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年2月13日 星期四责编 邓腊秀 美编赵健 校对郑德衡关注08

武汉晚报讯（记者万建辉 通讯员鲁黎）2月12日
乙巳蛇年元宵夜，湖北省博物馆北广场张灯结彩，灯
火璀璨。晚七时许，“钟鸣楚天元宵夜”非遗主题展演
活动在省博北广场盛大启幕。今年的“钟鸣楚天元宵
夜”活动由湖北省文旅厅主办，湖北省博物馆、湖北省
群艺馆联合承办，通过“文物活化+非遗市集+舞台展
演”三大板块，打造了一场传统与现代交融的文化盛
宴。

文物“活”起来
科技赋能元宵夜

记者在省博北广场现场看到，夜幕下的博物馆北
广场流光溢彩，四组文物立柱显示屏与彩灯长廊交相
辉映，北馆坡顶“钟鸣楚天元宵夜”7个红色大字大气
喜庆，广场中间的拱桥，在灯光照耀下成为演出舞台。

四组文物立柱显示屏上，省博馆藏文物借力数字
技术焕发新生：漆龙蛇豆蜿蜒游动，鳞片光影流转如
星河；浮雕鸟纹双蛇盖漆木匜式杯上双蛇盘旋，AI互
动中“吐露”楚地礼乐文化。

立柱显示屏前面，一对彩漆木雕小座屏化身动态
画卷，虎座鸟架鼓、越王勾践剑等文物IP以国漫风格
跃然屏上，游客通过AR合影实现“古今对话”。这件
彩漆木雕小座屏1965年出土于湖北省江陵，是战国
时期透雕彩绘漆器的代表作。主体由27个透雕的动
物组成，有8只凤、4只鹿、15条蛇。这件座屏方寸之
间共塑造了55个动物形象，表现了自然界生物间相互
依存、和谐相处的情景。最值得称道的是这件漆器透
雕技法的运用，漆屏上奔跑的鹿、啄蛇的凤和蟠绕弯
曲的蛇都是用透雕方法雕刻的。

“文物不再是玻璃柜里的‘老古董’，孩子边玩边
学，连我们都大开眼界！”现场游客感叹。

非遗“潮”起来
市集还原烟火人间

“龙狮舞动，蛇鸟展翅。知音湖北，钟鸣楚天。”南
北广场几头憨态可掬的“金狮”翻腾跳跃，现场掌声、
喝彩声、欢笑声经久不息。

环形广场东西两侧，红色非遗市集棚挂起万千花
灯，一眼看去，一片灯的海洋。花灯下，非遗市集人头
攒动。东市“匠造荆楚”：老河口木版年画拓印吉祥纹
样，恩施玉露茶香氤氲，大冶刺绣飞针走线，红安绣活
再现“指尖上的党史”，武汉面塑艺人捏出Q版“越王
勾践剑”；西市“舌尖记忆”：孝感麻糖、黄石港饼、龙须
酥等传统小吃香气扑鼻，现煮汤圆摊位排起长龙，人
们或围绕潜江小龙虾展位，或在随州“护照”上按印打
卡，或端起小吃边品尝边逛市集。

互动专区里，千盏花灯缀成谜墙，不少猜灯谜游
客以家庭为单位，一家三口或一家四口围着一个灯看
谜面，运用集体智慧解开谜面。猜中者喜提编钟书
签、漆器纹样口罩等文创礼品，非遗体验券发放超
3000张。

2月12日元宵之夜，夜上黄鹤楼灯火璀璨，步入
其中就仿佛置身梦幻的流光盛宴。园内，“花灯闹元
宵，缘牵名楼夜”主题游园会正如火如荼地进行，游客
们纷纷聚集于此，赏名楼、品梅香、看演艺，沉浸于猜
灯谜的乐趣之中，更有“月老”红线相牵。现场欢声笑
语，其乐融融。

“红红脸，圆又圆，亲一口，脆又甜。”晚上7时30
分，黄鹤楼主楼前人头攒动，花灯使者推着精美的“非
遗鱼灯车”向人群走来，一排排形状各异的花灯绚烂
多彩，游客们一边赏花灯，一边猜灯谜。“苹果！”人群
中，陈女士率先抢答“元宵仙子”的提问，在赢得夜上
黄鹤楼的定制明信片后，手舞足蹈。

与此同时，搁笔亭、诗碑廊、鹅池等地也上演着精
彩的文艺表演。舞者们在空灵音乐和千古诗文的映
衬下，翩翩起舞，水袖翻飞，旋转跳跃，为游客呈现了
一场场视觉盛宴。鹅池旁，“月老”手持红线，为游客

们送上新年的姻缘签，传递着美好的祝福和期许。来
自恩施的向仕翠女士当晚与家人一同夜游黄鹤楼，她
感慨道：“这是我第一次来黄鹤楼打卡，这里的节日氛
围非常浓厚，让我们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元宵节。”

游园过程中，手提竹编灯笼的游客络绎不绝，成
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其中，黄秀洁与母亲身着汉
服，提着自制的葫芦灯，格外引人注目。她们表示，虽
然多次来过黄鹤楼，但今年因为黄鹤楼成为春晚分会
场，所以特意选择在元宵节这一天再次来到这里，共
同感受这份独特的节日氛围。

据了解，此次“花灯闹元宵 缘牵名楼夜”主题游
园会将持续至2月14日。黄鹤楼夜游相关负责人说：

“黄鹤楼历史文化积淀深厚，我们在夜游活动中也融
入许多创新元素，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现代表
达，让市民游客在《夜上黄鹤楼》体验有文化、有看头、
有创意的元宵节。” 文/范雅琴 通讯员李博

文物“活”起来 非遗“潮”起来 文化“燃”起来

省博钟鸣楚天点亮元宵奇妙夜

人们在湖北省博物馆的“钟鸣楚天元宵夜”灯会活动上游玩。 新华社发

小朋友在省博灯会活动上体验皮影戏。 新华社发 人们在省博灯会活动上游玩。 新华社发

文化“燃”起来
舞台演绎千年传承

在拱桥设置的中央舞台，好戏连台，隔一会儿就
会有一场表演，非遗元素贯穿始终：黄梅戏《夫妻观
灯》唱响荆楚乡音，诙谐演绎元宵民俗；武当武术《神
韵》刚柔并济，一招一式尽显道家哲学；杂技《转碟流
光》惊险炫技，非遗绝活引爆喝彩；民族器乐《九州同》
融合编钟、古琴，奏响中华文化共鸣。“原来非遗可以
这么‘飒’！”一名90后观众举起手机全程直播。

湖北省博物馆、馆长张晓云表示，今年是春节申遗
后首个非遗春节，省博在春节前推出“巧夺天工——湖

北工艺美术精品展”首个非遗类基本陈列，元宵节又策
划举办形式更加活泼多样的非遗主题展演，积极探索

“文物活态化、非遗场景化、节庆IP化”路径，让传统文
化在当代社会“看得见、摸得着、带得走”。

近年来，博物馆已成节日文化主阵地，本次活动以
“非遗+”模式突破传统展陈；让技术赋能，通过AR、AI
打破文物静态展示，构建沉浸式体验场景；实现跨界融
合，市集联动“吃玩赏购”，非遗从技艺变为生活方式；还
有通过国漫IP、短视频传播精准触达Z世代。

省博负责人介绍，根据预约数据统计，正月十五、
十六两天举办“钟鸣楚天元宵夜”，共吸引超6万人次参
与，为省博“博物馆里过大年”系列活动画上圆满句号。

赏名楼 品梅香 看演艺

市民游客元宵月夜登黄鹤楼

游客在黄鹤楼主楼前猜灯谜。 记者何晓刚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