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元宵节前后，年近七十的何伟

福比往日更为忙碌，除了自己手上

的活，还要到普陀区青少年中心教

那里的小孩学扎灯彩。何伟福是国

家级非遗“上海灯彩 ”的第三代传

承人。 他的祖父何克明就是“立体

动物灯彩”的创立人。

何克明自幼受古老灯彩的熏

陶，经常徜徉于灯市之中 ，细心揣

摩。他 12 岁开始自学灯彩，博采南

北灯彩精华的同时，又善于吸收西

洋雕塑艺术的技法，突破当时流行

的灯彩形制，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

的风格。 “何氏灯彩”以动物造型为

骨架结构，用铅丝缠绕皱纸代替传

统的竹篾 ， 扎制出的作品结构准

确、造型生动、姿态传神。

立体动物灯彩工艺复杂，何克

明在保留传统“搓、扎、剪、裱、糊 、

描”等传统制灯手法基础上 ，结合

自己多年的实践，总结出 “匀 、正 、

紧、挺、齐、鲜”六大工艺特征。

“制作一件成品，短则数月、长

则年余，费时费神 。 ”何伟福介绍

说，以常见的兔子灯为例，用“何氏

技法”制作需要 30 多种饰品材料、

50 多道工序、花费整整一天，而普

通的做法一天可以扎好几个。若是

龙灯，则更要复杂数十倍 ，龙身鳞

片就达数千个，每个鳞片制作须经

三道工序， 然后再一一粘贴上去，

不仅需要细心 、耐心 ，还要做到心

中有数，才能保证整体和谐美观。

造型是基础，色彩是关键。 立

体动物灯彩用色暖中有冷，冷中有

暖，民族色彩浓厚。 扎造型最花功

夫，稍有不像，就要重新来过。要做

好立体动物灯彩，不仅需要具备一

定的书画、诗文、剪纸、雕刻 、造型

等功底，还必须对解剖 、雕塑和动

物习性等有所了解。

何伟福从小在爷爷身边长大，

耳濡目染渐渐爱上了这门艺术。 但

真要入门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单

搓铅丝这一基本功，他就足足操练

了十个月。 “把成卷的铅丝按需剪

成小段 ，一根根锉直 ，然后把一层

很薄的纸用木搓板均匀地搓在铅

丝上，再包上金纸、糊上丝绸，才可

以用来扎骨架。 ”何伟福说。他又学

习剪贴、上糊、搓扎、绘画等技能以

及解剖、色彩、电器安装等知识，花

了差不多 7 年时间才算正式出师。

“上海灯彩的生命力在于创

新。 ”何伟福对此深有感触，“在其

他灯彩艺人还在普遍运用竹篾扎

制骨架 、彩纸裱糊灯彩表面 、蜡烛

做光源时，爷爷已经开始用铅丝扎

制骨架、用昂贵的绸缎面料裱糊表

面、 用电灯来做灯彩的光源。 ”如

今，他继承爷爷、父亲的衣钵，成为

上海灯彩第三代传承人，更觉责任

重大。

不少外宾来工艺美术研究所

参观 ，觉得灯彩精美 ，但不方便携

带，很遗憾不能把成品带回家。 了

解到这一情况后 ， 何伟福开动脑

筋，不断尝试，逐步创作出微型灯、

折叠灯、拆卸灯等便于携带的灯彩

作品。 “我爷爷从来不做拆卸灯，但

我做的灯 ，尾巴 、羽毛都可以拆下

来，大大减少了存储空间 ，这算是

一种创新吧。 ”

如今，除了在工艺美术研究所

的工作外，何伟福还担任嘉定外冈

小学 、普陀区青少年中心 、浦东联

营小学以及黄浦区清华中学的灯

彩教师，教中小学生制作简单的兔

子灯 、熊猫灯 ，培养他们对传统灯

彩艺术的兴趣。

▲何伟福工作室里摆放

着一件名为《松鹤长青》的大

型灯彩作品 ， 这是为迎接

2008 年北京奥运会特别创作

的，整个制作过程历时 4 个半

月。灯彩主体是一棵大松树和

八只形态各异的仙鹤，其中七

只仙鹤环绕着松树，另一只位

于松树顶端展翅欲飞，仙鹤的

羽毛、 神态无不活灵活现，栩

栩如生。这件作品在第九届中

国工艺美术大师作品暨国际

艺术精品展览会上获得“百花

杯”银奖。

荨普陀区青少年中心每

年元宵都会举办小型灯会，展

出的灯彩作品都是区内中小

学生在何伟福和老师们指导

下共同制作完成的。灯会向社

区免费开放， 普及非遗文化，

扩大非遗影响。

▲何伟福在教小朋友灯彩制作的基本方法。 平

日里经常有爱好者慕名到工作室拜访， 何伟福都是

热情接待。

▲何伟福的工作室里挂满了他自己设计制作的

灯彩作品，宛若一个小小动物园，充满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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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汤团、赏灯会，是元

宵节的两大重头戏。 “肉

馅馄饨菜馅圆，灶神元夕

接从天 。 城厢灯市尤繁

盛， 灯塔烧香费几千。 ”

《上海县竹枝词·岁事》中

所描述的正是清代上海

元宵节的热闹景象。

海派灯彩历史悠久，

大致有撑棚灯、 走马灯、

宫灯、立体动物灯四大类

型，其中以何克明为代表

的立体动物灯彩，集观赏

性 、艺术性 、装饰性于一

体，是上海灯彩艺术最精

粹的部分。 作为在都市环

境中发展起来的一种新

型灯彩艺术，上海灯彩继

承古代灯彩的优秀技艺

并加以发展，不仅材质有

所更新 ， 品种也更为丰

富 ，2008 年被列为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性项目扩展名录。

鲤鱼灯里的海派年味
■摄影/本报记者 赵立荣

荨▲组图说明
1、 用裹上金边的

铅丝拗制鲤鱼的鱼须，

使灯彩更立体、生动。

2、 何氏灯彩融入

了绘画、雕塑等艺术元

素，给灯彩上色是很见

功底的一道步骤。

3、 给仙鹤装上眼

睛，整个灯彩顿时就有

了精气神。安装小零件

要做到心中有数，一步

到位。

4、 用黄色绸缎给

小鸟做翅膀。 “麻雀虽

小，五脏俱全”，再小的

灯彩，制作步骤一步不

能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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