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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 月 5日，宜兴城乡
出现舞龙舞狮、锣鼓喧天的闹元
宵场景。其中，湖氵父镇欢乐闹元
宵的场景比较特别，竹篾为骨架
扎成的纸青狮白象（狮）和调纸狮

“活灵活现”，场面生动，由湖氵父镇
老年服务中心组建的勇氏狮灯队
赢得一片喝彩声。负责人勇乾虎
介绍，“勇氏青狮白象”被列为宜
兴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它的
由来有着一个美丽传说，与乾隆
皇帝有关。

扎纸青狮白象（狮）和调纸狮
是湖氵父镇积石坞自然村勇氏族人
于清乾隆年间发起的，迄今200多
年了。相传，清乾隆帝微服上磬山
寺寻父，路过积石坞，被眼前一片
青山绿水、男耕女织的安居乐业景
象深深吸引，乾隆帝兴奋至极，当
即挥毫写下“仿佛桃源”四个大
字。为感皇恩，积石坞勇氏族人就
地取材，用毛竹扎制成骨架，再用
青蓝色和白色的纸剪成毛发状粘
贴在骨架上，制“青狮白象（狮）”一
对并调起纸狮，以示“乾隆皇恩浩

荡，勇氏世代安康”。从此，扎纸
狮、舞纸狮的民间工艺代代传承，
沿袭至今。

勇姓人家在宜南山区的湖氵父
镇相对集中，于1931年续修的《勇
氏宗谱》今犹在，宗谱记载的“宗
规”要求族人“首读次耕再次医，文
章可以经国显亲扬名”，“家贫不能

读书当勤于耕，可以养亲谋食亦不
失务本之意”。从第十代开始，有
勇氏后人迁到江阴顾山。勇乾虎
是宜兴勇氏16代世孙，他是整理
和恢复扎纸青狮白象（狮）和调纸
狮非遗项目的主要负责人，也是勇
氏狮灯队的幕后负责人。

（何小兵/文、摄）

延续春节的热闹，无锡人的元
宵节依然“快乐不停”。市民李丹
告诉记者，他们一家人玩遍了“南
北四城门”。苏宁广场的南派醒狮
梅花桩表演真是精彩，威风凛凛的
舞狮在梅花桩上跳跃翻腾；万象城
游园会上赏灯游玩，猜灯谜，小朋
友还亲手制作兔耳花灯；在海岸城
戴着兔子面具逛夜市、看演出；在
无锡百联奥特莱斯玩兔子花灯和
亲子剪纸DIY……“商场活动都很
有意思，今年的元宵节玩法真多！”
他说，随着国潮的兴起，元宵节这
样的传统节日在“古风”加持下，显
得更加“正宗”和有意义。记者走

访多家商场发现，商家们倾力营造
节日的消费氛围，精心布置的美陈
场景屡屡吸引人流驻足赏玩。多
家商场相关负责人表示，尽管销售
数据还未统计完成，但各品牌专柜
都是“一脸喜滋滋”。

餐饮市场为引客亦不遗余
力。在君来世尊酒店的新春“吉”
市上，一锅熬好的糖稀经过老手艺
人娴熟的操作，制作成各种栩栩如
生的小动物。吹糖人做出的糖画
和糖人让住客欣喜不已，剪纸和捏
泥人等非遗传承活动也是互动频
频。在泓历皇朝酒店和艾迪花园
酒店，当天消费的客人均能得到汤

圆一份，这份汤圆不仅精心制作，
还有兔子形状等俏人“打扮”。品
牌餐饮的门前更是排队成风，不少

“等桌人”纷纷在朋友圈晒出排队
景象，顺便立下休闲人设：“吃吃喝
喝又一天。”

某中餐品牌营销策划负责人
陈先生表示，元宵节虽然假期短，
但节日“分量”重，文化内涵与传承
韵味广，锡城商家多提前布局，引
爆市场也是预料之中。

“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
舞……”随着天色将暗，华灯初上，元
宵佳节当天，锡城处处可见张灯结彩
的上元节盛会场景。

在鹅湖玫瑰园，各种非遗文化、
多层次烟花艺术组合在一起，将游客
们带到一场极具梦幻的视听情境。

“摸摸狮子头，新年鸿运当头；摸摸狮
子尾，从年头顺到年尾”，发源和盛行
于岭南地区的醒狮表演入列第一批
国家级非遗目录，元宵节当天，成了
玫瑰园内最先暖场的贺岁表演。从
2月3日起连续3天，景区内安排了
丰富多彩的文创集市、非遗表演，让
观众们流连惊艳的，其中敦煌飞天舞
蹈，舞者在硕大的月亮灯下翩翩起
舞，宛若惊鸿，云端道具和精心设计
的光影，再现了敦煌壁画中的经典艺
术韵味。

在荡口古镇华氏义庄内，童子
功、跷功、水袖功、毯子功等戏曲绝活
轮番上演，在京胡和富连成科训群声
朗诵中，众生百态徐徐展开。“正月十
五一过，人们总是自觉地收拾好心情
继续奔赴年后的工作生活；而一切有
关过往的怀念与感慨，也将全部封存
进这新年的第一个月圆之夜。”在主
创团队看来，荡口古镇2月4日和5
日通过实景玩转“元宵奇妙夜”，明月
如银盘洒下清辉，桥边廊下，演员通
过多种舞蹈、戏曲、评弹穿插演绎，巧
妙融入当下热门的剧本杀、街舞元素
等流行文化，制造浓郁的国潮古风剧
本游氛围。前来游玩的游客人人可
欣赏可参与，大家一起穿越历史，畅
想当下，从古至今，虽然节日习俗变
化巨大，但“一场相遇，一眼万年”背
后的美好爱情内核没有变，依然留给
今人无限回味。

元宵佳节，十里南长街处处张灯
结彩，福兔花式祈福庆贺。手提灯笼、
头戴钗环的汉服演艺表演者正在上
演一出华丽鲜艳的国潮快闪，舞之蹈
之，带领观众重温汉唐风月美景。在
老城厢清名桥广场，猜灯谜、夜游、烟
花、直播，打开最美元宵节序幕。元宵
节当晚，国风舞蹈《只此青绿》，新民乐
《阿木拉汗》《梦里水乡》和新编歌舞
秀、杂技等接连上演同喜同乐的精彩
剧目；运河沿岸装扮一新的“无锡太湖
购物节元宇宙直播间”带领线上游客
沉浸式云逛灯会，各类老字号首店、非
遗文创商品引领梁溪人间烟火气，现
场手工剪纸、捏面人、刺绣等传统技艺
重现街头，各类美食和创意工艺品让
市集琳琅满目。 （陶洁）

多元场景打造“热市”

眼福口福都“到位”
锡城的元宵节快乐多多！昨天采访了解到，相比往年，今

年商家针对元宵节推出不少新玩法，购物场景的多元与汤圆口
味的多元实现同频共振，消费者眼福口福都“到位”。

湖氵父山乡“青狮白象”闹元宵

汤圆这一元宵节限定美食，从
不缺席无锡人的餐桌。在大润发
超市，汤圆柜台前不时有市民前来
挑选，购物车里必有几款汤圆，有
的已是“复购”产品。据了解，传统
的芝麻汤圆依然是市场“顶流”，在
此基础上的各种“流变”也十分畅
销。“我买了大黄米黑芝麻汤圆和
宁波汤圆，虽然都是芝麻馅的，但
风味却不同。”市民邵姿告诉记者，
些许变化令家人有惊喜，黄色汤圆
令人眼前一亮。今年的口味也十
分多元，花生馅、蛋黄流沙、玫瑰豆
沙、红糖、坚果等特色口味的汤圆
在年轻群体中颇受欢迎。除了传
统甜馅，市民还喜欢吃以鲜肉做馅
的咸汤圆，虾仁猪肉、笋干肉丁、萝

卜开洋猪肉等馅料成为市场爆
款。元宵则主打甜口，在美团平
台，销量最高的三款元宵为酒酿赤
豆元宵、赤豆元宵和桂花赤豆元
宵，炸元宵的销量也有所上涨。与
之“配套”的酒酿、八宝饭等应节应
季食材销量也在稳步提升。

口味多变，汤圆的市场销量成
了元宵节的一大亮点。美团数据
显示，2月1日以来，“元宵”和“汤
圆 ”的 搜 索 量 分 别 环 比 上 涨
1317%和175%，即时零售销量分
别环比上涨253%和39%。“肉
汤圆”的销量环比上月同期涨
幅惊人，无锡是该品类全国销
量最高的五大城市之一，其它
城市为上海、苏州、常德和杭

州。此外，进入2月，黑芝麻汤圆
的销量环比上月同期增长95%。
叮咚买菜平台相关负责人介绍，平
台上汤圆的整体销量已较去年同
期增长超30%，有两款汤圆平均日
销量超6000份，成为华东地区多
个站点的抢手货。除了汤圆，南方
地区的酒酿、八宝饭等应节应季食
材的销量也在稳步提升，无锡市场
的饺子销量也不错，水饺相关商品
的备货量超出平时3倍。

（晚报记者天易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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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汤圆销量无锡前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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