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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灯彩是全国普遍流行的节令风物，亦称花灯，与一般照明用的灯具存在着差异，但界定标准并不明显
，不少灯具也具备观赏与装饰的功能；而灯彩也与灯具一样具有照明的功能。
这里所说的中华灯彩，则侧重于观赏性能、娱乐性能更鲜明的花灯。
    各地艺人利用当地特有的材料制作花灯。
竹、木、藤、纸、绢、布、麦秸、牛骨、玻璃、金属、花草、蔬果、冰雪等都可以成为制灯的材料。
又用彩绘、雕刻、刺绣、烙花、剪纸、针刺等工艺方法进行装饰，因此，中国花灯异常丰富多彩。
    花灯的民俗性很强，本身即起源于民俗事项。
诞生于民俗的花灯，反作用于民俗，使民俗事项更加丰富，更加稳定，终于成为传统节日的标志。
元宵节也叫“灯节”，花灯在此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除了一般意义上的装点节日、渲染气氛、娱乐欢庆功能之外，花灯在许多民俗领域都发挥着无可替
代的作用。
中国台湾的金门、台南等地，盛行在祭祀家庙时奉献灯笼，这种特制的灯笼高近一米，白灯红字，异
常古朴庄重。
这种灯材料考究，工艺复杂，成本很高。
但是，大家不惜工本，每年都要重新定做。
目的是对祖先呈献一片虔心，希冀以此纪念先人的功绩，祈祷先人的护佑。
    广东潮州，有一种特殊的花灯，叫做“丁屏”，丁是灯的别称，意思就是“灯屏”。
基本形式是一个小舞台式的屏台，里面安置用泥、木、丝织品做成的古装人物，一屏就是一出戏。
在元宵节期间大量摆放街头，供人观赏。
这种灯屏表现的故事情节多为潮州所特有，除观赏功能之外，认知意义非常突出。
    河北蔚县则传承着一种特殊的花灯活动“拜灯山”。
每年除夕的黄昏，在一座专门用于点灯的土楼里一层一层地安置数百盏“灯碗”，用这些灯碗排成巨
大的文字短语，如“国泰民安”、“五谷丰登”、“平安如意”、“天下太平”，等等。
入夜，点燃灯碗，在远处就能看到这些巨大的发光的字句，这就是“灯山”。
村里的人在家庙前集合，敲锣打鼓，走向“灯山”，走在最前面的是个坐在辇上的七八岁的小男孩，
他就是今年的“灯官”。
全村的人跟在灯官的后面，依次向灯山行礼膜拜。
祈祷一年的丰收与幸福。
这一活动，延及至今，已经列入河北省的“非遗”保护项目。
    广东省兴宁市所属乡镇盛行“灯庆”、“灯祭”活动，每年的正月十二至十六，各村都举行不同的
以灯为中心的祭祀庆典。
下中村把灯视为“神”，每年必做一盏高三米的巨型花灯，全村人统一祭拜。
此灯工艺复杂，手法独特。
灯身由上千个雕镂粘贴的小花朵组成，耗费几个月的时间，不惜工本精心制作。
元宵节期间，敲锣打鼓，燃放长鞭，祭祀这个灯神，祈祷一年的平安吉利。
    花灯的民俗作用还多，不能一一赘述。
只想说明，花灯不仅是节日的风物，更是传统文化传承的载体。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中已有8个省市的14种灯彩榜上有名，分别是：仙居花灯、硖石灯彩
、泉州花灯、东莞千角灯、湟源排灯、忠信花灯、北京灯彩、上海灯彩、秦淮灯彩、苏州灯彩、佛山
灯彩、潮州花灯、洛阳宫灯、汴京灯笼张。
今后还可能有更多的花灯进入名录。
这么多种花灯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说明中国花灯的重要与亟须保护的传承现状。
为花灯写书，整理并记录中国花灯的发展历史、工艺流程、品种品类、民俗作用和相关的内容，已经
成为急迫的任务。
李苍彦先生为此作出了贡献，专门写了一本《中华灯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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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苍彦已经写了很多书。
他在北京工艺美术行业工作多年，既是经验丰富的业内管理者，又是直接参与工艺美术创作的设计师
，还是专注于研究的学者。
已经出版的《美的品味》《美的求索》《手工艺品制作技法》《中国民间工艺史话》《彩蛋技法》等
专著，都是工艺美术研究的学术成果，体现着李苍彦对北京工艺美术研究、中国工艺美术研究的义无
反顾与殚精竭虑。
这一本《中华灯彩》，则是李苍彦的又一部力作，值得一读，再读。
    王连海    2012年6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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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华灯彩》由李苍彦所著，灯彩是全国普遍流行的节令风物，亦称花灯，与一般照明用的灯具存在
着差异，但界定标准并不明显，不少灯具也具备观赏与装饰的功能；而灯彩也与灯具一样具有照明的
功能。

    《中华灯彩》所说的中华灯彩，则侧重于观赏性能、娱乐性能更鲜明的花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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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有的专家经过考证认为，灯节的源头，还应该往上追溯至远古时代对火的崇拜。
    人对灯的信仰意识，始源于远古的火崇拜，至晚在商代，就有了“燔柴祭的神”的习俗。
甲骨文中有“燎”字，《说文》释为：“柴祭天也。
”实际上所祭的对象很广泛，有先公、先王、自然神、河川山岳等。
到周代才专一为祭天。
《诗经》里多处提到，如《大雅·早麓》述：“瑟彼柞械，民所燎矣。
”注：“燎，祭天也。
”《说文》所释正是周代的情况。
    元宵的灯火，虽主要作观赏用，但民间又多用以驱疫、祈丰收及求子嗣，隐约可见上古对火崇拜的
影子。
这种祭天的方法，民间至今仍有遗存，如甘肃河西走廊一带农村的“燎天蓬”习俗。
每年农历除夕之夜，各家各户将生长于戈壁滩上的香蓬草，俗称“香柴”，堆于院内或大门外，顺着
牛棚里站立的耕牛扭头所朝的方向焚香叩头，并点燃香蓬草堆，全家人围绕火堆左转三圈，右转三圈
，然后把事先准备好的五谷杂粮撒到火堆里，听着那噼噼啪啪的声响，待到火势变弱时，家里的老人
小孩在火堆上跳来蹦去。
据说这样会燎去一年的晦气。
《镇番遗事历鉴》述：“岁尽除夕夜，农家积香蓬草于宅院，放火燎天，谓之燎天蓬。
逢时家家火光自院内冲出，自远仰视，团团点点，犹天火燃烧，秋桐霜染，壮乎美哉。
”    又如在我国南方一些地方，元宵之夜人们手举火把在田野上奔跑，用以表达祈求庄稼丰收的诚意
。
湖南宁乡元宵节举行焚田活动，称为“烧元宵”。
农民高呼：“正月十五元宵节，害虫蚂蚁高山歇”，“烧起虫虫，蚂蚁天上去呀啊嗬！
”深夜里，人们还要点燃蘸茶油的香，插于屋间角落，以驱鼠害。
这可能是原始时代的人们在夜晚祭神、求丰收、点起火把驱除邪气的遗风。
至今在少数民族中亦可找到这类习俗，如每年彝族火把节，彝族人都要燃火把蹦跳于田野中，表示驱
除虫害，求得幸福、丰收，并在月下跪舞，与元宵习俗略同。
    此外，还有曾经流行全国大部分地区的燎岁，又称“庭燎”的习俗。
大年三十(即除夕)，家家户户清扫庭院，于庭前燃苍术、柏叶或竹竿，意为烧去一年的秽气，实有讲
究卫生、消除疾病的作用。
《诗经》里已有《庭燎》篇，并有“庭燎之光”的描述。
古代的庭燎，是用竹竿作火炬。
竹竿燃烧，竹节内空气受热膨胀，竹腔爆裂，发出噼啪炸声，以此驱散鬼魔邪气。
后燃烧物有演变，如淮河流域是“燔苍术”，北京等地是“烧柏叶”，东北黑龙江等地则是“烧炭火
”。
    蒙古族民间曾流行火祭的风俗，也称祭火、祭灶。
这是一种古老的，带有原始性的传统祭祀仪式，是古代生产力低下而产生的。
平时，蒙古包或房屋里的锅灶、火盆和篝火等，均被视为火神而加以崇拜。
每逢年节、迁居或婚礼时都要举行。
各地形式大同小异。
一般是将肉、奶酒、奶油、奶食品等放入火中或供在灶火旁，同时进行祷告和祝赞，诵唱祭火祝词或
请喇嘛诵经。
农历腊月二十三，俗称“小年”，是送迎火神的“年火”日。
傍晚，全家围坐在灶火或火堆旁，由长者将以五色丝线和棉花装饰的羊脯子放进火里，再行拜火仪式
。
晚饭多是用米和奶油做的“阿玛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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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地区的蒙古族则是把羊肉放入火中后，再投入羊胸骨、下颌骨、下腿骨各一块。
忌用脚蹬踏锅灶或在火上烤脚。
    昔时四川川西一带流行点玉皇灯。
每到农历正月初八、初九，当地民间于街头、交叉路口竖立高7米多的灯竿，灯竿上横悬三十三盏灯
，称之“玉皇灯”。
当第一晚点灯之后，人们连日以香蜡、酒肉供奉守灯的“鬼王”。
民谣日：“灯竿不倒，鬼王不走”。
相传鬼王执行玉皇的圣旨，专管众鬼。
民间以为，点玉皇灯祀鬼王，使其管住众鬼，不使作祟，可避难产、投水等事件发生，以保一方平安
。
还有，流行于四川东、西部一带农村，每逢农历正月初八、初九，农民把自己制作的灯点于田间，谓
之“点五谷灯”，认为可以驱除不祥，使农作物免遭虫害，获得好收成。
    1989年的农历正月十五深夜，民俗学者孙秉山在晋北黄河东岸的保德县县城采风，在欣赏四乡邻里
村镇百姓们创作的花灯之余，看见当夜“家家户户都在自家大门前，点燃一堆用上等的煤块特意堆成
的火。
”名之日“旺火”，以寓意日子越过越兴旺，越过越红火。
在“十五”观灯、跑旱船、闹社火时，主要街道场所为了安全，“旺火”堆相应减少，并在旺火的四
周围坐着一圈老年人，一边饮酒谈天，一边照看“旺火”。
此习俗，无疑为元宵的原型，是由远古时代一直传下来，与彝族火把节同源。
当然，这种保留着远古燎祭、原始朴野风格的活动，如今在全国各地已很少见了。
    燎祭发展到后来，分为两路，一路演变为春节、元宵节即灯节的“旺火”。
另一路则演变为“火把”，以至“灯烛”，在周代称为“燎炬”，《诗经》里不少地方提到。
火把至今有些场合还在用。
    火崇拜，从燔柴到火把，到旺火与灯烛，直至各种制作精巧的花灯，由自然发展为一种工艺，信仰
也便逐渐滑向娱乐。
工艺与信仰成反比，古今中外，从来都是这样。
可以推想，元宵的雏形实是远古先民持火把祭神求丰收，汉代燃火祭太一是其遗风，后来演变为花灯
节。
当然同时也融合了道教、佛教的思想与习俗，并不断加入各种民间习俗、活动。
    P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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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如今六七十岁的北京人若回忆起来，可以说小时候每剑灯节时都曾经赏过花灯．玩过花灯，逛过灯市
，甚至自己动手扎制过花灯。
大约20世纪50年代巾期以后，北京地区过灯节只剩下吃元宵了。
世代流传的扎灯彩，挂花灯，逛灯会，以及与之相关的许多习俗大都从人们的生活中逐步消逝了、直
至20世纪80年代初以后，春节至元宵节以及夏日灯会才又慢慢红火起来。
不过，与之相关的其他习俗差小多没有了。
童年时，在正月里我也曾经和小伙伴一起捉若小灯笼，在街巷里娱戏游荡，放鞭炮，到东四牌楼那儿
观赏商铺组织燃放的大花盒了，那花盒子的灯火燃起时一幕幕靓丽的映画、彩光、音响，和谐相融的
场景，还有我自己动手扎制花灯的情景，回忆起来至今还是挺兴奋的。
    我十多岁开始学习工艺美术设计，存老师和老艺人的谆谆教诲_卜，逐渐入了门，随着学习的深入和
年龄的增长，以及工作的需要，开始注亟对工艺美术理论的研究和对工艺美术技艺的总结。
记得1984年我应出版社之约写过一本《中国民间工艺史话》和一本《手工艺品制作技法》，后来还写
过《文学艺术邮票欣赏集》，其中都有关于灯彩的内容。
在20多年前编修《北京工艺美术志》时，由于灯彩是品类繁多的北京手工艺中的一个很有特色的行业
，收集了不少花灯的资料。
七八年前，在几位朋友，尤其是“花灯王”王燕敏的鼓励下，我挤时间整理撰写了一摞三四万字的关
于北京花灯的资料，义和几位同仁一起，陆续整理汇集了几十幅灯彩的图稿，略加修订后，作为中报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本资料，也可以说是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起了点滴作用吧。
在王燕敏等挚友的要求、鼓励和支持下，几经周折，我完成了这本有关灯彩内容的文稿。
为什么说几经周折？
一是因为我近些年一直担任着《工艺美术家》(季刊)杂志的主编，同时还要编一份《北京工艺美术》(
双月刊)的报纸，从组织稿源，文字编审，版式设计、文字校对到发排印刷一系列工作，都m我一个人
完成。
二是在我每年的任务表中，还得组织编辑或亲自撰写出一本服务于北京工艺美术业的书稿来。
三是有不少需要参加的活动，比如作讲座的主讲人，开学术研讨和相关的会议，等等。
参加这些活动，是为工艺美术事业添砖加瓦，其实也是自己学习的好机会。
四是2011年12月，又分派给我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主编《中国工艺美术全集·北京卷》的任务。
这是一部分为七册至少400余万字的=协稿。
正是这一项项的任务，使我答应撰写这部关于灯彩的书时，感到肩上的担子从来没有过的沉重。
凡是答应的事儿，就应该努力去完成，不能食言，然而每一项任务都是“硬”指标，为此，撰写这部
书稿只好在断断续续中完成厂。
本来的计划是对书稿反复推敲，字斟句酌的，由于这活儿堆在一处排着队，尤其是虽然当杂志的主编
快十年了，我编杂志、写书稿，都是一个字一个字地手工码出来的。
    甭管怎么说吧，这部书稿总算是“炮制”出来了，有句俗话说是见好就收。
现在呈现在您面前的这本书，是否能“见好”，能不能“收”？
若您有兴趣的话，就请您来评议吧。
书稿中肯定有不少不足之处，甚至是错误之处，真心地期望您指正，提出修改意见，我衷心地感谢您
。
在这里，我需要真诚说明的是在此书稿的编撰过程中，不仅尽可能多地吸取了已有的研究成果，有些
文字或图片，采取了直接引用的方式。
恕我在忙乱中未能一一记住或标记出引自何处，我谨向被引用的原作者表示深切真挚的谢意。
    本书以宏观研究为基础，从灯彩的历史渊源入手，进而阐述了灯彩的演进轨迹；从对祖国各地花灯
演化的介绍。
到侧重介绍历史上北京花灯的盛况。
北京的灯彩艺术白建都后，历经近千年的延续发展，如何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地域特色，这是需要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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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的。
灯节是源远流长，深入人心的全民节日，花灯艺术是雅俗共赏，精巧普及的手工艺品。
花灯因灯俗的存在延续而兴旺，灯俗因花灯的兴旺而发展，花灯是灯俗的魂，也是吉祥和谐，幸福美
满的象征。
    在此，感谢多年来衷心于灯俗研究的民俗专家、工美艺术家和扎制灯彩的能上巧匠的关心、扶持及
爱护灯彩艺术的人们的鼓励。
2008年6月7日，北京灯彩艺术列入了第一批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
2010年10月21日，在北京召开了国际灯彩研讨会，这对北京灯彩的保护、传承是极为给力的。
    本书的得以出版，得益于困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政策的出台，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学者
和有关领导李进华、邱春林、赵书、石振怀、干容、于志海、赵庆兰、王燕敏、杨玉栋、张连有、曾
建中、张自方、孙玉珍、郭鸣、朱洪等的支持，再一次由衷地表示感谢。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民间工艺美术专家王连海为本书作序，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
    本书执笔李苍彦，书中捅图收集、整理、绘制张白方、李苍彦、李邦华、王亚非，摄影王亚非，书
名题字王燕敏。
    2012年4月28日于盘兔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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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华灯彩》由李苍彦所著，他在北京工艺美术行业工作多年，既是经验丰富的业内管理者，又是直
接参与工艺美术创作的设计师，还是专注于研究的学者。
已经出版的《美的品味》《美的求索》《手工艺品制作技法》《中国民间工艺史话》《彩蛋技法》等
专著，都是工艺美术研究的学术成果，体现着李苍彦对北京工艺美术研究、中国工艺美术研究的义无
反顾与殚精竭虑。
这一本《中华灯彩》，则是李苍彦的又一部力作，值得一读，再读。

Page 1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华灯彩>>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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