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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宵节，又称上元节、小正月、元夕或灯节，起源于汉文帝时期。在古代，夜同宵，正月又称元月，汉文帝

就将正月十五定为元宵节，从此，这一天便成为了全民欢庆的重要节日。此后历经千年传承，元宵节的习俗

不断丰富，吃汤圆、猜灯谜、赏花灯等成为人们欢度元宵节的庆祝活动。

时光流转，传统的元宵节在现代社会魅力依旧，在长宁，这一节日更是绽放别样光彩。赏花灯、看大戏、

品非遗……作为首个申遗成功后的春节，长宁元宵节期间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让广大群众在闹元宵中

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非遗闹元宵非遗闹元宵
传承中华美传承中华美

长宁街镇闹元宵 邻里融融尽欢颜

“天公着意做元宵，陡使新春乐事饶。”2月 8日，“好运环绕 人间烟火”2025
乐游上海过大年·长宁元宵游园活动在中山公园举行。作为首个“非遗版春节”

的重要活动之一，本次游园会以传统春节习俗为底蕴，融入了现代海派文化的潮

流元素，吸引了众多市民和游客纷至沓来，共同沉浸在这场传统与潮流交织的元宵

盛宴之中。

中山公园内，张灯结彩，热闹非凡。火红的灯笼高高挂起，五彩斑斓的彩灯闪

烁着迷人的光芒，将整个公园装点得如同梦幻般的童话世界。沿着公园的小径漫

步，仿佛置身于时光的隧道，一边是传统春节习俗的深厚底蕴，一边是现代海派文

化的潮流风尚，两者的碰撞与融合，让人目不暇接。

在中山公园2号口，“蛇来运转”气模装置格外引人注目，成为了游客们争相打

卡的热门景点。不少市民手持花灯，与憨态可掬的“蛇宝”合影留念，他们或摆出各

种可爱的姿势，或与“蛇宝”亲密互动，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继续深入园内，中央草坪和WHO花房区域的绚丽“烟花”装置更是将元宵佳节

的氛围推向了高潮。五彩斑斓的“烟花”在白日里绽放，虽然没有真实的烟火，却有

着别样的浪漫与温馨。孩子们在“烟花”下奔跑嬉戏，欢声笑语回荡在整个公园中。

为了让游客更好地体验年俗文化，活动还特别设计了“游园集章”环节。游客

们穿梭于各个游戏摊位之间，积极参与“礼乐投壶”“圈住好运”“财源滚滚”“福签纳

吉”等游戏，感受传统游戏的乐趣。每当有人成功完成游戏，周围都会响起阵阵欢

呼声和掌声。

非遗文化体验区更是本次游园会的一大亮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现场展示着彩绘、风铃、花灯、面塑等传统手工艺，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的目光。在

公园花房内，游客们通过线上预约报名，亲身参与非遗手作体验活动。灵动的蛇形

面塑在游客们的手中逐渐成形，他们一边动手制作，一边聆听传承人讲述背后的故

事与文化内涵。市民表示：“这些非遗技艺不仅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也深受我

们当代的年轻人喜欢。”

为倡导文明过节理念，游园会还特别设置了“我们的节日·元宵”暨“文明上海

关键小事”活动环节。市民游客通过“猜灯谜”“大家来找茬”“极速拼图”等互动游

戏，不仅收获了欢乐，还加深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知与认同。

撰稿 甘力心

中山公园游园乐 潮玩非遗人从众

2月12日，是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长宁的大街小巷呈现出一派欢乐祥和的

节日氛围。包汤圆、猜灯谜、做花灯……各式各样的元宵主题活动在长宁各个街

道（镇）上演。

新华路街道
新华路街道综合为老服务中心开展了一系列精彩纷呈的活动，让老人们欢

欢喜喜闹元宵。

活动现场，既有老师教授长者们制作冰皮汤圆的活动，也有温馨的

“福”字风铃亲子活动和纸藤手工灯笼DIY活动。此外，新华路街道综

合为老服务中心长者照护之家的2月生日会也与元宵节主题活动一

同欢乐开场。老人们围坐在一起，兴致勃勃地制作蛋糕、为寿星

们唱生日歌，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江苏路街道
当天，江苏路街道举办“家+书屋”愚园路花园读

书会元宵节专场。在“钱学森”科学家精神展示馆，

中国“一箭三星”技术主要设计师施金苗向社区

亲子家庭讲述了钱学森归国报国的事迹以

及“玉兔号”月球车的技术创新，孩子们

在聆听与互动中收获满满。

社区亲子家庭还共同制作了

非遗兔子灯，大家一起包汤圆、吃

汤圆，其乐融融。

周家桥街道
包汤圆、猜灯谜……当天，周家桥街道

周二居民区的社区老伙伴志愿者和孩子们齐聚

一堂，煮制了象征着团圆和幸福的元宵，并将这份

甜蜜送到社区老人手中。

同时，周家桥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举办的元宵文艺演出

“玉兰花开民族同心，大地欢歌福耀中华”也精彩上演。老歌

重唱、沪剧表演、唢呐独奏、魔术快闪等精彩节目不断，居民们

发出阵阵欢呼，让元宵佳节的氛围更加浓厚。

天山路街道
当天，天山路街道党群服务中心举办了“欢聚天山荟 链

新闹元宵”主题活动。

在宁聚里·天山荟党群服务站，辖区居民、白领及社会各

界人士齐聚，热情地参与猜灯谜、做花灯、套圈、掷沙包等活

动，还品尝了新鲜出锅的汤团，现场人头攒动，一派欢乐喜庆

的节日氛围。

仙霞新村街道
仙霞新村街道仙锋一、二、三支部联合街区服饰商户在上

服霞光党群服务中心，举办了“金蛇T台闹元宵”特别活动。现

场，新就业群体党员、骑手李腾为大家带来了民族舞蹈，街道

文化中心葫芦丝团队演奏了一系列歌曲，街区商户上服智尚、

满堂彩、YiLi还带来了T台秀，走秀中穿插的元宵趣味问答，将

现场气氛推向了高潮。

虹桥街道
猜灯谜、手工糖葫芦坊、压花日历、国风烧箔……虹桥街

道的元宵节主题活动不仅趣味多多，还能让大家在欢声笑语

中体会元宵节的节日内涵。

在活动现场，有的人绞尽脑汁猜成语，有的把好看的干花

配饰粘贴在日历上，还有的挑选自己喜欢的水果裹上一层糖

浆美滋滋地品尝……在元宵喜乐会上，沪剧、舞蹈、合唱、功夫

表演等节目轮番上阵，为社区居民带来了一场视觉与听觉的

双重盛宴。

北新泾街道
在新泾四村“七彩汇”地下空间，流动人员子女、社区儿童

等十余位孩子共同体验花灯制作。一盏盏美丽的花灯、一句

句温馨的祝福，让大家备感节日的欢乐。

当天下午，爱心商户申梦华德饭店自愿提供手作元宵，社

会组织夕悦养老社工志愿者承担起煮元宵的任务。快递员与

党支部等人员，为沿街商铺、社区孤老送上“甜蜜”，网格内一

派暖意融融的和乐景象。

新泾镇
刘二居民区开展了茶话会活动，大家围坐在一起，分享这

一年来社区生活的点点滴滴；淞四、新泾家苑等居民区则联合

共建单位、“四位一体”成员及居民志愿者，共同开展包汤圆活

动，大家齐聚一堂，揉面、包馅、煮汤圆，糯米粉沾染的笑脸让

这个传统节日变得格外温馨难忘；刘三居民区开展包饺子活

动，大家分工协作，将包好的饺子送给困难群众，传递关爱；平

塘居民区不仅举办了元宵花灯DIY活动，还开展了一场趣味

运动会，居民们踊跃参与各类游戏运动，传递着对彼此的节日

祝福。

本报记者集体撰稿

2月 10日晚，长宁文化艺术中心 520剧场内灯火辉煌，座无虚席。一场别开生

面的“笑乐汇”元宵相声专场演出为观众带来了一场精彩绝伦的欢乐盛宴。掌声、

欢笑声、喝彩声交织在一起，汇成了一曲欢乐的交响乐。

相声，这门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艺术形式，以其独特的魅力深受广大观众的喜

爱。当晚，笑乐汇相声社的演员们用他们精湛的表演技艺和幽默风趣的语言，将这

一艺术形式的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此次演出由郭德纲弟子高鹤彩创办的笑乐汇

相声社担纲，在舞台上，演员们一捧一逗，配合默契，从奇幻故事到生活趣事，从数

字科普到音乐狂欢，再到经典传统相声，让现场观众掌声、笑声此起彼伏，整个

剧场被欢乐的氛围所包围。 撰稿 闻闾

听相声一捧一逗 “笑乐汇”笑声满堂

“三、二、一，升灯喽！”2月10日，伴随着一声洪亮的鸣锣声，一年一度的十三升

灯仪式在长宁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上演，为市民呈上了一道饱含美好寓意

的传统民俗文化盛宴。

正月十三升灯仪式作为江南地区的传统民俗，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在

长宁，这一习俗自古便与北新泾地区的上塔灯祈福仪式紧密相连。按照“十三上灯

十八落”的传统，人们在正月十三晚上竖起高高的灯塔，以此祈福学子登科及第、事

业蒸蒸日上。

当天晚上6时，长宁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广场热热闹闹，一场欢快的

开场舞蹈《欢天喜地》拉开了活动的序幕。随后，升灯仪式正式开始，在主持人的带

领下，现场市民和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志愿者代表们共同倒计时，将现场气氛推向

高潮。“镗！”洪亮的锣声响起，一盏盏红彤彤的灯笼在月光的照耀下缓缓升起，宛如

璀璨的星辰点亮了长宁的夜空。

“活动的氛围非常好，现场感受到了浓浓的民俗气息，希望我们的日子越

来越红火，祝愿孩子学业有成，家人身体健康，一切都越来越好。”随着大

红灯笼在夜空中高高挂起，不少市民们也表达出了对家人的祝福。

升灯仪式后，长宁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还为市民带来

了丰富多彩的民俗演出。新疆民族舞蹈、古彩戏法、杂技、黄梅

戏、川剧变脸等节目轮番上演，演员们精湛的表演技巧博得

了阵阵掌声。“这场活动办得很有意义，希望长宁区能够

举办更多类似的活动，让更多的人认识并热爱传统文

化。”不少市民表示，这场活动不仅让他们体验到

了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也增强了他们对这些

文化遗产的珍视与传承意识。

撰稿 孔建宏

镗！“十三升灯”映红长宁夜

2月 12日元宵节，长宁区非遗保护中心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非遗游园会，为

市民和游客带来了一场融合传统韵味与现代气息的文化盛宴。

走进长宁区非遗保护中心的常乐梨园，一片欢乐，不少市民游客纷纷来体验包

汤圆的乐趣。大家围坐在一起，一边学习着传统的包汤圆技巧，一边享受着节日的

温馨氛围，欢声笑语不断。李阿姨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活动，她开心地说：“平时在

家包汤圆都是按自己的方法来，今天跟着专业的老师学，才发现原来还有这么多讲

究。这个活动不仅让我学到了新技能，还让我感受到了浓浓的节日氛围，真是太有

意义了！”

在中心内的非遗之家，“指尖上的中国年·元宵非遗体验活动”同样吸引了不少

市民游客参与，大家在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指导下，体验着上海丝绣的细腻与文人

香道的雅致，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在一楼大厅，各式各样的灯谜挂满了四周，市民游客们三五成群，或驻足沉思，

或热烈讨论，竞相猜解，猜中灯谜的市民还能获得精美的非遗小礼品，现场氛围格外

火热。“这次活动的灯谜难度适中，既有传统文化的内涵，又很贴近生活。能在这里

和其他灯谜爱好者一起交流，还能赢取礼品，有小时候过元宵节的感觉。”市民蒋先

生说。

当晚，群乐剧场内还上演了一场精彩的元宵戏曲专场演出。红枫艺术团、诗韵

沪剧沙龙、徽悦黄梅戏艺术团等多个群众文艺团队为市民们带来了沪剧、黄梅戏、越

剧、京剧等多个剧种的经典曲目。其中，专门编排的《正月十五闹元宵》、沪剧《龙凤

花烛·逢春》、黄梅戏《小辞店·花开花放》、越剧《追鱼·书馆·观灯》等节目更是赢得了

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热热闹闹的元宵戏曲专场，充分展现了传统戏曲的韵味与魅

力，也为戏迷朋友们送上了一份元宵大餐。

撰稿 甘力心

包汤圆、猜灯谜、听戏曲……

元宵盛宴再续年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