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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凤呈祥、红红火火、龙鸣狮吼、年年有余、亭

亭莲花、招财进宝、平安如意、多子多福……

这些美好的词语，吉祥的寓意，喜庆的祝福，

如果用形容也许不足为奇，而智慧淳朴的汝州人

民则用“捏灯盏”的方式来呈现，别有一番民俗风

情蕴含其中，特别接地气，深受人们的喜爱。

一

听说市区中大街有位“捏灯盏”的非遗传人张

爱霞，2月 10日正值大年初一，我慕名寻觅这位捏
灯盏传承人，想解开“灯盏”的神秘面纱。在中大街

东头北侧看到了“张爱霞灯盏”的招牌，我欣喜地

走进去，张大姐正在低头捏灯盏，面板上放着黄红

绿等各色面团。

只见她拿起一团红色面团，搓成粗细均匀的

圆柱形，再切成长度均等的小段，在手中把两头

捏圆润，放在左手掌心团成圆鼓鼓的石榴肚，接

着用灵巧的双手边转动边捏揉。不一会，一个石

榴的圆润雏形便出现在眼前。她又在上端捏出细

细的颈，最上面加入一团黄色的面团，翻转揉捏

出圆形的石榴口，再拿剪刀将黄色的石榴嘴一刀

一刀剪成尖尖的开口笑形状。最后，她拿出绿色

的面团，用擀面杖擀成长方块，用小刀左右划拉

两刀，瞬即神奇地出现相连着的两片叶子，再拿

小刀在叶片上划出清晰的叶片脉络，拿起刚做好

的石榴，在底座上蘸了一下清水，粘放在叶片上

轻轻一按，说，好了。

果然，一个栩栩如生的石榴灯盏捏好了。瞧，碧

绿的叶片上，红红的石榴饱满肥实，金黄的石榴嘴

开口笑盈盈，正是姣翡翠，俏红灯，多子多福日子红。

张爱霞的儿子是一名大学生。春节放假期间，

也帮妈妈捏起了灯盏。

只见他先拿出一块黄色面团，揉成圆柱形，在

顶端一侧捏出一个半圆形的边，拿起一把小梳子

压一下，瞬间，面团上就出现了像头发丝一样细细

整齐的纹理，酷似狮子的鬃毛。接着，他拿起镊子

在顶端的另一侧捏出两个嘴唇，再用镊子在嘴唇

中间竖着捏出几颗牙齿。然后，他拿起红色面团捏

成一头尖一头圆的长条形说：“这个做鼻梁。”接

着，他再拿两个绿色面团捏成宽柳叶状，说是狮子

的眼皮。随后，他又捏出两片红色的眉毛，放置在

头部的最上端。一边捏一边说道：“眉毛捏时要一

头粗一头尖，又粗又弯，尖的那一端要微微上翘，

才更能显示出狮子威风凛凛的模样。”

说话间，狮子头已经做好了，红黄绿鲜艳夺

目。紧接着，他把圆柱形的面团从中间剪开，然后

再轻轻用手按扁，在后尾巴处用细梳按压成两条

后腿，再把顶端捏翘起来，做成活灵活现的尾巴。

他说：“我们捏灯盏都是成双成对。做狮子时，两只

狮子的尾巴要一个向左，一个朝右，这样才活灵活

现，更加有趣。”

果然是强将手下无弱兵，从小耳濡目染，小伙

子捏起灯盏来熟练顺手，像模像样。看来，非遗传承

后继有人了。

二

汝州“捏灯盏”的习俗从何时传起已无从考

究。张爱霞说，据老年人讲，灯盏起源于唐代汝州，

有一户张姓人家，家中妇人将要临盆，孩子没出生

时家人就满怀喜悦和期待，给孩子起好了名字叫

“满仓”，寓意五谷丰登，粮食满仓。时逢农历正月

十七，孩子却难产，从申时忙到酉时，接生婆一着

急，慌乱中把家中唯一的一盏油灯打破了，这可怎

么办？丈夫急得满头大汗。此时，正在做馒头的婆

婆急中生智，马上用面捏了个窝窝，插上灯芯，加

一些食用油，点亮当灯用。在接生婆的努力下，一

个新生命终于平安落地。听到孩子的第一声啼哭，

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灿烂的笑容。

此事一传十，十传百。不久，方圆百里的百姓

都知道了此事。刚嫁过女儿的娘家人听说后，为了

让女儿早日生子、母子平安，纷纷在孩子没出生

前，正月十七这天做面窝窝，插上灯芯和其他礼

品，一并送到女儿婆家祈福，这就是最早的灯盏。

在那个医疗科技相对落后的年代，女人生个孩子

就像过鬼门关，此举当然无可厚非，人们纷纷效

仿，后来慢慢演化成了一种元宵节习俗。因孩子叫

满仓，这个习俗就被百姓称作“添仓”，希望女儿早

日喜得贵子，开枝散叶，母子平安。

后来手艺人又融入了黄河流域面塑的元素，

不断创新，灯盏越做越漂亮，粗犷豪放，造型各异，

栩栩如生，老百姓也越来越喜爱。

听罢传说，我问：“捏灯盏有什么步骤？”张爱

霞笑着说：“第一步先要用温水和面后放置一天，

软硬适中质地细腻滑润才能用；第二步，捏灯盏；

第三步，放置风干定型；第四步，上笼蒸；第五步，

自然降温后在灯窝窝里插上灯芯，这个灯窝窝要

求表面细腻光滑不能漏油；最后，根据人们需要

配套装成礼盒。以前用的是玉米面，但玉米面粗

糙不美观还容易开裂漏油，为了让灯盏多姿多彩

既实用又美观，现在都用白面了。我们也不断创

新，加入食用色素，做成色彩鲜艳的灯盏。当然，

主色还是传统的至尊高贵的黄色，红色、绿色、粉

色是搭配色。”

现在，送灯盏又被赋予了多层祝福和寓意：

一称“添仓”，寓意给女儿的婆家仓库里添置一些

东西，生活越过越红火；同时，“添仓添人丁，送灯

送吉祥”，因“灯”与“丁”谐音，又有了另一层祝福

和含义即添仓“添人丁”，祈福早生贵子，家丁兴

旺；其三，“点灯盏，添灯油”，“油”暗含“富有”的

意思，也就意味着还有一层寓意添灯添财；其四，

送灯盏也是给女儿送去节日的祝福与关怀，饱含

着父母对女儿无尽的祝福和祈愿；其五，送灯盏

也代表人们期待来年谷粮满仓、五谷丰登、生活

幸福。

中华民族文化中，大家凡事喜欢“双数”。成双

成对、好事成双，双喜临门等等。送灯盏，也讲究圆

满和谐，因此，灯盏都是成双成对送的。第一年送

12对，第二年送 14对或 16对，第三年送 16对或
18对，如果期间女儿已经添子生女，就不再送，即
便还没生孩子，最多也只送三年。

三

这 12对灯盏，如何能表达父母最真挚最美好
的吉祥祝愿？捏灯盏的非遗传承人更是煞费苦心，

精心挑选，精益求精，力求寓意周全，精巧美观。

龙、凤、狮子、狗一般是必有的，其他的则根据顾客

个人喜好或手艺人的擅长自由选择，如吉祥莲花

盆、金元宝、金鱼等等，在手艺人的巧手中，都能成

为灯盏的吉祥艺术品。单单这些灯盏的寓意就足

以令我啧啧称叹，期待能一睹为快。张爱霞便给女

儿打电话，把家里已做好的一套灯盏样品拿来。

麒麟送子、富贵吉祥的灯盏礼盒让我眼前一

亮，绛红色的底色端庄大气，一个白白胖胖的男童

坐在粉色的莲花盆里，手捧金元宝，骑着彩色威猛

的麒麟，踩着祥云从天而降。远方，青山逶迤，红日高

照，云霞飞舞；脚下，莲花次第开，鲤鱼跃龙门。张爱

霞骄傲地说：“这个礼盒是我女儿自己设计的。”我迫

不及待打开礼盒，只见 12对灯盏惊艳眼帘。
“无边春色来天地，有志金龙越古今”。两条金

龙色泽鲜艳，栩栩如生，龙首高耸，双目炯炯有神，

龙身闪耀金光，矫健凝重，盘旋蜿蜒，威风凛凛。两

只金凤凰头颅高昂，凤冠高耸，凤眼玲珑，嘴巴红

艳，气派高贵，金色翅膀闪闪发光，长长凤翎花纹

美丽飘逸灵动……怎一个美字了得？

张爱霞笑着说道：“在你们眼里很稀奇，在我们

看来真的没啥，就是熟能生巧的一门手艺而已！”

四

元宵节里送灯盏，来年添子添福寿。狮子镇

宅大门坐，灵犬护家二门口。黄龙堂屋敬祖宗，福

如东海人添寿。金凤优雅富贵气，梧桐树下走一

走。元宝招财敬财神，莲花祈

福菩萨手。苹果平安好寓意，

灶王堂前祝福留。多子多福多

团结，石榴摆放在床头。红红

火火辣椒灯，来年事业顺溜

溜。枣和花生婚床前，早生贵

子喜上头。金鱼摆放院子里，

年年有余好兆头。鸳鸯新人门

口放，夫妻恩爱共白头。十二

对灯皆就位，喜气盈盈来添

油。添油来年更富有，红红烛

光好兆头。摇曳生辉灯盏里，

全家老少乐悠悠。

一盏盏灯在烛光的映衬

下，愈发喜庆。烛光在小院里摇

曳，散发着橘红色的光，暖融融，喜盈盈，红彤彤，

和着红红的灯笼散发出的光芒，交织成祥和温馨

的元宵灯影，灯花飞舞，朦朦胧胧，神秘喜庆，宛如

仙境。

墨蓝的夜空中，一轮玉盘正冉冉升起，皎白的

月光透过梧桐树的缝隙撒落下来，给凤凰灯盏披

上了一层银纱。满天的星星也被人间美妙神奇的

灯花飞舞所吸引，一个个睁大眼睛好奇地张望着。

一时间，天上星光点点，人间烛光闪闪，交相

辉映，连成一片。婵娟普照，灯花璀璨，天上人间共

团圆，吉祥福禄笑开颜。

灯盏里油花还没燃尽，趴在窗外“埋伏”很久

的左邻右舍的孩子们早已按捺不住，悄悄把灯盏

“偷走”，俗称“偷灯盏儿”。

这时，主人家不但不生气，而且大方阔气，期

望偷走的灯盏越多越好。因为家乡还流传着这样

的俗语：“今年偷个灯头儿，明年生个孙猴儿”，预

示着“点灯盏”和“偷灯盏”的两家人都会多子多

孙，幸福美满。

五

一块面团、一个擀面杖、一把剪刀、一个小刀、

一把镊子、一双灵巧的手、一腔坚守非遗民俗文化

的初心、一颗创新传承与时俱进的匠心，或捏或揉，

或擀或按，或团或搓，或刻或塑，一块普普通通的面

团便成了饱含着浓情蜜意的元宵节艺术品，成就了

“捏灯盏”这项活灵活现的非遗文化，让传统的元宵

节多了一项充满祝福和乐趣的闹元宵活动。

元宵节捏灯盏、送灯盏、点灯盏、偷灯盏，“捏”

的是非遗文化传承和匠心，“送”的是家人无尽的

祝福和吉祥，“点”的是长辈对儿女的关心和呵护，

“偷”的是人们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期盼。

捏灯盏是家乡汝州接地气的民俗文化，但现

在会的人越来越少。因捏灯盏是纯手工的手艺，费

时费力，一天一个人最多只能捏两三套，加上季节

性特别强，只在每年春节到正月十七期间红火，很

多人不愿意花费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在这上面，因

此这项非遗面临传承难，有失传的风险。

张爱霞的女儿说：“打我记事开始，为了捏灯盏

这项非遗传承，我们全家从来没有好好享受过春节

和元宵节假期。每年大年初一开始，就全家齐上阵，

着手捏灯盏，接受预定，到正月十五前就不敢再接

受预定，因为程序繁杂，短时间根本做不出来。”

小小的灯盏蕴藏着满满的祝福和节日的喜

庆，承载了娘家人的万千祝福和满满的爱。期待

“捏灯盏”这项非遗文化能和新时代的抖音、网络

等方式结合，让更多的年轻人看到、喜欢并参与进

来，让捏灯盏这项中华民俗文化得以传承和发扬，

让这朵奇异的民俗文化之花永远在元宵节的夜空

中绽放，明亮璀璨，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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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色的面团，小镊子，小梳子，小剪子，这些看起来不起眼的小物件，在

民间艺人的巧手中，两三分钟的工夫，一条气宇轩昂的金龙，一只展翅欲飞

的金凤凰，就活灵活现地“造”了出来。2月 18日上午，在汝州市区中大街路
北一家门店内，67岁的“巧奶奶”牛秀梅正带着她的两个女儿、二儿子在忙着
给乡亲们捏灯盏。

“‘灯’与‘丁’谐音，在咱老汝州，有正月十七给刚出嫁的女儿送灯盏的

习俗，寓意给女儿家送丁，祝福女儿家人丁兴旺”。牛秀梅笑着解释说，“这送

灯盏还有很多讲究，刚出嫁的女儿头一年没添孩子，第一年娘家妈就要给女

儿送 12对灯盏，包括龙、凤、鸳鸯、双喜、看门狮子、把门狗、连年有余、招财
进宝、早生贵子等；如果出嫁的女儿第二年还没添孩子，就要送成 14对；第
三年增加为 16对，寄托了娘家父母对出嫁女儿的美好祝福。”

说到当初给乡亲们捏灯盏的缘由，牛秀梅有说不完的话题，“我娘家是

纸坊镇纸北村的，小时候看奶奶、婶子们捏灯盏很美，就跟着学。18年前，在
中大街开门面，开始把这民间老传统拾起来，自己琢磨造型，每年都推出新

花样，越来越受到街坊邻居们的欢迎。”

和面、放面、擀面团、手捏、笼蒸、摆晾，一个灯盏做下来有好几道工序，

心灵手巧的牛秀梅不仅在造型上推陈出新，而且在面料的配比上也仔细揣

摩，“过去都是用玉米面做的，晾干后容易裂口子，现在全部用特精粉配料，

做出来的灯盏小巧细腻、不裂口子，还可以久存。”

明亮的灯光下，牛秀梅拿着一块小面团，先轻轻搓出狗的形状，用拇指

和食指捏出狗的两只耳朵，还用食指顶一下狗的耳朵，让它微翘，显出调皮

的神态，再用小梳子、小剪子做出狗的胡须、尾巴，两分钟的功夫，一只调皮

可爱的小狗就做出来了。一旁的两个女儿，一个做凤凰，一个做红双喜，二儿

子做鸟兽身上的面灯，大家一边捏一边说笑，加上来来往往的顾客，小店里

喜庆热闹。

“我有两个姑娘、三个儿子，一般是正月初六开始捏灯盏，忙的时候，孩

子们都过来帮忙。俺一大家子算起来有二三十口人，真的是人丁兴旺。所以

来我这儿订灯盏的乡亲们，也是冲着俺家人丁兴旺来的。”牛秀梅满脸自豪。

“干这行十七八年了，每年来订灯盏的有 100多家，多年积累起来，到我
家订灯盏的顾客保守估计也有两三千家了，大家人丁越兴旺，俺干着也有

劲”，牛秀梅笑着说道。 融媒体中心记者 郭营战

张爱霞：巧手捏灯盏 指尖传非遗
文 /孙利芳 图 /郭亚伟

牛秀梅：花样灯盏送千家

成对灯盏

红红火火
连年有余

琳琅满目

牛秀梅在捏灯盏

张爱霞与家人

栩栩如生的灯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