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ducational and teaching research, 教育教学研究(5)2023,8 

ISSN:2705-1277(Online); 2737-4130(Print) 

 101   

关中灯彩民俗文化探究 

张晓妮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陕西  西安  712046） 

摘  要：关中灯彩是一项具有悠久历史和丰富内涵的传统艺术形式。它以其独特的形状和精美的工艺，成为关中地区春节期间最重要

的庆祝方式之一，也为人们传递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和智慧。因此需要重视和保护关中灯彩民俗文化，将其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

在欣赏灯彩的同时，感受到健康文化的魅力。本文通过探究关中灯彩民俗文化，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和发展提供一些思路和建议，

让大众更加认识和了解关中灯彩民俗文化。 

关键词：关中灯彩；民俗艺术；健康文化； 

 

陕西关中地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其中关中

灯彩民俗文化作为独特的文化现象，承载着丰富的历史和文化内

涵。关中灯彩民俗文化以人为中心，注重满足人们的需求和观感。

它不仅在设计上追求美观大方，符合人体机能，也在心灵上追求

审美契合。这种文化体现了人、自然和社会的和谐统一，对于人

们的发展行为产生了深远影响。它不仅提供了美的享受和心灵的

满足，也促进了人们与自然、社会之间的和谐互动。这种互动让

人们更加关注自然环境，尊重自然资源，同时也培养了人们的审

美情趣和艺术修养。这种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不仅有助于人们的

精神成长和情感交流，也为社会的进步和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关中灯彩的民俗文化 

从时空展现角度来看，关中灯彩民俗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

它起源于汉代，经过了数千年的发展演变，至今仍然保持着独特

的魅力。关中地区位于中国的中部，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

因此吸引了各种文化的交流和融合。这使得关中灯彩民俗文化融

合了多种元素，既有汉族的传统文化，又有西域文化和中原文化

的影响。这种多元文化的融合使得关中灯彩具有丰富多样的特色

和风格[1]。 

从工艺技术角度来看，关中灯彩制作精美，工艺独特。首先，

关中灯彩的制作材料多样，包括纸、竹、木、丝等。制作过程中，

需要进行精细的剪纸、雕刻、绘画等工艺步骤，使得灯彩形象栩

栩如生，色彩鲜艳。其次，关中灯彩的造型丰富多样，既有传统

的人物形象，如仙女、神仙、民族英雄等，也有动物、花草等形

象。关中灯彩还融入了动态和音乐元素，通过内置的机械装置和

音乐器材，使得灯彩在夜晚展示时更加生动活泼。 

二、关中灯彩民俗文化承载的功能 

（一）维系与组织 

中国人民对于传统家庭观念和宗族意识的重视是内心最深

沉的情感，不管是离乡背井的游子还是离家奋斗的人们，都对故

乡的归属和家庭的爱护充满着深深的情感。纸花灯作为一种象征

和传统文化的表达方式，成为连接人们之间情感的桥梁。 

在孩子诞生时，关中灯彩承载着周围人对新生命的祝福和期

望，人们希望孩子能够健康平安地成长，并在未来的生活中更加

顺利，获取成功。在孩童的成长过程中，关中灯彩象征着对孩子

的庇佑和保护。而当孩子到达十二岁时，会进行“完灯”仪式，

意味着孩子已经成长为一个青少年[2]。当子女长大成人并涉及婚

姻大事的时候，父母们会以送花灯的方式来祝福他们。当女儿结

婚后，父母会送出八对纸花灯，用以表达对子女婚姻的祝福和关

怀，每对纸花灯代表着不同的祝愿和心愿，如：平安健康、添丁

祝福、祈福纳吉等。同时也会对子女的生育担忧，并通过“偷灯”

的行为，这是因为“偷灯”与“偷丁”谐音相似，寓意着将家族

的香火传承下去，以延续家族的血脉。当人们离世后，在春节、

清明节等节日后代子孙携带罐灯前来祭奠祖先，将灯火点燃，意

味着点亮了祖先的灵魂，并希望他们能继续保佑后代子孙的幸福

和平安。 

通过送灯的仪式，人们表达了对祖先的敬意和怀念，同时也

传递了对后代的祝福和希望。这种传统习俗不仅展示了关中人民

对家庭和亲情的重视，也体现了他们对生命的尊重和对美好未来

的向往。这是一种深深植根于中国文化中的传统价值观，将人与

人之间的情感和纽带紧密联系在一起。 

（二）游戏与娱乐 

民间游戏娱乐的存在和发展对个人和社会都有积极的影响。

其最初的目的是平衡身心，提供日常消遣，让人们在游戏娱乐中

获得快乐等。因此，这些活动具有益于身心健康的特点，从最简

单的游戏逐渐发展到技巧和智力并存的活动，其中最为显著的特

征就是和传统节日庆祝活动相关，不仅可以让人们在辛勤劳动后

得到休息，还可以提供心理上的慰藉，激发人们的创造力，从而

提升他们的道德责任感。 

在关中灯彩文化中民间游戏娱乐活动融合了游戏与娱乐的

性质，活动丰富多样，吸引着人们共同参与，并独具魅力。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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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可能最初是在宗教仪式或劳动场合中衍生出来的，而后逐渐

演变成为纯粹的娱乐活动。 

关中灯彩文化的起源与人们对于照明的需求有关。最初，人

们使用火光来照明，然后发展出燃豆灯等照明工具。随着时间的

推移，金属灯座和纸花灯笼等照明工具相继出现[3]。从最初的照

明需求出发，关中灯彩文化逐渐演变成了节日庆祝的艺术品，并

与游戏活动密不可分，例如游花灯和猜灯谜等。游戏活动常常被

人们视为调剂社会生活的需求，它们承载着娱乐的意义，能够使

民众快乐且有益身心。 

关中灯彩文化中的游戏和娱乐功能对孩童的成长十分重要。

孩子们不仅能够享受娱乐，还能够接触传统文化，激发思维能力，

并促进智力发展。民间游戏中的猜灯谜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让

孩子们在猜谜的过程中展开自由思考，激发他们超强的想象力。

还有助于孩子们积累成语和谚语，推动传统文化的传承。灯谜的

类型多种多样，涉及多个方面，如：奇闻异事、仁义礼智、名著

典籍等，并且猜灯谜的方法也有很多，包括字义分析、字形分析

等。在活动过程中孩子会频繁接触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从而培养

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并锻炼他们的思维逻辑能力[4]。 

游戏与娱乐在关中灯彩民俗文化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对人

们的人格发展具有积极的影响。这不仅仅是个体的娱乐方式，更

重要的是通过这些活动来加强群体的合作意识和集体性。参与游

戏的人们需要互相合作、共同努力，才能完成游戏的目标，这就

培养了人们的团队合作能力和集体意识。只有乐于与他人一同分

享、一起游玩，才能让游戏更加愉快和有意义。同时通过参与游

戏，人们能够培养面对困难时的勇敢和坚强，培养积极向上的心

态和乐观的人生态度，形成健康的人格。 

（三）认识与教化 

民俗艺术作为一种群体生活的艺术形式，对群体的情感倾向

和心理活动产生一定的影响。关中灯彩文化作为一种民俗艺术形

式，可以帮助人们认识和了解自己的情感和心理活动，起到教育

和启发的作用。 

纸花灯不仅仅是一种装饰品，它代表着人们对幸福和丰收的

祈愿。通过制作和欣赏纸花灯，人们能够感受到节日的喜庆氛围，

同时也对农事的季节变化有更深入的认识。纸花灯在民间扮演着

连接人与人、人与自然的纽带，既有文化传承的功能，也有情感

交流的作用。 

每年在关中户县的春耕节上都会举办七巧龙门灯之戏，人们

借助耍灯来表达对丰收的期望和祈愿。由于龙在古代神话中被视

为能行云降雨的神兽，因此人们通过制作纸灯龙来展示他们对顺

利耕作和农田丰收的渴望。这种活动不仅增加了节日的喜庆氛

围，也加深了人们对农耕活动的重视和认识，同时也提醒人们要

勤勉努力，才能获得丰收和美好的生活。此外，关中人在元宵节

晚上挂上挂上纸花灯，寓意是希望好运和好兆头能够降临到家庭

中，即“吉星高照”。而挂上三盏灯则寓意着家庭将拥有三个幸

运星，象征着吉祥和好运。这种习俗也体现了人们对节日的重视

和对未来的美好期许。并且元宵节的灯火被用作占岁的卜戏，通

过燃灯和观赏灯花来预测丰收的吉祥兆头。这种做法反映了人们

对节日和农事生产之间关系的认识和探索。人们希望通过元宵节

的庆祝活动，能够得到对未来农作物丰收的预示和祝福。这种习

俗不仅增添了节日的氛围，也体现了人们对农业生产的重视和期

待。 

在孩子成长过程中关中灯彩发挥着教化的作用。将金蟾灯送

予孩子是盼望他们能够在学业上有所成就，鼓励孩子努力学习和

茁壮成长。多孩子在接受祝福后受到激励，开始积极地学习，希

望能够实现自己的愿望并不辜负期望。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怀念

祖辈、孝顺父母是一种深入人心的道德修养。关中人在祭奠先辈

的时候，通过送灯来表达对前人的教育和培养之情，同时也在提

醒自己要珍惜现在的境遇，努力奋斗，不辜负前人的期望。 

结语 

综上所述，关中灯彩作为一种民俗艺术形式，不仅仅是一种

文化传承的方式，更是一种具有实际功能的文化现象。通过传递

民间文化和历史故事，传达祝福和寓意，影响着民众的生活习惯

和行为方式。关中灯彩在促进社区凝聚力、增强文化认同感和推

动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不断鞭策着当地人们向前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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