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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本报记者 齐 放
实 习 生 陈 婧

“转起来了！好漂亮啊，真
是太不容易了！”2 月 17 日上
午，在市区泰山路北段一活动室
里，看着来之不易的第一个能转
动的传统走马灯灯笼，参与制作
的 75岁老艺人林大毛和一群年
轻人都激动不已。

消失的走马灯又转起来

“走马灯，灯走马，灯熄马
停步；飞虎旗，旗飞虎，旗卷虎
藏身。”可能许多人见过这副描
绘走马灯的对联，但不一定见过
走马灯究竟是什么模样。

记者在现场看到，这些走马
灯灯笼分为内外两层，外部共有
六面，顶部和底部装饰着用纸剪
出来的鸽子、金鱼等，内部轮轴
上也有形态各异的剪纸，花鸟虫
鱼、十二生肖、造型人物……在
灯内点上蜡烛后，产生的热力形
成气流，令轮轴转动，烛光会将
剪纸的影投射在外屏上，看上去
仿佛图像在不断走动，走马灯的
名字也正是由此而来。

“其实，这些走马灯还没完
全制作完成。”参与制作的林平
一边对记者说，一边拿起几个红
色的流苏挂在一盏灯上，又拿出
粉红的薄纱，笼罩在灯的外面，
经过一番装饰打扮后，走马灯看
上去更加古朴典雅、精美无比。

“别看只有这 12盏走马灯，
我们一群人忙活了一个多月。”
正在剪纸的翟娟娟对记者说，由

于制作走马灯的技艺失传已久，
虽然他们请来了老艺人教导制
作，但整个过程仍无比艰辛，

“就拿我现在剪的这条龙来说，
完整剪下来需要 20多分钟。中
间 剪 坏 一 刀 就 得 丢 掉 ， 重 新
画、重新剪，还有一些配饰，
如今根本买不到了，都需要我
们自己制作。”

在老艺人的教导下，这些年
轻人经过不断学习摸索，历经多
次失败后，终于让消失的走马灯
又转了起来。

老艺人35年后再出山

“虽然过程艰辛，但眼看着
12 盏走马灯即将制作完成，内
心充满了成就感。”林平告诉记
者，小小一盏走马灯，既凝聚了
古人的聪明才智，也蕴含着中国
的传统文化及手艺，他们想通过
制作走马灯的方式，来传承和弘
扬中国传统文化，让更多的人在
即将到来的元宵节看到传统的走
马灯。

“每年元宵节前后，虽然能
看到花灯，但传统的走马灯我
已经二三十年没见过了。三年
前，我听说有一位老艺人会制
作 走 马 灯 ， 我 就 多 次 请 他 制
作。也许被我的诚心打动了，
35 年没有制作过走马灯的老艺
人，今年不仅答应制作灯笼，
还无偿传授技艺给年轻人，这
让我太感动了。”林平说，这位
老艺人就是林大毛。

林大毛是召陵区召陵镇林庄
村人，从他记事起，就知道母亲

会制作走马灯。“那个年月，一
入冬俺娘都闲不住了，因为请她
做走马灯的人太多，从入冬要做
到元宵节才能做完。”林大毛说。

林大毛在帮母亲忙活中，慢
慢学会了制作走马灯。20 世纪
80 年代前，手工制作的走马灯
颇受人们喜爱，林大毛在冬季闲
暇时制作灯笼，也挣到了养家糊
口的钱。但从 20世纪 90年代开
始，随着工厂化生产的各式各样
灯笼上市，制作复杂、价格偏
高、不易保存的纯手工走马灯渐
渐失宠，林大毛也就干脆放弃了
制作，这一放就是35年。

融入现代元素和漯河元素

如今，再次制作走马灯，林
大毛的热情被调动起来后，也摒
弃了用传统麻秆、高粱秆制作走
马灯的用料思维，走马灯的主体
结构用坚固耐用的轻质木料，然
后用钉和胶固定结实，能长时间
保存当装饰物。他还在灯的内外
装饰上大胆接受年轻人的创新思
维，加入了许多现代元素。比
如，灯内部轮轴上的剪纸除了各
种动物，还加入了汽车、健身的
人物、小猪佩奇等。除此之外，
还有一盏走马灯上，集齐了小商
桥、说文解字、贾湖骨笛等众多
漯河元素。

在制作过程中，林大毛把制
作走马灯的全套技术毫不保留地
传授给了这群年轻人。他说：

“现在我明白过来了，虽然走马
灯没有市场了，可是这项传统手
艺不能丢。我把这些教给他们，
就是希望他们能传承下去，让后
人能见到古人的智慧结晶。”

“我准备为林老先生制作走
马灯的技艺申请市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如果成功了，就再申请省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看着来之
不易的十几盏走马灯灯笼，林平
说出了蕴藏已久的心愿。

75岁老艺人带一群年轻人忙活一个多月

传统走马灯 再次转起来

本报讯 （记者 潘丽
亚） 2月15日下午，一场以

“唱出心中梦想”为主题的
音乐会在郾城区城关镇华山
路社区的活动室拉开了序
幕。

本次音乐会是华山路社
区工作者专为辖区 4~12 岁
孩子们量身定制的一场音乐
会，兼顾了儿童音乐启蒙。
音乐会上，天真活泼的孩子

们用美妙的童声演唱了许多
欢快的歌曲。

“我们聘请了专门的音
乐老师，来现场给孩子们进
行 指 导 ， 很 受 孩 子 们 欢
迎。”社区工作者表示，日
后，社区还会根据孩子们的
实际需求，开展更多培训、
艺术展演活动，不断丰富孩
子们的课余生活，助力孩子
们实现艺术梦想。

□本报记者 张玲玲

1 月 17 日中午，网友
“du”在朋友圈发消息称，
当天上午，他们一家人到乡
下的姑姑家后，大家拿出姑
姑家放的鼓、锣等乐器，一
家人迅速组成了一支民间乐
队，大家敲敲打打，热热闹
闹迎元宵。

看到消息后，记者联系
了网友“du”杜女士了解情
况。据她介绍，当天上午，
她和爸爸、妈妈、姐姐、哥
哥、嫂子等家人一起来到位
于西城区阴阳赵镇月湾村的
姑姑家。

“姑姑喜欢民间艺术，
家里买的有鼓、锣、镲等乐
器以及多种演出服装。姑姑
虽然已经 80 多岁了，但近
几年每年都带队参加民间艺
术大赛。”杜女士说，当天

中午吃过饭后，考虑到元宵
节即将到来，她就提议让姑
姑教大家学各种乐器，没想
到得到了全家人的支持。姑
姑家紧挨着河堤，大家就把
乐器抬到河堤上，开始了表
演。

“妈妈系上腰带，撑起
小伞扭起了秧歌，哥哥们打
镲敲锣，我换上了演出服敲
鼓，大家在姑姑的指导下个
个学得一丝不苟。”杜女士
说，他们表演的声响传到村
子里，吸引了很多村民前来
观看。尽管他们都是初学，
但仍然赢得了大家的掌声和
喝彩声。

“大家在一起表演了两
个 多 小 时 ， 还 是 意 犹 未
尽。特别开心，尤其看到
76 岁的妈妈乐得像个孩子
一样，我心里很满足。”杜
女士说。

你敲锣我打鼓
一家人组成民间乐队

社区办音乐会
助孩子实现艺术梦想

2月16日上午，源汇区
干河陈乡在开源大剧院广场
举办了2019年民间文化艺
术大赛。来自全乡12社区
（村） 的14支艺术表演队，
表演了舞狮、扇子舞、腰鼓
等传统民间艺术。丰富多彩
的表演，不时赢得围观群众
的阵阵喝彩。

本报记者 李慧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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