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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石灯展

花灯盏盏迎新春
春回大地百花争艳，兔跃青山万物生辉。

新春佳节张灯结彩是中国人过年的重要习俗，

大年三十，“大美离石”第六届迎春灯展在吕梁

党建主题公园如期而至。一组组设计新颖、造

型精美、流光溢彩、精美绝伦的大型灯组为节日

的市区增添了浓浓的喜庆气氛，吸引着众多市

民携家带口、呼朋引伴前往参观。

在吕梁党建主题公园门前的滨河路口，一

座高大的门楼宏伟壮观，“‘大美离石’第六届迎

春灯展”几个大字分外显眼。穿过门楼，走进公

园，园内五颜六色、花花绿绿的各种彩灯、一组

组大型灯饰映入眼帘，喜庆祥和的节日气氛扑

面而来。

今年的灯展在彩灯创意设计上，传承优秀

传统文化，将民俗文化、生肖文化、礼仪文化等

元素与灯笼、福字等年文化元素充分融合，在精

准挖掘地域文化特色的基础上，不断赋予其新

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增强了百姓的文

化参与感、获得感和认同感。

正对公园大门的一组灯饰，以长城、华表为

主体，以党旗为基底，展示了中华民族在中国共

产党领导下英勇不屈、奋发图强的民族精神。

灯饰下，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宣传标语，

让市民们在放松之余，也能了解党的大政方针，

与党建主题公园的定位也十分契合。这组洋溢

着奋进力量的花灯，成为市民刷屏朋友圈的网

红打卡地。

沿着公园内的蜿蜒曲折小径缓步向前，树

上、湖中、小亭内、楼阁顶到处都是灯的海洋。

上下眺动眉毛的舞狮、等待升空的神舟五号、写

有“吉祥如意”字样的景泰蓝花瓶、卡通味十足

的各种水果……，一组组大型灯饰吸引着众多

市民拍照留念。在尽享节日喜庆的同时，小朋

友还可以通过观灯了解历史小故事。孔融让

梨、司马光砸缸两组灯饰，人物形象生动活泼，

情节表现惟妙惟肖，灯光搭配自然协调，展现出

了高超的艺术感染力。

汾阳盅盅肉

香气氤氲中感受年味
“作为我们汾阳的传统美食，进入腊月，家

家户户都会张罗着做几个肉盅盅，你像酱梅肉、

红烧肉块、炉煿肉这三个几乎是必不可少的。”1
月 18 日，在汾阳市某酒店，刚刚拍完酒店拜年

视频的厨师庞君厚指着面前种类繁多的“肉盅

盅”向记者介绍。

汾阳市有着 2600多年的置县历史，饮食文

化在漫长的传承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精于火候、

菜形大方、格调优雅、风味独特、制作精细的特

点。其中明代庆成、永和两座郡王府设于汾阳

后，汾阳人日常的饮食习惯和习俗讲究自然而

然受到两座王府的影响，在餐饮上增添了许多

宫廷菜系元素，使汾阳菜品在“色、香、味、形”方

面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汾

阳八八席”传统宴席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

作为“汾阳八八席”的重要组成部分，盅盅肉

又叫“肉盅盅”，其实是流传甚广的扣肉的一种，

因制作盅盅肉时选用的直径约三寸、粗瓷黑釉浅

底小碗像一个黑瓷盅而得名。用这种碗蒸制的

肉菜，都被统称为“盅盅肉”。在汾阳，这种“盅盅

肉”只有在过年时才会有，每年临近过年，家家户

户都会蒸好多待客或者送礼。由于易于保存，甚

至成为了远方的游子们乡愁之思的良好慰籍。

“蒸好的盅盅肉在春节期间，放半月二十天

毫无压力。正月里，汾阳人招待亲朋，一般都是

蒸上盅盅肉，拌上几个凉菜，简单炒几个热菜即

可。这样省时省力，不影响和亲戚朋友话家

常。待客时，回笼蒸好的盅盅肉，倒扣在细瓷盘

子里，吃的时候把小碗一揭，冒着热气，散着香

味，总是让人垂涎欲滴。”庞君厚告诉记者。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盅盅肉”选用的

食材也越来越丰富，做法也不断推陈出新，满足

着人们多样化的需求。在传统的酱梅肉、酥肉、

红烧肉、排骨、炉煿肉、清蒸羊肉、清蒸鸡肉等之

外，各类大小酒店、饭店，作为专业力量，根据市

场需求，创新出了老醋红烧肉、浓汤烩三鲜（虾

仁、海参、鱿鱼等）等产品，无论在产品的口味、形

式，还是包装上，都引领了“盅盅肉”的潮流，吸引

了喜欢尝鲜、求新的新生代消费者的目光。

方山花馍

“蒸”出幸福年味
年终岁末，春节将至，家家户户都开始置办年

货，蒸花馍作为吕梁春节最为重要的年俗之一，招

待亲朋，迎来送往，都离不开这种花馍面食。

腊月小年前后，各家各户都相继开始蒸年

馍，邻居和亲朋相互帮忙，各式各样的花馍在一

双双巧手中揉、捏、擀、戳，精致漂亮。一块块看

似普通的面团经过揉、捏、拉、盘、剪，不一会儿

就变身为惟妙惟肖的寿桃、莲花、鲤鱼、枣卷、十

二生肖等各式各样的花馍，“花开富贵、年年有

余、步步登高……”等寓意美好的花馍寄托着人

们对新年的美好愿景。当蒸盖揭开的一瞬间，

浓郁的麦香味夹杂着红枣甜丝丝的香气，热腾

腾的蒸气中散发出浓浓的年味。满满当当几笼

花馍蒸好，正月的晚餐就有了着落。

“春节前订制花馍的人特别多，要比平时更

加忙碌，我和家人都是争分夺秒、加班加点地赶

制，每天早上五点就起床准备，一天要用掉三四

袋面粉。”兴南市场馒头店老板红生大叔说，“这

两年动物花馍越来越受年轻人欢迎，尤其是小

孩子，今年销量最好的种类就有兔子花馍。”

在方山县大武镇杨家会村村民家里，杨林

向记者展示了花馍制作的整个过程。杨大叔告

诉我们，花馍的制作看起来简单，但要做好，却

是个费心费力的细活。和面、发酵、揉面、醒面、

捏花、蒸制，每道工序都需精益求精。只见杨大

叔拿起醒好的面团，切开将它搓成三根长条，分

别折叠后将枣夹入对折处，随后将三部分按正

反正的顺序排列，用筷子对准两侧中央压夹到

并拢，就形成了大致形状，其余经过面刀浅浅雕

成叶子形状，最后在顶部放入一粒红豆，一个形

象的三叶枣馍就做好了。经过一番搓、捻、擀、

切、捏、揪、压、挑、卷等手法，不一会儿的功夫，

各种形态各异、活灵活现的花馍便布满了整个

案板。

做出造型后，最后一道工序就是蒸制，经过

30分钟的等待，一个个暄软蓬松且香喷喷的花

馍就蒸好了，孩子们已经迫不及待要尝一尝。

杨大叔坦言道：“现在许多传统习俗没有以

前那么丰富，因为不是所有人都会各种手艺，而

且都可以在商场买到。但在我们家，我要把从

老一辈那学来的一点做花馍手艺教给孩子们，

让孩子们再教给下一代，祖祖辈辈传递下去，那

花馍带来的年味就会长久保留下去。”

食物所承载的不仅仅是食物本身，还联结

着人们彼此之间的情感。花馍寄托着人们对新

一年美好生活的向往，也蕴含着人们祈愿岁岁

年年、团团圆圆的美好祝福。

中阳剪纸

传承民俗年味浓
金虎辞旧，玉兔迎新，随着癸卯兔年的到

来，除旧布新、置办年货、贴对联窗花、守岁、拜

年……便成了人们迎禧接福必不可少的步骤。

在这些仪式感中的“窗花”是贴在窗纸或窗户玻

璃上的剪纸，是中国古老的传统民间艺术之一，

是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它历史悠久，风格

独特，深受人们所喜爱。说到剪纸，就不得不提

到中阳剪纸，当传统民间艺术之乡的非遗剪纸

遇上造型可爱的生肖兔子，更是将中国年味展

现得淋漓尽致。

1 月 19 日，在中阳县剪纸文创基地剪纸艺

人们正忙着创作着一幅幅新作品。“为了迎接新

春兔年，我们设计制作了一些生肖兔窗花，兔子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寓意着多子多福、人丁兴旺，

于是我们便融入了象征着平安、富贵、喜庆等内

容的花瓶、牡丹、梅花等许多传统元素，以此来

寄托人们的美好祝福。”中阳剪纸市级传承人、

中阳剪纸文创基地负责人武小汾举起剪好的作

品向记者展示。只见这幅生肖兔作品由三部分

组成，上半部分主要是牡丹花和花瓶，中间有只

可爱的兔子，下面由梅花环绕着，阳光穿过剪纸

的镂空部分向外发散，作品中的兔子被红色的

光环笼罩着显得特别可爱。她介绍，这幅作品

包含的寓意是幸福、如意、富裕、吉祥，祝福祖国

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在剪纸的世界里有一种独特的语言，用剪

纸艺人的话来讲，就是“有图必有意，有意必吉

祥”。剪纸艺人们用永不褪色的“中国红”不仅

剪出了一个个活泼灵动、造型独特的兔子，更剪

出了在新的一年里大家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剪

出了浓浓的年味儿。在中阳县，剪纸具有广泛

的群众基础，交融于中阳民众的日常生活。“在

剪纸中，既有以十二生肖为主题的装饰剪纸，也

有配合岁时节令、人生礼仪的民俗剪纸，还有以

民间神话为题材的剪纸。剪纸元素来源于我们

的日常生活，再将作品回归于生活，比如剪纸图

里喜庆的灯笼、雍容华贵的牡丹等都是这样

的。”武小汾告诉记者。

为了更好地传承剪纸技艺，武小汾不仅成

立了中阳县布布佳手工艺品专业合作社，带领

更多的妇女们通过学习技艺来增加收入，而且

在剪纸教学与文化交流方面也投入了很多精

力，开展了各种研习活动，通过“手把手”教学，

让大家了解剪纸的文化和历史，让剪纸走进学

校、走进社区、走进千家万户。武小汾也被山西

省委宣传部授予“基层宣传文化优秀人才”，被

山西省人社厅、山西省妇联授予“山西省巾帼建

功标兵”荣誉称号。在武小汾的心中，传承不仅

仅是技艺的传承，更是文化、艺术的传承，她将

经济建设成就、民俗活动、党的建设等多种元素

创新地融入到传统的剪纸艺术中，让传统技艺

在发展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

“目前，我们开发了各类工艺产品有数十

种，包括剪纸套册、挂轴、摆件、剪纸衍生文创产

品等等，销售量也是逐年增长，尤其是快到过年

的时候，销量就超过了我们日常销量的 30%，现

在腊月二十八了，我们还在忙着准备订单，看到

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剪纸作品，这项非遗传承绽

放出无尽的魅力与生机，我是打心眼里高兴。”

武小汾激动地告诉记者，今年正月初八至正月

十六期间，她们剪纸文创基地将免费开展非遗

项目展示体验活动，家长、学生和广大喜爱剪纸

艺术的朋友们都可以提前进行预约，届时会有

专业老师们现场指导、讲解，满足大家的节日文

化生活需求，进一步传承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

临县伞头秧歌

“扭”出幸福新生活
红灯高挂，锣鼓阵阵，唢呐声声，舞扇翩

翩。每年正月，临县的村村寨寨都会自发组织

秧歌队进行展演，不仅传递新年的喜悦，更是对

传统民俗文化的传承和展示。这不，农历大年

初一一大早，临县碛口镇的乡亲们便自发地举

起花伞，敲起锣鼓、扭起秧歌。

咚咚锵、咚咚锵……威武的锣鼓队员个个精

神抖擞，鼓槌在他们手中上下翻飞，构成了一片

百鼓催春的欢腾景象，展现出临县儿女勤劳勇

敢，奋发图强的新面貌。伴随着锣声鼓声唢呐

声，在伞头的带领下，二百多名秧歌手穿着喜庆

的服装，和着欢快的节奏，挥着手中的彩绸、彩

扇，扭出了红红火火的日子，舞出了临县儿女同

心筑梦的精气神。秧歌队员刘梅梅说：“好几年

没有闹秧歌了，今年终于可以痛痛快快的扭起来

了，自己扭的开心，也希望给别人带去快乐。”

临县伞头秧歌演唱形式独特，一般在街头

和广场表演，秧歌队人数不定，少则七八十人，

多则两三百人。演出时前有门旗、彩旗和鼓乐

队开道，中有架鼓子和各种小会子表演，后队由

龙舞、狮子舞收尾。所有参演者在伞头带领下

踩着锣鼓唢呐的节奏尽情舞蹈，远望犹如一条

欢腾的彩色巨龙。

“猛虎回山雄风在，玉兔下凡人皆爱。临县

人民更豪迈，喜迎新春都愉快。”字正腔圆的伞

头即兴演唱，为乡亲们送去欢乐和祝福的同时，

也表达出临县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希冀。

传统的伞头秧歌由一名“伞头”担任头领，

既是秧歌队的主唱是秧歌队的主唱，，又是指挥又是指挥，，还要在表演中调还要在表演中调

动情绪动情绪，，制造气氛制造气氛。。当两家秧歌队相遇时当两家秧歌队相遇时，，伞头伞头

还要代表秧歌队与对方竞唱还要代表秧歌队与对方竞唱，，同外界的诸多交同外界的诸多交

往都由伞头出面往都由伞头出面。。这既是这既是““伞头秧歌伞头秧歌””名称的来名称的来

历历，，也是区别于其他秧歌的主要特点也是区别于其他秧歌的主要特点。。

秧歌队里秧歌队里，，行云流水的划旱船行云流水的划旱船，，形象逼真的形象逼真的

抬花轿等民俗娱乐节目被注入现代元素抬花轿等民俗娱乐节目被注入现代元素，，轮番轮番

上演上演，，精彩纷呈精彩纷呈，，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

“这才像过年啊！”“扭的真好！”秧歌队的热情

表演，赢得了观众的阵阵喝彩。“儿时过年的感觉

又回来了，左邻右舍聚到一起扭秧歌，红红火火，

热热闹闹，真幸福。”村民李晓倩高兴的拿着手机

边拍边说，过年就要有过年的味道，大家一起喜气

洋洋，新的一年里日子也一定会越来越好。

方山“恶”

传统工序中感受别样年
在方山人年夜饭的餐桌上经常看到一道菜

就是豆芽炒恶，“恶”是方山的方言取其音，并非

汉语中的常见之义，它是方山的特色美食，也是

方山年味的代表之一。在方山，做“恶”的过程

本身就是“年味”重要的组成部分。

“说起年味，我最想念的还是我们方山的

‘恶’，一盘豆芽炒恶，说不出的香。其实，年味

最浓的要数作‘恶’的过程，一家人齐上阵，为过

年准备。在一道道的工序中也体会到了过年的

意义”。常年在北京的刘佩，因为疫情、工作等

原因，已经两年没回家过年了。今年的年夜饭

上，看到豆芽炒恶，刘佩终于大饱口福。

在方山，以前每当过年时，做“恶”是每家每

户的传统，一到腊月就要开始准备了。作为方

山的传统美食，它的制作过程比较复杂，主要食

材就是土豆和淀粉，看起来仅仅两种简单的食

材，做起来却不简单。第一步先要把土豆洗干

净，将带皮的土豆放在锅里煮熟，捞出放置在冷

水里，往往一家老小都坐在一起剥土豆皮。第

二步将把土豆压成泥，反复几次，让土豆泥更加

细腻。第三步按 1:0.7 的比例在土豆泥中加入

淀粉，淀粉质量好，做出来的恶才能细腻。第四

步将土豆泥和淀粉和起来，这个过程特别考验

技术和体力，需要一边加水一边和在一起。与

此同时，把葱、油以及盐加进去一起和，使其入

味。最后，和好之后，再将它团成窝头状或是饼

状，然后用水将表面抹平放在蒸笼上。这样，蒸

上整整两个小时就制作成功了。从准备到出

锅，往往需要一整天的时间，正是因为它繁杂的

工序，人们的不厌其烦，才能感受到过年的仪式

感。快熟的时候，忙碌了一天的一家老小都聚

在锅旁，等待掀起锅盖的时刻，不仅是对“恶”的

期待，也是对来年新生活的期待。

在方山县圪洞镇糜家塔村村民郝银兰家

里，记者尝了一口刚出锅的“恶”，晶莹剔透，可

以清晰看见中间的葱花，闻着土豆的香味以及

葱花的清香让人不住的咽口水。郝银兰告诉记

者，“方山‘恶’的独特有之处不仅在于它味道的

独特，也在于纯手工的制作过程和复杂的工序，

在这一过程中，一家人团聚在一起，放下手机，

一边干活一边唠唠家常，说说这一年的收获，一

家人在欢声笑语中迎接新得一年的到来。这才

是幸福幸福！”！”幸福就是一家人在一起幸福就是一家人在一起，，向着美好生向着美好生

活一起努力的样子活一起努力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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