，到晚上家家户户、里里外外的灯都点亮，
不亚于天上的繁星闪烁。

过去，灯的花样一般有猴子捧灯、小老鼠上灯台、金鸡昂头、兔子赛跑等。灯
要放在家里的每个角落，如放在客厅里兆家庭和谐，放在水缸里兆源远流长，放
在粮囤里兆五谷丰登，放在院子里兆蓬荜生辉，放在门口兆门庭若市等。

灯点完后把它收藏起来，等到二月初二这一天，再把它切成条块，全家人炖
菜吃，兆一年中心里亮堂、吉祥如意。

十五下午，还要到自家的墓地去上坟、送灯、烧纸、换衣，即把灯和供品放在
坟前，灯要点亮，烧纸钱好让逝者在阴间受用。在坟上压一些小块碎纸片，意在
冬季已过，给逝者换新衣。

□晚报记者 徐刚领/文 马健/图

正月十五是中国人民的传统佳节——元宵
节。有业内人士称，汤圆价格涨了 5%至 10%。昨
日，记者走访郑州市一些超市发现，元宵价格平稳，
许多超市还在降价促销。与往年相比，水果元宵等
新品受宠。

昨日，记者走访多家超市发现，元宵销售火
爆。“新到水果味元宵”等火红的促销招牌摆在显眼
的位置，元宵柜台前人头攒动。今年的元宵品牌繁
多、种类丰富，除了传统口味的芝麻、五仁元宵之
外，黄桃、蓝莓等水果元宵及无糖元宵也纷纷“亮

相”，成了今年消费者追捧的“新宠”。
事实上，由于物价的上涨，制作元宵的部分原

材料也未能“幸免”。糯米、白糖等元宵主要原料
价格均出现不同程度上涨，加之近年来人工成本
也持续上涨，推动了元宵价格上涨。据了解，元宵
的主要原料为糯米，糯米的成本占元宵总成本的一
半左右。

“糯米价格的上涨幅度绝对超过CPI。”昨日，三
全食品副总经理黄海东说，这一年多来，糯米价格上
涨幅度很大，白糖等其他原材料也涨价了，企业为此
作出了努力，消化了很大一部分成本，但是，反映在终
端上，汤圆的价格还是有所上涨，幅度为5%至10%。

正月十五正月十五 “闹”花灯“闹”花灯
听老市民讲花灯的故事

本报教你用萝卜、橘子、挂历、饮料瓶、筷子做花灯

中国所有的传
统节日，都称“过
节”，唯有元宵节独
称为“闹”。闹元
宵，闹的是一份心
情，一份欢乐，一份
精神，一份对美好
生活的祈愿与向
往。民歌唱道：正
月里来正月正，家
家户户闹花灯。每
年的今天，全家人
一起团圆看焰火，
吃元宵，赏花灯，猜
灯谜，其乐融融。

晚报记者 李雪

电子彩灯受追捧，想找老款花灯实在难
元宵节赏花灯是我国传统的风俗习惯，街头路边，塑料灯笼销量大增，生意

火爆，而漂亮的电子彩灯受到不少市民的追捧。
文化路一家小商品城内，各式各样、大大小小的花灯挂满了货架。一位摊主

说，平时店里主要经营手绢、扇子等演艺用品，春节前他购进1000多只灯笼，最近
几天卖得很快，现在剩下不到100只，其中新式的电子灯笼卖得最好，一些跟兔子
沾边的灯笼更是两天前就已卖完。

在东风路一个卖电子灯笼的临时小摊，两个电线杆中间拉上一条绳子，上边挂
上各种各样的塑料电子灯笼，做工不甚精细，却引得不大的摊子前围了不少人争先
选购，老板应接不暇。这些电子灯笼售价在15～20元，因为都配有悦耳的音乐，操
作比纸糊灯笼灵便，再加上造型相对逼真、活泼、风趣，所以很受市民喜爱。

市民赵先生趁着下午没事打算带着孩子买花灯。“我还是怀念小时候那种纸糊
的有几个小轮子拉着跑的花灯。”可是找遍了灯市，他也没有找到老款花灯。

在家也能做花灯
食材做花灯 萝卜、橘子都可以做成花灯。

1.先用小刀大致切出轮廓，再用勺子慢慢挖，在
挖出的洞里放蜡烛就行了。

这个就是萝卜灯，美化的话可以在上面涂鸦或
雕些简单的图案，可以用剪刀。

2.橘子灯要在上面挖个大洞，挖出果肉，建议戴眼
镜什么的遮挡，因含水分多，果汁容易喷。美化方面
可以雕图案，也可以用剪刀，橘皮硬，这时可以不用太
提心吊胆。雕之前最好先轻轻地在上面画好图案。

废旧材料做花灯 1.先把报纸卷起来，做成一

根一根的长棍子，按灯的大小裁断。用双面胶或胶
水粘起来，最好在做之前里面包上细的铁丝。

2.把最底下的部分组合好以后，做一个可以放灯
泡或插蜡烛的地方。

3.包上那种很薄的透光的纸。买包、鞋子的时
候，里面的那张薄纸就可以。再就是做外部装饰，
用挂历剪成图片，贴在外边。

饮料瓶和电缆线也能变废为灯 1.塑料的饮

料瓶子剪去头和尾，再把瓶身中间部分用刀划出均
匀的条子，两头留均等的部分不要剪穿。做好这一
步，两头往中间压，就可以看到灯笼的雏形了。再找
两个和瓶身差不多的瓶盖子中间穿孔，套在瓶身两
头，用线或铁丝穿起，两头打结，就做成了灯笼。若
想美化一下，在划瓶身的时候，就雕刻出自己喜欢的
样子。

2.也可以找条中间有五六根铁线的电缆，两头留
个几厘米，中间的皮全部清除，再把铁线往外慢慢
拉，修整成一个灯笼的样子。用自己觉得好看的画
纸糊好，两头再用瓶盖或者其他圆形的东东套起，将
线从中间穿起绑好，就可以了。

筷子做花灯 1.找12根竹棍（筷子也行），用绳

线捆绑成一个长方体，下底面中间成对角搭一个十字
（用来放蜡烛）。按照竹棍搭成的长方体的大小，将硬
度大一些的纸裁成长方形，再折成方筒形状。

2.在纸上绘制出你喜欢的图案。用美工刀切雕
图案，图案的线条不能太细，而且必须连贯。

3.按照自己的喜好，分别裁切略大尺寸的半透明
玻璃纸，用透明胶带从方筒的内侧粘上。将方筒两
边用胶水或双面胶粘牢固。

4.在下底面的中间夹角上用大头钉或铁丝固定
好蜡烛，在花灯的上方打4个孔，穿绳，一个简单漂亮
的花灯就做好了。

元宵节是我国主要的传统节日，也叫
元夕、元夜，又称上元节、灯节。正月十五
闹花灯是传统民俗，到底咋个闹法？

送麦灯 民间有正月十四是麦子生

日的说法，因此，也就有了正月十四送麦灯
的习俗。送麦灯是为了祈求来年小麦丰收。

送茔灯 茔灯，是指送到坟墓上的

灯。正月十五这一天，家家户户会上坟地，在
逝去的亲人和祖宗们的坟上也燃一烛灯光，
一般是送一盏，放在“坟头窝”里，或扒个窝放
里面。除了送灯，还会带上糖果、供品等，有
的也烧纸、燃放鞭炮。做灯的材料主要以
萝卜为主，近年来多用蜡烛代替。

点月灯 做代表十二个月的月灯，用

于祈祷各月收获的农作物、水果和蔬菜取得
丰收。也做狗灯摆在门口，做牛灯、马灯放在
牛棚、马棚，做鸡灯放在鸡窝上，做金鱼灯放
在水缸里，做荷花灯、寿桃灯、娃娃灯放在居
室各处，并将犄角旮旯之处照一照。

民间传说，元宵节的灯光，是吉祥之
光，能驱妖避邪除百病。所以，人们往往端
着灯互相照照脸庞，还要照一照屋内屋外
的各个角落。总之这天晚上，家里家外，一
片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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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圆价格涨了5%至10%
水果元宵新品受宠

兔子造型的传统花灯吸引了不少人。晚报记者兔子造型的传统花灯吸引了不少人。晚报记者 常亮常亮 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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