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
头，人约黄昏后。”元宵节即将来临，洛阳
古城宫灯璀璨，喜庆洋溢。

洛阳宫灯，又称宫廷花灯，顾名思义
是皇宫专用灯，以细木为骨架镶上绢纱或
玻璃，并在外绘各种图案的彩绘灯。其造
型独特、工艺精湛、多彩多姿，集绘画、
雕刻、彩灯于一体，给人以美的享受，充
满雍容华贵的宫廷气派而闻名于世。

因地处洛水之阳而得名的洛阳，历经
13 个王朝建都于此。其宫灯历史悠久，
早在东汉时期就是宫廷御用品。相传汉光
武帝刘秀建都洛阳后，为庆贺太平，于元
宵节在宫廷里张灯结彩，盏盏宫灯，各呈
艳姿。隋唐时期，每逢元宵节，洛阳全城
宫灯璀璨，“谁家见月能闲坐，何处闻灯
不看来”，人人提灯胜游，争奇斗艳。至
明代，洛阳宫灯逐渐从宫廷流传民间，从
洛阳走向全国，成为汉族传统工艺品。它
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与丰富的民俗节庆
活动紧密相连。

洛阳宫灯分为四大类，即张合架纱绸
宫灯、拼装架方形彩绘宫灯、拼装架多角
彩绘宫灯和玩灯、花灯类。具体而言，张
合架纱绸宫灯分三种形式：圆样宫灯、老

样宫灯、清化样宫灯；圆样宫灯，也叫门
灯，主要用于装饰大门。老样宫灯，是老
辈流传下来的传统式样，灯型自然流畅，
主要作为商店的字号灯；清化样宫灯据传
由清化县（今河南省焦作市博爱县）流传
而来，多为官衔灯和还愿灯；至于玩灯、
花灯，是灯节中儿童提灯游玩所用，常见
的有猴灯、玉兔灯、仙鹤灯、龙头灯、宝
塔灯等。因为属于玩物，所以此类灯一般
做工粗糙。

洛阳宫灯可在用时撑开，不用时合
上，伸缩自如，收纳方便。传统的洛阳宫
灯，除了一些具有特定用途如还愿灯外，
红色很少，绝大多数为白绢或白纱做面。
以此最大限度地发挥宫灯作为灯笼的实用
性，白灯显得更亮照得更远，而且灯面题
字看得更清楚。

洛阳宫灯纯手工制作，工艺考究，
需要旋灯座、开灯槽、破篾、打孔、穿
篾、安襻等 70 多道工序。凝聚了精致手
艺，高超匠心，聪颖智慧。首先要旋上
下灯座，将干透的椴木锯成短截，旋成
圆形，用锉锯在外圈倾斜着开灯槽，用
于安装灯篾。掌灯做骨架用的竹篾也有
讲究，选择硬度、弹性好的洛宁青竹，

不生虫，经久耐用。随着工匠手起刀
落，起承转合，条条曲径玲珑的竹篾用
细铁丝穿好后，插到上下灯座的灯槽
中，安好灯襻，撑开灯，宫灯的轮廓就
出来了。紧接着捏灯，当灯型圆润美观
时，固定灯篾，再糊上灯绸。做好的宫
灯，还要题字或绘画。字体多扁形，称
灯体字。绘画的内容非常丰富，花鸟虫
鱼、山水人物等，栩栩如生。至此，一
盏宫灯呱呱坠地，清灵飘逸，别致惊
奇。如同光明的使者在一片盛世欢歌中
袅娜起舞，惊艳着时光，温柔着岁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还专门组
建了洛阳宫灯厂，制作宫灯送往北京天安
门和故宫。1957年有12个品种投入国际市
场，远销新加坡、欧美等地。洛阳宫灯于
2008年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扩展项目名录。2019年11月，《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名单》
公布，洛阳市文化馆获得“洛阳宫灯”保
护单位资格。如今，传统文化与现代元素
碰撞点燃了激情的火花，洛阳宫灯在时光
的长河里熠熠生辉。

（作者系中国科普作家协会食品科普创
作专业委员会会员）

洛 阳 宫 灯 ， 渐 入 寻 常 百 姓 家
□ 高桃芝

因新年第一个月圆之夜在农历正月
十五，正月即农历元月，夜为宵，故称
这天为元宵节。旧时，人们过元宵节除
了吃元宵、庆团圆之外，还要去逛灯
市、赏花灯，将赏花灯系列民俗活动统
称“正月十五闹花灯”。

元宵节闹花灯的由来

我国元宵节期间闹花灯的习俗，始
于汉，兴于唐，盛于宋，延续至今已有
两千多年历史。

元宵节闹花灯的由来有多种说法。
一说始于西汉，汉武帝对于太一神（即
太阳神） 十分虔诚，在甘泉宫修建了

“太一祠坛”，从正月十五日黄昏开始，
点起盛大的灯火，通宵达旦进行祭祀，
从此形成正月十五张灯结彩的习俗。

还有一说始于东汉时期，明帝刘庄
提倡佛教，听说佛教有正月十五僧人观
佛舍利、点灯敬佛的做法，就下令这天
夜晚在皇宫和寺庙点灯敬佛，并令士族
庶民都挂灯，这种佛教礼仪遂由宫廷发
展到民间，成为元宵节点灯的开端。

另据史载，唐朝时佛教大兴，唐玄
宗接受西域和尚婆陀的请求，在公元
713年正月十五夜取消都城的宵禁，点
燃千盏华灯供佛，任人出游观赏，自此
元宵张灯成为法定之事。

花灯制作工艺的演进

灯笼是古时灯具的一种，据我国著名
考古学家魏存成考证，中国的灯笼是世界上
发明最早的便携照明工具。甲文中的“东”
字，可能就是对原始灯笼形象的描绘。

汉代以前灯笼的材质不详，估计多为
布、树皮或兽皮做成。纸是在东汉时期发
明的，所以纸灯笼只能在东汉发明了纸以
后出现。

南北朝时期已有纱灯的记载，《南
史》中有“壁上挂葛灯笼”。葛，就是
用麻织成的白色粗布，用它制成的灯
笼，就是纱灯的原始雏形。

唐代的花灯制作，已经有了很高的
技术含量，出现了制作精巧的“灯树”

“灯楼”等。《朝野佥载》记载：唐睿宗
二年正月十五，在安福门外做一巨型灯
轮，高达二十丈 （约66.7米），装饰着
各种丝绸、金玉，灯轮悬挂花灯五万
盏，俨然一个花灯“摩天轮”。《开元天
宝遗事》提到，当时杨贵妃的二姐韩国
夫人置办了百枝灯树，灯树高八十尺
（约26.7米），竖之高山上。在元宵节燃
灯，光芒亮到百里皆见。

宋朝花灯制作比唐代愈加先进。南宋
开始出现走马灯，也叫纸轮风车，灯屏上
画剪纸图像，下设轮轴，在灯内点上蜡烛
后，燃烧产生的热力造成气流，带动轮轴
转动，烛光将剪纸的影子投射在灯屏上，
图像犹如走马般旋转如飞。

明代元宵节要在紫禁城午门外搭建
“鳌山灯棚”，将上万盏彩灯铺叠成形状
似鳌的一座灯山，高十余层，灯辉熠
熠，灿若繁星，制作工艺非常复杂。

清代元宵节还出现了冰灯。这是清
朝入主中原后带进来的关外习俗，由冰
雕技师“结冰为器，裁麦苗为人物，殊
可观也”，既有雄伟壮观的大型建筑
群，又有精巧玲珑的小冰灯，其人物、
动物、花卉，千姿百态，栩栩如生。

在中华传统文化的演绎中，历代能工
巧匠用其聪明才智，不仅扮靓了人们的文
化生活，而且推动了制作工艺的发展进
步，在当代愈加历久弥新，积厚流光！

（作者系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
图为京杭大运河畔的台儿庄古城，花灯璀璨，吸引众多游人前来赏灯、游玩，感受

浓浓的节日氛围，喜迎佳节。 （视觉中国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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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一下

科普时报讯（记者罗朝淑） 时值寒冬，
市民参加冰雪运动的热情持续升温。这项备
受北方人欢迎的体育项目，因滑行速度较
快，运动过程中发生创伤的风险也比较高。
那么，运动时最容易发生哪些损伤？如何防
护、避免损伤呢？

国家体育总局运动医学研究所副主任邹
荣琪告诉记者，冰雪运动中，最容易发生急
性损伤的部位，一是下肢损伤，约占所有损
伤的43%―77%，主要以膝关节前交叉韧带损
伤、半月板损伤和踝关节侧副韧带损伤为
主；二是上肢损伤，主要涉及拇指和肩部；
三是头颈部损伤，主要是颈椎骨折、颈椎脱
位和脑震荡等。

如何做好防护，避免损伤呢？邹荣琪
说，首先要加强冰雪运动爱好者的安全意识
教育。比如让滑雪者正确评估自身技能水
平，避免去超过自身技术水平的赛道滑雪。
运动前做好准备活动，尤其是膝部、肩部和
颈部等做好充分拉伸；运动时正确佩戴好护
具，如头盔、护膝和护臀等，对易冻伤的部
位采取保温防冻措施。其次是在运动中摔倒
时注意自我保护。如单板滑雪时不小心摔
倒，双臂要抱于胸前、屈膝下蹲，让身体向
后摔倒，但要注意保护头部，避免头部着
地。双板滑雪时，要迅速屈膝降低重心，双
臂抱于胸前，身体向侧方顺势倒下，以一侧
臀部和身体着地。

邹荣琪提醒，在进行冰雪运动过程中，
当造成头颈部及脊柱损伤时，切忌自己挪
动，一定要呼叫专业救援，避免造成二次受
伤。另外，冰雪运动对运动技巧要求高，危
险性较大，患有骨质疏松、心脏病和高血压
的人群不建议参加。

冰雪运动如何防范损伤

科学看待食品添加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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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日佳宴，讲究色香味美。为了让食
物色泽诱人，人们在加工食品时会用到日
落黄、诱惑红等人工色素。有人认为彩色
食品会导致儿童多动症，真是这样吗？

相关研究依据并不充分

首次宣称儿童行为跟摄入食品色素有
关的是儿科医生杰明·法因戈尔德。随后也
有相关研究和观点。日本岩手大学用含诱
惑红食物喂养老鼠，发现DNA损伤；哥伦
比亚大学研究人员对色素与儿童多动症的
既往研究进行荟萃分析，显示二者存在相
关性。不过，研究数据远不够充分。

2007 年，英国南安普顿大学研究团队
在《柳叶刀》发文称，研究者对153名3岁
儿童和 144 名 8―9 岁儿童通过随机分组，
让他们分别饮用 A、B 两种含有人工色素
和防腐剂苯甲酸钠的饮料，或不含这些成
分的对照饮料。发现饮用含人工添加剂饮

料的儿童与对照组相比，表现出更多过度
活跃、注意力不集中等问题。因此推测，
这几种色素和防腐剂成分可能增加儿童多
动症的风险。然而，该研究被媒体放大，
引起许多负面影响。

不过，很快有专家指出了这项研究存
在的问题，比如研究中使用的是两组成分
复杂的添加剂混合物，而缺乏对单一成分
的评估。摄入人工色素的儿童与对照组相
比虽然有统计学上的“显著性差异”，但他
们的多动症评分实际相差并不大，研究无
法证明两组间的差异真的具有实际意义。

没有证据表明色素影响健康

一些环保和儿童组织也要求欧洲食品
安全局 （EFSA） 限制色素使用，同时修改
相关色素的安全限量值。EFSA对人工色素
安全性评估指出，考虑到该研究的局限
性，它并不足以作为修改这几种添加物每
日容许摄入量的证据。在综合各方数据之
后，EFSA认为，没有证据表明这几种色素
会影响儿童智力发育。

EFSA 指出，1―10 岁儿童的确可能会

有更高的暴露量和安全风险，出于对儿童
健康的谨慎考虑，欧洲食品安全局还是认
为应该加强监管，加大对儿童健康的保
护。

美国 FDA 也对人工色素与儿童健康的
问题进行了评估并指出，调查数据显示，
美国人平均的人工食用色素摄入量远远低
于安全上限，即使是摄入量达到全民平均
值的10倍，也还是远远低于安全上限，因
此无需担心这些色素带来健康风险。目
前，也没有充分证据证明这几种色素影响
儿童健康。考虑到中国人食用加工食品的
量要少于美国，我们的人工色素摄入量因
此更少，故而无需过多焦虑。

无添加并不能改善多动症

基于人工添加剂导致儿童多动症的观
点，也有人试图通过“无添加饮食”来预
防和治疗儿童多动症。经过研究证实，这
种方法并没有实际效果。

杰明·法因戈尔德医生就是“无添加饮
食”创始人。20世纪70年代，他就宣称不
含人工添加剂的食谱可以让至少 50%的多

动和学习障碍的儿童状况得到改善。事实
证明，支持他观点的证据却只是一些不严
谨的临床观察结果。在随后进行的对照研
究和荟萃分析中，都没有找到支持“无添
加饮食”的有力证据。

虽然对人工合成色素安全性的担忧普
遍存在，但也没有确切证据表明，它会导
致儿童多动症。事实上，世界各国对食品
色素的使用和管理都有严格限制。目前看
来，只要是符合标准的使用，无论天然色
素还是人工合成色素都是安全的。

考虑到使用人工色素的食品很多都是
糖果、膨化食品之类的高热量零食，也确
实应该对孩子的食用量加以控制。帮助孩
子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减少对加工食品
的依赖，抵御各种零食的诱惑，才是家长
们应该努力的方向。

（作者系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
科技传播部主任、副研究馆员、中国互联
网联合辟谣平台专家委员会成员）

儿 童 多 动 症 ， 人 工 色 素 惹 的 祸 ？
□ 阮光锋

日前，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
联合发布5起虚假征信类诈骗典型案
例，揭露犯罪手段并提出防骗识骗
建议。

虚假征信类诈骗高发

2022年下半年以来，虚假征信类
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在全国各地高发，
已成为当前主要的电信网络诈骗类型
之一。诈骗分子通过冒充互联网金融
平台客服，谎称因国家出台征信政
策，要求受害人关闭在平台申请的金
融业务、调低贷款利率或注销之前以
学生身份在平台上申请的校园贷等，
否则就会影响征信记录。借此诱导受
害人下载在线会议软件并共享屏幕，
通过分饰多角等方式实施诈骗，逐步
诱骗受害人将其自有资金或在网络平
台上申请的贷款转入诈骗账户。

对此，最高检、公安部高度重
视，加大打击力度，全链条打击为诈
骗分子非法提供个人信息、办理电话
卡以及架设 GOIP 设备等网络黑产
犯罪。

防诈预警安全提示

如何进一步增强识骗防骗意识和

能力？最高检、公安部同时发布防诈
预警安全提示。

一是认真核实互联网平台客服来
电。互联网平台客服不会使用个人手
机号或其他非官方社交方式联系客
户。在接到这类电话时，要提高警
惕，不要轻易泄露个人信息；如有疑
问，可直接拨打平台官方客服电话
核实。

二是果断拒绝以影响征信为由
关闭或注销账户的要求。个人征信
由中国人民银行及其派出机构统一
管理，任何机构或个人无权删除或

修改。
三是审慎回应添加好友共享屏

幕的请求。添加好友共享屏幕是虚
假征信类诈骗的固定套路，不要轻
易下载视频聊天或屏幕共享软件与
陌生人聊天，更不要在共享屏幕中
进行银行账户操作，以防个人信息
泄露。

四是严格禁止向陌生人转账或借
贷。对于陌生人要求操作转账或借
贷，坚决不予理会，并拒绝透露个人
身份证件号码、银行账户、验证码、
密码等个人信息。

警惕！虚假征信类诈骗，你中招了吗
□ 科普时报记者 何 亮

案例一：注销校园贷。1月，胡先生接
到自称某金融平台工作人员电话，询问他大
学期间是否开通过贷款账户，又以银保监会
要求注销在校及毕业大学生贷款账户，否则
影响个人征信为由。提示他下载视频会议软
件并开启屏幕共享，暴露其存款，并告知他
需将存款全部转至平台专用账户后才能成功
注销，注销后会如数退还。就这样，胡先生
先后向骗子账户转账6万余元。

案例二：消除不良记录。1月，冯先生
接到某金融平台“客服”电话，准确说出了
他的身份信息，并称他曾在该平台上借贷，
存在违约行为，已经影响个人征信。冯先生
信以为真，进入对方发来的仿冒“征信查
询”网站，向“官方客服”求助。“官方客
服”让他必须尽快把各个网贷平台的借款额
度清零，将借款转至专用账户查验资金能
力，才能修复征信。冯先生54万余元被骗。

案例三：扣除违约金、利息费。1月，王
女士接到固定电话，对方自称某金融平台客
服，说她在平台有20万元借款额度，因长期
未使用，将扣除 3000 元违约金，并影响征
信。并声称可以帮助注销，让她下载视频会议
软件并开启远程控制功能。对方通过远程操
作她的手机，帮助她清空借款额度，实际是
在该金融平台上借款，并直接提现至指定银
行账户，先后骗取她17万余元。

虚假征信类诈骗典型案例

春节归来，锡伯族朋
友说起在老家过年的见闻
仍兴奋不已：年味浓，消
费热，话题多。兔年说
兔，更是他们绕不开、说
不完的话题。

全国最大的锡伯族聚
居地在辽宁省沈阳市沈北
新区，是锡伯族的主要发
源地，也是中国锡伯族博
物馆所在地，拥有锡伯族
37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中的36个。全国唯一的锡
伯族县是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
该县创刊50多年的《察布
查尔报》，是全国唯一的锡
伯文综合性民族报纸。在
内蒙古自治区东部和黑龙
江省嫩江流域等地，还有
散居的锡伯族。据 《中国
统计年鉴 2021》 统计，我
国 锡 伯 族 人 口 为 1
91911人。

锡伯族两个聚居地之
所以在相距万里之遥的辽
宁和新疆，那是因为乾隆
二十九年 （1764 年） 农历
四月十八，锡伯族4000多
名官兵及家眷西迁新疆屯
垦戍边。此后，便有了纪
念西迁壮举的“西迁节”，
也叫“四一八节”“怀亲
节”。

锡伯族是一个历史悠
久的古老民族，享有“弓
箭民族”盛誉。“雪飘如蝶
飞，驰骋共撒围。踏遍千
万山，猎夫凯歌回。”民歌
反映了锡伯族人酷爱骑马
射箭，喜欢食用野猪、野
鸡、野兔等野味。如今，
他们对食用野兔有了新的
认识。新疆有一种伊犁鼠
兔 ， 目 前 数 量 不 足 1000
只，比大熊猫还珍稀，已
被列入 《IUCN （世界自
然保护联盟） 濒危物种红
色名录》。东北黑兔、东北
兔、高原兔等野兔，也被
列为国家保护动物。作为
有益或有重要经济、科学
研究价值的“三有”野生
动物，野兔是不准私自捕
猎和出售的。这种情况之
下，锡伯族采取巧妙的

“以素托荤”办法，制作
“仿荤”兔肉，素食荤做。

和汉族同样过春节、
端午节、中秋节等传统节日的锡伯族，2023
年兔年春节美食精彩纷呈，既有旧食俗的旧
味道，也有新食俗的新样貌。为了保护野生
动物和传承“兔年吃出兔文化”的传统，他
们以传统农作物及其加工品作为食品原料，
在春节餐桌上呈现“兔饺子”“兔包子”“兔
饼干”“兔兔饼”“吉兔纳福”点心。这些面
食制品的颜色都来自新鲜蔬菜、水果：绿色
用菠菜汁、黄色用南瓜泥、紫色用紫薯泥等
等，有的还是“老字号”饽饽铺里非遗古法
手工制作的美食。一个个兔子形象神态逼
真，人们夸赞这是“无声的诗、立体的画、
凝固的音乐”，丰富和滋养着当代人的春节饮
食生活。

玉兔呈祥的兔年，锡伯族人用行动带给
人们可贵的健康启示。

（作者系中国药膳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科
普作家协会食品科普创作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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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中国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