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元宵节手抄报内容字体(通用7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
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
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元宵节手抄报内容字体篇一

中国幅员辽阔，历史悠久，所以关于元宵节的习俗在全国各
地也不尽相同，其中吃元宵、赏花灯、舞龙、舞狮子等是元
宵节常见的民间习俗。下面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2023元宵节
主题手抄报内容大全，以供大家参考!

1、猜灯谜

猜灯谜又称打灯谜，每逢元宵节，各个地方都打出灯谜，希
望今年能喜气洋洋的，平平安安的。因为谜语能启迪智慧又
饶有兴趣，所以流传过程中深受社会各阶层的欢迎。唐宋时
灯市上开始出现各式杂耍技艺。明清两代的灯市上除有灯谜
与百戏歌舞之外，又增设了戏曲表演的内容。如今，民间猜
谜已不限于元宵，有的地方平时朋友相聚也会猜上一阵子灯
谜，猜谜已成为人们日常文化娱乐的一种形式。

2、耍龙灯

龙是中华的图腾，中华民族崇尚龙，把龙作为吉祥的象征。
耍龙灯又称舞龙、龙灯舞，是中国独具特色的传统民俗娱乐
活动。从春节到元宵灯节，中国城乡广大地区都有耍龙灯的
习俗。经过千百年的沿袭、发展，耍龙灯已成为一种形式活
泼、表演优美、带有浪漫色彩的传统舞蹈。



3、吃元宵

正月十五吃元宵，是在中国由来己久的习俗，元宵即“汤
圆”。“元宵”，最早叫“浮元子”，后称“元宵”，生意
人还美其名曰“元 宝”。元宵以白糖、玫瑰、芝麻、豆沙、
黄桂、核桃仁、果仁、枣泥等为馅，用糯米粉包成圆形，可
荤可素，风味各异。可汤煮、油炸、蒸食，有团团圆圆和和
美美，日子越过越红火之意。俗语有句话叫和气生财。家庭
的和睦以及家人的团圆对于一个完整的家庭来讲是多么重要
的因素。因此，在元宵节一定要和家人吃上“元宵”。

4、舞狮子

舞狮，又称“狮子舞”、“狮灯”、“舞狮子”，多在年节
和喜庆活动中表演。狮子为百兽之尊，形象雄伟俊武，给人
以威严、勇猛之感。古人将它当作勇敢和力量的象征，认为
它能驱邪镇妖、保佑人畜平安。所以人们逐渐形成了在元宵
节时及其他重大活动里舞狮子的习俗，以祈望生活吉祥如意，
事事平安。

5、观灯

观灯是元宵节期间的传统民俗活动。汉明帝永平年间(公
元58-75)，因明帝提倡佛法，适逢蔡愔从印度求得佛法归来，
称印度摩喝陀国每逢正月十五，僧众云集瞻仰佛舍利，是参
佛的吉日良辰。汉明帝为了弘扬佛法，下令正月十五夜在宫
中和寺院"燃灯表佛"。此后，元宵放灯的习俗就由原来只在
宫廷中举行而流传到民间。即每到正月十五，无论士族还是
庶民都要挂灯，城乡通宵灯火辉煌。

爱好旅游(打一成语)——喜出望外

盲人摸象(打一成语)——不识大体



蜜饯黄连(打一成语)——同甘共苦

会计(打一成语)——足智多谋

逆水划船(打一成语——力争上游

快刀斩乱麻(打一成语——迎刃而解

翘翘板(打一成语)——此起彼落

遇事不求人(打一成语)——自力更生

脱粒机(打一成语)——吞吞吐吐

四通八达(打一成语)——头头是道

一块变九块(打一成语)——四分五裂

节日的焰火(打一成语)——五彩缤纷

乖(打一成语)——乘人不备

相声(打一成语)——装腔作势

逆水划船(打一成语)——激流勇进

伞兵(打一成语)——从天而降

照相底片——颠倒黑白

平原门下客三千——胜友如云

圆寂(打一成语)——坐以待毙

哑巴打手势(打一成语)——不言而喻



1.元宵佳节明月升，嫦娥曼舞看清影，元宵香从圆月来，高
歌一曲赏美景，亲友团圆叙旧情，一缕相思圆月中，团圆之
夜思绪浓，共享快乐互叮咛。祝你在元宵佳节幸福安康，月
圆情园人团圆，万事如意心想事成!

2.元宵佳节汤圆圆，生活美满心里甜。欢天喜地庆佳节，龙
腾狮舞祈丰年。各种灯笼色彩艳，猜谜活动乐翻天。鞭炮声
声震天响，礼花片片洒人间。愿君合家团圆人人羡，吉祥如
意保平安。元宵快乐!

3.元宵节，送花灯;健康灯，享太平;如意灯，好运逢;辉煌灯，
事业成;富贵灯，生意兴;幸福灯，天天明;感情灯，日日红。
元宵节，祝你万事圆满。

4.元宵节到了，一圆健康，二圆学业，三圆事业，四圆亲情，
五圆友情，六圆爱情，七圆财富，八圆幸福，九圆梦想，十
圆肚子!元宵节快乐!

5.元宵圆，汤圆圆，团团圆圆过大年!迎新年，贺新春，欢欢
喜喜过大年!祝福您和您的全家：元宵节平安快乐多康福!

6.元宵圆，元宵缘，圆圆的元宵吃出源源的缘;元宵圆，那是
亲人缘，身在天涯盼团圆;元宵圆，那是情人缘，携手人间多
美满;元宵圆，那是朋友缘，志趣相投伴一生;元宵圆，那是
贵人缘，前途顺利有财发。元宵节快乐!

7.月亮圆圆的天上，灯火圆圆的晚上，花儿圆圆的树上，汤
圆圆圆的桌上，幸福圆圆的路上，到处都有团团圆圆的美满。
送你一个圆圆的祝愿—元宵快乐!

8.正月十五佳节到，月圆人圆元宵闹。亲人团聚乐淘淘，吃
完汤圆看热闹。大街小巷放鞭炮，灯谜猜得汗直冒。龙狮舞
得真是妙，此起彼伏试比高。心满意足生活好，美好明天将
来到。元宵快乐!



9.祝年年圆满如意，月月事事顺心，日日喜悦无忧，时时高
兴欢喜，刻刻充满朝气，月圆人圆花好，事顺业顺家兴!元宵
快乐!

10.北风吹，雪花飘，片片雪花像鹅毛;钟声响，祝福到，声
声祝福把你绕;元宵节，焰火高，颗颗焰火好热闹;祝你开开
心心健健康康团团圆圆万事好!

元宵节手抄报内容字体篇二

正月十五元宵节，人们吃元宵吃汤圆，对未来的美好生活满
怀期待。下面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元宵节》手抄报内容文
字简短，欢迎大家阅读转发!

元宵节人们猜灯谜的习俗起源于宋代，因为当时元宵灯会十
分盛行，人们为了增加娱乐，就将谜语写到了花灯上。

谜语的起源很早，在夏朝就有使用暗示的方法猜某种食物的
歌谣，后来随着文化的发展，人们运用文字的能力越来越熟
练，谜语的发展也越来越快。但在三国之前这还是一种口头
上的游戏，到了三国时期，就开始形成了写在纸上的字谜。

字谜的产生为灯谜提供了基础，唐宋时期，因为国家富裕，
百姓生活条件好，所以像元宵节这种娱乐性质比较大的节日
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元宵灯会可以持续一周以上，晚间也不
再有宵禁，大家可以尽情地走上街头玩耍。

在宋朝时，政府采取重文轻武的政策，文化发展迅速，在元
宵灯会这种热闹的节日上，一些商贩为了增加看灯的趣味性，
就开始在花灯上写上字谜，专门以此来吸引游客，这样做的
效果非常好，大家都争相模仿，就形成了“灯谜”。



在那时候，不仅仅是平头百姓去看灯、猜谜语，达官显贵，
文人雅客也会走上街头赏灯，所以这就要求灯谜要雅俗共赏。
除了一些文化程度要求比较高的文字谜语外，还要有用大白
话描述事物特征进行猜谜的谜语，比如“麻屋子，红帐子，
里面睡个白胖子”谜底就是花生，再比如“一朵芙蓉头上戴，
锦衣不是剪工裁，虽然不是英雄汉，唱得千门万户开”，谜
底就是公鸡。

元宵节灯会的灯谜产生于宋代，一直被后世继承，这不仅仅
是一个节日庆祝方式，也包含了深深的文化内涵，是中国传
统文化的一门综合性艺术。

1、吃元宵

正月十五吃元宵，“元宵”作为食品，在我国也由来已久。
宋代，民间即流行一种元宵节吃的新奇食品。这种食品，最
早叫“浮元子”后称“元宵”，生意人还美其名曰“元 宝”。
元宵以白糖、玫瑰、芝麻、豆沙、黄桂、核桃仁、果仁、枣
泥等为馅，将馅儿团成形后在糯米粉中滚成，汤圆则是先以
糯米粉做成皮儿，再包馅儿而成，做法完完全全不一样。元
宵可荤可素，风味各异。可汤煮、油炸、蒸食，有团圆美满
之意。

2、观灯

元宵放灯的习俗，在唐代发展成为盛况空前的灯市，当时的
京城长安已是拥有百万人口的世界都市，社会富庶。在皇帝
的亲自倡导下，元宵灯节办得越来越豪华。中唐以后，已发
展成为全民性的狂欢节。唐玄宗(公元685--762)时的开元盛
世，长安的灯市规模很大，燃灯五万盏，花灯花样繁多，皇
帝命人做巨型的灯楼，广达20间，高150尺，金光璀璨，极为
壮观。

宋代，元宵灯会无论在规模和灯饰的奇幻精美都胜过唐代，



而且活动更为民间化，民族特色更强。以后历代的元宵灯会
不断发展，灯节的时间也越来越长。唐代的灯会是"上元前后
各一日"，宋代又在十六之后加了两日，明代则延长到由初八
到十八整整十天。

3、猜灯谜

猜灯谜又叫打灯谜，是元宵节的一项传统活动，灯谜最早是
由谜语发展而来的，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谜语悬之于灯，
供人猜射，开始于南宋。南宋周密《武林旧事.灯品》记
载：“以绢灯剪写诗词，时寓讥笑，及画人物，藏头隐语，
及旧京诨语，戏弄行人。”元宵佳节，帝城不夜，春宵赏灯
之会，百姓杂陈，诗谜书于灯，映于烛，列于通衢，任人猜
度，所以称为“灯谜”。

4、走百病

元宵节除了庆祝活动外，还有信仰性的活动。那就是"走百
病"又称"烤百病""散百病"参与者多为妇女，他们结伴而行或
走墙边，或过桥过走郊外，目的是驱病除灾。

随着时间的推移，元宵节的活动越来越多，不少地方节庆时
增加了耍龙灯、耍狮子、踩高跷、划旱船扭秧歌、打太平鼓
等活动。

5、逐鼠

这项活动主要是对养蚕人家所说的。因为老鼠常在夜里把蚕
大片大片地吃掉，人们听说正月十五用米粥喂老鼠，它就可
以不吃蚕了。于是，这些人家在正月十五熬上一大锅粘糊糊
的粥，有的还在上面盖上一层肉，将粥用碗盛好，放到老鼠
出没的顶棚、墙角、边放嘴里还边念念有词，诅咒老鼠再吃
蚕宝宝就不得好死。



6、迎紫姑

紫姑是民间传说中一个善良、贫穷的姑娘。正月十五，紫姑
因穷困而死。百姓们同情她、怀念她、有些地方便出现
了“正月十五迎紫姑”的风俗。每到这一天夜晚，人们用稻
草、布头等扎成真人大小的紫姑肖像。妇女们纷纷站到紫姑
常做活的厕所、猪圈和厨房旁边迎接她，象对待亲姐妹一样，
拉着她的手，跟她说着贴心话，流着眼泪安慰她，情景十分
生动，真实的反映了劳苦民众善良、忠厚、同情弱者的思想
感情。

1、《元夕于通衢建灯夜升南楼》

(隋)隋炀帝

法轮天上转，梵声天上来;

灯树千光照，花焰七枝开。

月影疑流水，春风含夜梅;

燔动黄金地，钟发琉璃台。

2、《正月十五夜》

(唐)苏道味

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

灯树千光照。明月逐人来。

游妓皆穠李，行歌尽落梅。

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



3、《上元夜》

(唐)崔液

玉漏铜壶且莫催，铁关金锁彻夜开;

谁家见月能闲坐，何处闻灯不看来。

4、《元宵月正圆》

闹元宵，月正圆，闽台同胞心相依，

扶老携幼返故里，了却两岸长相思。

热泪盈眶啥滋味?久别重逢分外喜!

闹元宵，煮汤圆，骨肉团聚满心喜，

男女老幼围桌边，一家同吃上元丸。

摇篮血迹难割离，叶落归根是正理。

5、正月十五夜灯

(唐)张祜

千门开锁万灯明，正月中旬动地京。

三百内人连袖舞，一进天上著词声。

6、《生查子元夕》

(宋)欧阳修

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



月到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

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

7、《台城路·上元》

(清)纳兰性德

阑珊火树鱼龙舞，望中宝钗楼远。

靺鞨余红，琉璃剩碧，待嘱花归缓缓。

8、《清平乐·上元月蚀》

(清)纳兰性德

比拟寻常清景别，第一团圆时节。

影蛾忽泛初弦，分辉借与宫莲。

七宝修成合璧，重轮岁岁中天。

9、《元夜踏灯》

(清)董舜民

百枝火树千金屧，宝马香尘不绝。飞琼结伴试灯来，忍把檀
郎轻别。

一回佯怒，一回微笑，小婢扶行怯。

石桥路滑缃钓蹑，向阿母低低说。妲娥此夜悔还无?怕入广寒
宫阙。



不如归去，难畴畴昔，总是团圆月。

10、《元夕影永冰灯》

(清)唐顺之

正怜火树千春妍，忽见清辉映月阑。

出海鲛珠犹带水，满堂罗袖欲生寒。

烛花不碍空中影，晕气疑从月里看。

为语东风暂相借，来宵还得尽余欢。

元宵节手抄报内容字体篇三

又叫“打灯谜”，是元宵节后增的一项活动，出现在宋朝。
南宋时，首都临安每逢元宵节时制迷，猜谜的人众多。开始
时是好事者把谜语写在纸条上，贴在五光十色的彩灯上供人
猜。因为谜语能启迪智慧又饶有兴趣，所以流传过程中深受
社会各阶层的欢迎。

所谓雪，就是汤圆雪白的外层，而炭则是内层的炭烧朱古力
馅，汤圆味道较浓，所以就配一个清新的玫瑰花汤底，喝一
口汤，吃一口汤圆，就是最佳的吃法哦。

玫瑰椰露汤圆单看外型已够赏心悦目的咯，吃一口，更有双
唇在浸玫瑰花浴的感觉哦，椰汁、鲜奶再加上玫瑰花的芬芳，
清润而暖和，再加上同样有美颜作用的芝麻汤圆，最适合女
孩子品尝咯。



元宵节手抄报内容字体篇四

奶皇汤圆最叫人难忘之处就是外层够薄够干身，汤圆皮软糯
但是不糊口，以往有芒果、麦提莎、榴及燕窝等口味，这次
则返璞归真，以最简单的香蕉做馅，蕉味浓郁，软绵绵的口
感并不比一向好卖的芒果逊色哦。

南瓜汤圆通常以南瓜做皮，这个则以南瓜做馅，外层蘸芝麻
增添香口的感觉。汤圆放于桂花糖水内，外香内甜，保证这
个元宵节会甜蜜蜜的哦。

三色汤圆是用草莓啊，胡萝卜汁啊还有就是绿茶啊放到汤圆
皮或者汤圆陷儿里做成的。红萝卜汁相思汤圆，搭配着杏仁
汁、绿豆沙等各种糖水来吃，非常的受大家欢迎哦。

按我国民间的传统，在这天上皓月高悬的夜晚，人们要点起
彩灯万盏，以示庆贺。出门赏月、燃灯放焰、喜猜灯谜、共
吃元宵，合家团聚、同庆佳节，其乐融融。

元宵节手抄报内容字体篇五

一声声锣鼓，一阵阵沸腾，一幕幕烟火，一盏盏彩灯，和着
二月丝丝缕缕的微风，踱进你的心窝。串串企盼祝愿你：元
宵快乐!下面是本站小编带来关于20xx鼠年元宵节手抄报内容
的内容，希望能让大家有所收获!

20xx鼠年元宵节手抄报内容一

20xx鼠年元宵节手抄报内容二

20xx鼠年元宵节手抄报内容三

20xx鼠年元宵节手抄报内容四



20xx鼠年元宵节手抄报内容五

1. 元宵节又到了，我又hold不住了，决定给你发条祝福语短
信，愿你新的一年吃好;喝好;睡好;工作好;什么都好。祝元
宵节快乐哦。

2. 用呵护做濡米，揉捏进一颗真心，裹住美满与甜蜜，灌以
圣泉之水煮制，粘稠的浆汁是我的良苦用心，愿它品出你节
日什锦的心情!元宵节快乐!

3. 一声声锣鼓，一阵阵沸腾，一幕幕烟火，一盏盏彩灯，和
着二月丝丝缕缕的微风，踱进你的心窝。串串企盼祝愿你：
元宵快乐!

4. 正月十五的花灯五彩缤纷，龙灯送你好前程，宫灯送你好
生活，纱灯送你好爱情，树地灯送你好事业，蘑菇灯送你好
家庭!愿一盏盏花灯不仅能为你的佳节生活增光添彩，更能使
你今后的日子炫如彩虹!

5. 月色浓，点灯笼，照亮前程别样红，吃元宵，祝福到，甜
蜜生活好运到，发短信，传佳音，朋友问候最贴心，元宵节，
衷心祝愿你万事如意，前途看好。

6. 元宵佳节不送礼，发条短信祝福你：健康快乐长伴你，好
运和你不分离，最后让我告诉你，钞票滚滚进袋里，好处全
都送给你。元宵节快乐!

7. 喜庆元宵佳节，我祝你：日圆，月圆，圆圆如意。官源财
源，源源不断。人缘福缘，缘缘于手。情愿心愿，愿愿成真!
元宵节快乐!

8. 元宵节来临，送你一盏美丽的彩灯，祝愿你的生活五彩缤
纷;送你一碗甜甜的汤圆，祝愿你的爱情甜蜜美满;送你一声
真挚的祝福，祝愿你的日子开心快乐。



9. 带上诚挚的祝福，愿你开心大本营，开心总动员，开心大
风车，开心每一年，开心每一月，开心每一天，开心每一刻，
开心，开心，元宵节开心。

10. 海天一色庆元宵，想念时刻静悄悄，祝福缓缓起浪涛，
给你问候荡最高，且把关怀挂树梢，但求幸福为你俏，元宵
到，衷心祝愿你节日快乐，前途看好。

11. 把一颗颗幸福圆满都送到你嘴里，要好好吃啊!

12. 你不是饺子却有陷儿。你不是馄沌却也有汤。你不是糖
果却也很甜。我已经迫不及待了!来吧我的汤圆!来吧我亲爱
的元宵节!

13. 春天已经悄悄来到我们身边，元宵佳节，春风熏陶着沉
醉的夜晚，我用心叠一只纸鹤，装上我满满的祝愿，飞翔在
天边，飘落你身前，祝你元宵节愉快。

14. 我在这里，你在那头。我望着窗外，伴随着无尽的思念
仿佛看见你忙碌的身影，月儿圆盼团圆，好想对你说：亲爱
的，我下班了，麻溜煮汤圆!

15. 平平淡淡如一杯清水，普普通通是一介白丁。但善良是
我的品格，热情是我的天性，真诚是我的原则，祝福是我的
习惯。正月十五将临，祝你及家人开心健康!鸿福无疆!

16. 明月当空高高照，元宵祝福在微笑，十五汤圆别样甜，
快乐常伴你身边，温馨短信给你发，此后你将大发达，正逢
佳节，祝愿你心想事成，顺心如意。

17. 过年好，元宵到，幸幸福福一年绕;过年好，元宵到，开
开心心四季妙;过年好，元宵到，顺顺利利全家好;过年好，
元宵到，团团圆圆过元宵。



18. 元宵到，祝福短信到，愿你一年都不会删掉;祝福电话到，
愿你四季都不会挂掉;祝福的欢语到，愿你一生都不会忘掉;
祝福心意到，愿你一世都不会抹掉。

19. 元宵节到了，祝你今后的日子像黑芝麻元宵般健康，像
桂花元宵般香甜，像五仁元宵般丰富，像豆沙元宵般细腻延
绵。吃下这碗元宵你将永远幸福!

20. 元宵到，送你一个彩灯，红色代表开心，绿色代表幸福，
黄色代表梦想，蓝色代表思念，橙色代表寄托，紫色代表希
望，青色代表吉祥，愿绘出你四季的安康!

元宵节手抄报内容字体篇六

每年农历的正月十五日，新年刚过，迎来的就是我国的传统
节日--元宵节。

元宵主要的活动就是看灯。东汉明帝时期，明帝提倡佛教，
听说佛教有正月十五日僧人观佛舍利，点灯敬佛的做法，就
命令这一天夜晚在皇宫和寺庙里点灯敬佛，令士族庶民都挂
灯。以后这种佛教礼仪节日逐渐形成民间盛大的节日。该节
经历了由宫廷到民间，由中原到全国的发展过程。

直到今日，元宵点灯的习俗仍然在我国的各地流传的，各式
各样美丽的花灯在这一天都会点亮，小孩儿提着自制的灯笼
走街串巷，非常高兴。

猜灯谜也是元宵节的一项重要活动，花灯的主人会将谜面写
在灯笼上，挂在门口，如果有人可以猜中，就能得到小小的
礼物。这项活动最早起源于宋朝，因为谜语能启迪智慧又饶
有兴趣，所以流传过程中深受社会各阶层的欢迎。

民间过元宵节吃元宵的习俗。元宵由糯米制成，或实心，或



带馅。馅有豆沙、白糖、山楂、各类果料等，食用时煮、煎、
蒸、炸皆可。起初，人们把这种食物叫“浮圆子”，之后又叫
“汤团”或“汤圆”，这些名称“团圆”字音相近，取团圆
之意，象征全家人团团圆圆，和睦幸福，人们也以此怀念离
别的亲人,寄托了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愿望。

随着时间的推移，元宵节的活动越来越多，白天有耍龙灯、
耍狮子、踩高跷、划旱船扭秧歌、打太平鼓等传统民俗表演。
到了夜晚，除了五颜六色的美花灯之外，还有艳丽多姿的烟
火。大多数家庭会在新年时留下一些烟花等到元宵节这天燃
放，而一些地方政府也会举办烟花大会，当新年的第一个月
圆之夜在盛大的烟火表演中来临时，人们都陶醉在这令人难
忘了烟花与皎洁的明月中。

元宵节手抄报内容字体篇七

手抄报是一种可传阅、可观赏、也可张贴的报纸的另一种形
式。下面是关于元宵节手抄报素材内容，欢迎阅读！

元宵节手抄报1

元宵节手抄报2

元宵节手抄报3

（一）

元宵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早在两千多年前的'西汉就有这个
节日了，元宵赏灯始于东汉明帝时期，明帝提倡佛教，听说
佛教有正月十五日僧人观佛舍利，点灯敬佛的做法，就命令
这一天夜晚在皇宫和寺庙里点灯敬佛，令士族庶民都挂灯。
以后这种佛教礼仪节日逐渐形成民间盛大的节日。该节经历
了由宫廷到民间，由中原到全国的发展过程。



在汉文帝时，已下令将正月十五定为元宵节。汉武帝
时，“太一神”的祭祀活动定在正月十五。（太一：主宰宇
宙一切之神）。司马迁创建“太初历”时，就已将元宵节确
定为重大节日。

另有一说是元宵燃灯的习俗起源于道教的“三元说”;正月十
五日为上元节，七月十五日为中元节，十月十五日为下元节。
主管上、中、下三元的分别为天、地、人三官，天官喜乐，
故上元节要燃灯。

元宵节的节期和节俗活动，是随历史的发展而延长、扩展的，
一直没有停息。就节期长短而言，汉代才一天，到唐代已为
三天，宋代则长达五天，明代更是自初八点灯，一直到正月
十七的夜里才落灯，整整十天。与春节相接，白昼为市，热
闹非凡，夜间燃灯，蔚为壮观。特别是那精巧、多彩的灯火，
更使其成为春节期间娱乐活动的高潮。至清代，又增加了舞
龙、舞狮、跑旱船、踩高跷、扭秧歌等“百戏”内容，只是
节期缩短为四到五天。

（二）

1、吃元宵

2、赏花灯

3、猜灯谜

4、走百病

5、迎紫姑

6、舞狮子

7、踩高跷



8、逐鼠

（三）

1、《上元夜》

（唐）崔液

玉漏铜壶且莫催，铁关金锁彻夜开；

谁家见月能闲坐，何处闻灯不看来。

2、《十五夜观灯》

（唐）卢照邻

锦里开芳宴，兰红艳早年。

缛彩遥分地，繁光远缀天。

接汉疑星落，依楼似月悬。

别有千金笑，来映九枝前。

3、《正月十五夜灯》

（唐）张祜

千门开锁万灯明，正月中旬动地京。

三百内人连袖舞，一进天上着词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