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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节日·元宵

邵阳日报讯 （记者
陈 贻 贵 通讯员 唐 高
远） 2 月 24 日，市博物馆
开展“同圆民族梦 元宵映
古今”元宵主题活动，吸引
了众多家长带着孩子参与
猜灯谜、品元宵、做灯笼，度
过了一个欢乐喜庆的元宵
佳节。

一张张彩色小纸条高
高悬挂，把活动现场装点得
格外喜庆，充满了节日的氛
围。谜语内容丰富多样，融
知识性和趣味性于一体，涵
盖字谜、动物、水果、生活用
具、地名、成语等类型。此
外，还有以市博物馆馆藏文
物作为谜面的三个小谜王
和一个大谜王，引导大家到
展厅“寻”宝。300条妙趣横
生的灯谜吸引着到场的家
长和小朋友，他们争相开动
脑筋，有的默默思索，有的
互相探讨，共同体验猜灯谜

带来的乐趣，在游戏中感受
到传统文化的魅力。

参与活动的小朋友获
得了市博物馆赠送的 DIY
手提灯笼，他们在家长的指
导配合下，有板有眼地进行
灯笼制作。制作完成后，孩
子们提着各式各样的灯笼
进行展示。

吃元宵是元宵节必不可
少的习俗，它寓意着团团圆
圆。市博物馆工作人员将
炸好的元宵分给家长和孩
子们品尝，吃着热乎乎、甜
滋滋的元宵，每个人心中暖
暖的，脸上洋溢出幸福的笑
容。小朋友罗悦说：“元宵节
好热闹，我和爸爸做了灯笼，
还猜了灯谜，得到了红包。”
罗悦的父亲罗友说，他带着
孩子一起参加这样的活动，
不仅玩得开心，领到奖品，还
让孩子接受传统文化教育，
感受浓厚的节日氛围。

猜灯谜做灯笼 喜气洋洋庆元宵

邵 阳 日 报 讯 （记
者 陈贻贵 通讯员 简
兰） 2 月 24 日，市少年儿
童图书馆举办“春到万家”
闹元宵猜灯谜传统文化民
俗活动。

市少年儿童图书馆一
楼大厅悬挂了600条用彩纸
制成的谜面，市民在彩色的
谜面间来回穿梭，寻找自己
能猜中的灯谜。灯谜集知
识、趣味、娱乐于一体，内容
丰富，包括邵阳本地景区景
点、地名、特产、廉政反腐、
党建和拥军知识等，涉及知
识面广、趣味性强，吸引了
市 民 和 孩 子 们 的 踊 跃 竞
猜。参加活动的市民有的
紧盯谜面、独自斟酌，有的

低头凝思、忽而露出恍然大
悟神色，有的全家齐上阵、
进行激烈辩论，亲身体验着
中华传统民俗文化的独特
魅力，现场充满热情洋溢的
节日气氛。

猜中者可以领取红包、
糖画和糖葫芦兑换券，没一
会儿，兑奖处就排起了长
龙。西直街小学二年级学
生袁妤蓁和妈妈站在灯谜
下进行交流，不时用笔在纸
上记录着自己的思路。“一
撇一捺 打一瑶族婚俗”

“合八字，这个我猜中了。
我猜中了两个灯谜，领到了
10元红包。我还想继续猜，
去领糖葫芦。”袁妤蓁开心
地说。

智力大比拼 益智过元宵

▲猜灯谜热闹过元宵。

▲家长带着孩子动手制作灯笼。

“这个手提包好看又实用。”“这个玩偶好
灵动。”在蓝印花布展区，大家频频驻足，对精
致独特创意无限的蓝印花布系列产品赞不绝
口。“这两天来咨询对接的人很多，经过展位
的人大多一眼就感到惊艳，随之对蓝印花布
的传统技艺和文创产品产生浓厚兴趣。”传承
人罗沙沙表示，蓝印花布文创产品既保留了
传统文化，又吸纳了现代元素，实现了传统与
现代的融合，正努力打造具有邵阳特色的“国
潮品牌”。

在滩头木版年画展位区，市民们排队动
手体验拓印年画“福”字作品。滩头木版年
画传承人尹冬香介绍，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
再只是默默围观，而是主动学习体验非遗技
艺，做富有创意、新意的非遗手工艺品，给传
统文化赋予新时代的新内涵，成为非遗传承
新力量。

在油布伞展区，摆放了各种“迷你”版的油
布伞。资江学校学生林李果和其他小朋友们
围坐一起，挥动着手中的画笔在空白的油布
伞上作画。宝庆油布伞传承人龙智群介绍，
此前的油布伞只是简单日用品，而如今油布
伞和绘画结合，深受年轻群体的喜爱，他们在
绘画的乐趣中体验非遗的魅力。“市民购买热
情很高，卖了近 200 把创新油布伞，销售金额
达5000元。”

新邵剪纸艺术传承人马丽娅挥动着剪
刀，一张张精美的“祥龙”作品引起了围观市
民的连连赞叹，不少人上前“求学”。“非遗传
承人与老百姓面对面，形成一种互动，既把非
遗项目和技艺呈现出来了，也让老百姓在集
市中感受到非遗的魅力、闹元宵的欢乐。”马
丽娅感叹道。

元宵+非遗+集市，火在邵阳文化韵味的
历久弥新，热在邵阳人民精神文化生活的多姿
多彩。这场元宵节里的“土”味活动，散发的是
邵阳魅力，澎湃的是新时代生活的脉动。

赓续薪火 传统文化“双向奔赴”

非遗“火”出圈 民俗年味浓
邵阳日报记者 陈贻贵

天寒地冻，市区
城南公园却欢声笑
语、喝彩声不断。2
月23日至2月24日，

“湘当有味在邵阳·欢
欢喜喜过大年”“元宵
喜乐会 共创文明
城”2024 年邵阳市
元宵非遗集市活动
在此举行。广大市
民逛非遗大集、品非
遗美食、赏非遗技
艺，感受邵阳非遗里
的年味，领略传统文
化中的雅韵。

短短两天，两万
余人现场打卡，非遗
特色商品销售总额近
百万元。这场最为传
统的“集市”，何以

“圈”住了人气、点燃
了城市的“烟火气”？ ▲龙狮闹元宵表演。 申兴刚 摄

两天时间里，邵阳花鼓戏专
场、祁剧专场先后上演，祁剧折子
戏《挂画》《拦马》、邵阳花鼓戏精品
联唱、花鼓小戏《刘海砍樵》等精彩
节目轮番登场，戏里是古韵弥久愈
璀璨，戏外是今日文化更生动。

“老鼠娶亲”现场情景演绎，将
滩头木版年画作品《老鼠娶亲》的
场景搬到现实中，生动展现了老鼠
迎亲队伍吹吹打打的喜庆热闹场
景。表演者活灵活现、滑稽搞笑的
表演把老鼠演“活”了，引得市民纷
纷举起手机拍照、录像。龙狮展演
现场龙腾狮跃、震撼心弦，令观众
大饱眼福，叫好声、喝彩声不断。
猜灯谜作为元宵节的传统项目，一
个个谜语引人深思，市民兴致勃
勃、竞争激烈。

“这些节目精彩纷呈，很有地方
特色，令人大饱眼福。没想到邵阳有
这么多的非遗项目，特别是舞龙舞
狮，太有闹元宵那个味了！”市民海岚
看完展演节目后，深有感触地说。

宝庆烙画传承人唐文林介绍，
此次他带来了十二生肖、“福”字、
招财进宝、邵阳风景等内容的宝庆
烙画文创产品。作品不仅题材广
泛、寓意好，而且价格实惠，深受广
大市民的喜爱。唐文林说，此次非
遗集市为宝庆烙画等非遗项目和
传承人搭建了一个交流推广平台，
同时也让群众了解和体验了非遗。

此次元宵非遗集市采取“非
遗+集市”形式，将元宵传统民俗、
非遗和节庆活动融合起来，打造出
了独具特色的非遗集市品牌。邵
阳米粉、武冈米花、绿豆粑粑、糖画
等香味四溢，勾起多少人的记忆和
乡愁；激昂热烈的龙狮演舞，精彩
绝伦的祁剧、花鼓戏展演，独具特
色的《老鼠娶亲》沉浸式演出……
欢声笑语中是年味之“闹”、是人文
底蕴之“厚”。

此次活动以沉浸式展陈、展演
方式，让广大市民在可听、可品、可
赏、可娱、可购的非遗集市中，亲身参
与油布伞、宝庆烙画、根雕等非遗制
作过程，现场与非遗传承人互动交
流，无疑是一个个“纸上名录”的非遗
项目在现实中鲜活起来的例证。

邵阳迄今有 2500 多年历史，
是湖湘文化的重要发祥地，正因千
年宝庆文脉如诗，涵养了独具特色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前，全市已
有国家级非遗项目 16 项、省级非
遗项目53项、市级非遗项目88项，
国家级非遗传承人 12 人、省级非
遗传承人 53 人、市级非遗传承人
127人。近年来，我市不断夯实非
遗保护传承体系、提升非遗保护传
承能力，让优秀传统文化焕发出新
的活力。也正因此，非遗集市不仅
是邵阳非遗项目的集体亮相，更是
非遗技艺的火热回归。

赶非遗大集 品民俗文化大餐

邵阳县麦芽糖展位前，传承人
陈带连正在忙着招呼顾客、销售麦
芽糖。陈带连说，此次参加非遗
集市活动，带来的非遗商品基本
销售一空。她有些意外，“2 月 23
日开市 4 小时，200 瓶麦芽糖就全
部卖光。”

“两天卖了近2万个豆沙粑粑，
销售额近4万元。”王氏豆沙粑粑传
承人周博对自己的“业绩”感到惊
讶。在他看来，产品如此受欢迎是
因为给大家带来了“儿时的味道”。

市民曾尚高在非遗集市上逛
了一圈后，买了武冈米花、绿豆粑
粑。他说：“赶非遗大集不仅为了
购物，更为体验一种轻松的状态，
体验悠久的文化传承、感受浓郁的
生活气息。”

资江学校学生刘文沛和表妹
谢惠琼逛了多个展位后，最终买了
她们喜欢的两幅宝庆烙画作品《马
到成功》。“我们两个都属马，这个
文创作品寓意很好，我们想把它们
挂在家里卧室里。”刘文沛笑着说。

购销两旺 感受浓浓“烟火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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