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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绽放在鸟巢上空的迎客松
烟花，让烟花这一传统产品再次惊艳世人。今年春节，
烟花火爆出圈，市场供不应求。记者了解到，到元宵节
这天，市场已无多少存货可卖，今晚能放上烟花的，如
果不是靠前期的实力囤积，那绝对就是运气爆棚了。

燃放烟花与春节告别，市民纷纷为
元宵节备货

用跳远方式玩甩炮，将烟花摆出不同造型限时点
燃抢速度，组队玩加特林……虽然年已接近尾声，每
到晚上，燃放烟花仍旧是小区里最频繁的娱乐活动。
每天光顾烟花临时售卖点，成为不少孩子过年期间固
定的活动。

“闻到那烟火的味道就知道，年还在。”今年已 30
岁的市民洛女士说。

在她的印象里，小时候的年味，等同于烟花鞭炮
的烟火味。烟火味消散，也就意味着年已过完，人们逐
渐要投入到紧张的日常工作中去了。在元宵节这天放
烟花，也成为不少注重仪式感的人的必选项。

李先生在年前就采购了 3 大箱 10 余个品种的烟
花，这几日，他叮嘱家人省着点放，还特意留了 6支加
特林，放在元宵节这天燃放。

“放了元宵节的烟花，就正式开启新一年的奋斗
了，当然要有点仪式感。”他说。

今年，城市小烟花推出不少网红产品，在娱乐性
和互动性上做足了功夫。烟花消费高潮从年初持续到
现在。

昨日，记者在烟花临时售卖点看到，采购烟花的
人们络绎不绝，掀起了最后一波销售高潮。

卖到脱销，有临时售卖点提早关门
14日，市民谢女士兴致勃勃地带着儿子前往烟花

鞭炮销售临时点采购烟花，为 15 日的元宵节做准备。
然而，连跑两个售卖点，都吃了闭门羹。

14 日上午，记者走访几家安全仓发现，部分确实
处于关闭状态。仍在开门的售卖点产品存量也不多，
不少仅靠着几支加特林撑着门面，其余都是些玩具类
的尾货产品，能买什么，全靠运气。

王先生想要采购前几日燃放过的摩天轮烟花，被
告知想要玩要等明年了。

按照政策，分布株洲城区的 40个安全仓，营业时
间到 15日晚结束，也就是说，过了今晚，株洲中心城区
恢复禁燃状态。烟花销售企业，为何还不抓紧卖货呢？

传奇烟花株洲分公司经理傅建恒表示，今年，公
司分布全市的 23个运营点年前本已备货充足，没想到
城市小烟花销售远远超出预期。各销售点从大年初三
开始补货到现在，目前，公司库存已基本消耗完毕。然
而，现在大部分工厂都尚未正式开工，部分运营点不
得不提早收工。

据他介绍，今年，适合城市燃放的小烟花迎来爆
发期，小烟花销量占到其公司的 70%左右。今后，城市
小烟花将是整个行业转型的方向。

采买烟花靠运气

与邻居相约玩烟花，成为小孩们的元宵节主要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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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吃有玩人气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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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元宵节最受宠的商品，当然非元宵
莫属。小小汤圆在近两天迎来了一年里的
销售高峰。

2 月 11 日，记者在市区各大商超看
到，冰柜里的汤圆以“绝对主角”之势

登场，提前开打汤圆“促销战”。三
全、思念、湾仔等 10余种品牌的汤

圆将冰柜堆得满满当当，价格
从 5.9元/斤到 20多元一斤不

等。不少超市都在开展满
立减、免费试吃等系

列促销活动，顾客
络绎不绝。

记 者
走进株

洲

天虹超市，刚进入门口就看到三个应节日
摆起来的元宵促销摊，冰柜上面贴着“虎
年大吉”“新年汤圆品类聚惠”等广告，一
旁的促销人员正忙着将汤圆摆放整齐，把
一袋袋汤圆放入冰柜。“汤圆的促销活动
早就开始了，这几天买的人很多，尤其 2
月 13日，‘三全’品牌的汤圆销售量达到了
200多份。”天虹超市大客户经理刘明向记
者介绍。

“过年过节图的就是一个气氛，汤圆
是一定要吃的，趁机也打算多买点平时
吃。”当天，在天元区步步高超市汇金店，
市民李女士在超市冰柜前转了一圈，选购
了黑芝麻汤圆、大黄米汤圆。

“元宵节日促销力度大，原价 9.9 元/
斤的大黄米汤圆现在只需 6.9元/斤，很多
消费者们趁着过节买了很多。”该超市行
政经理龙雯介绍。

相比品牌包装好的速冻汤圆，有的商
超还现场提供手工元宵。

在株百天元超市手工制作汤圆销售
区，摆着一个巨大的自制汤圆的锅和滚

筒，可根据顾客的口味需要，搓出各种各样新
鲜汤圆，有凤梨味、莲蓉味、玫瑰味、豆沙味的。

“卖得最好的是黑芝麻味，其次是桂花味和花
生味，一斤价格是 14.45元，相比于速冻汤圆，
口感更细腻，更新鲜。”销售人员表示，光手
工汤圆一天就能销售近千斤，销售额超万
元。

记者通过走访了解到，无论是现
场手工汤圆还是包装好的速冻汤圆，
今年各大超市的汤圆价格和往年
相比整体平稳，中老年人群体
普遍喜欢买黑芝麻、花生等
经典口味的汤圆，受年轻
人和小朋友们欢迎的
则是包装新颖、卖
相好看的水果
味汤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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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的元宵佳节，大家脑
海中蹦出的关键词可能都是吃汤圆、

看花灯这些传统项目。现在，尤其注重
仪式感的年轻人又会怎样来过传统节日？
我们找到了几位“95后”和“00后”，看看

同样的关键词，他们是如何用自己的
方式赋予传统节日“仪式感”。

“95后”也讲究“传统”
虎年元宵佳节将至，作

为春节后的第一
个节日，人

们都开
始

忙
忙

碌 碌
为 团 圆

准 备 着 ，
家住石峰区

的“95 后”姑娘
张沁也不例外。
1999年出生的她

骨子里却很“传统”，和往
年一样，每年元宵节她都会早

早地和亲戚长辈们约好一起吃团
圆饭。

“从下午场开始，哥哥嫂嫂就会叫上全家
人一起去唱歌，点一些喜庆的歌曲，大家尽情
K歌，整个氛围温馨和谐，既增进了彼此感情，

又表达着我们对传统节日的庆祝，很有意义。
唱完歌后，大家再一起去饭店聚餐，每年元宵
节菜品里都会点一道鱼，预示着今年‘年年有
余’。吃完晚饭后，我会随着长辈们一起回家
品尝新鲜汤圆。”张沁告诉记者，最后的精彩
活动就是一家人躺在沙发上，看着湖南卫视
的《元宵喜乐会》，在一阵又一阵的欢声笑语
中结束美好的元宵节。

在安徽师范大学学习的她，去年夏天毕
业，也许是常年求学在外的缘故，让她格外珍
惜和在意每一次团圆的节日，她很享受节日
带来的融洽美好的家庭氛围。

在她看来，春节也好，元宵也罢，抑或是
中秋、重阳，从古至今，贯穿这些传统节日始
终的一直是浓浓的人伦情义。夫妻恩爱、亲慈
子孝、感恩长辈、关爱晚辈，这些价值观都是
传统节日的仪式化行为中应该体现的东西。

传统节日的“现代过法”
传承元宵节庆祝“传统”的还有“00后”小

伙易子龙，他把元宵节过成了“情人节”。
事实上，元宵节是情人节，这一点是有依

据的。在古代，年轻女子，尤其大家闺秀，几乎
都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但因元宵节的传统，人
人都会外出赏花灯。元宵节夜晚赏灯，为年轻
人们提供了寻找伴侣的契机。另外，猜灯谜也
让年轻人彼此互动，进一步地了解对方。几千
年来，元宵佳节上演了不少爱情故事，因此，把
元宵节视为中国古代人的“情人节”名副其实。

家住云龙示范区的易子龙已经连续两年
和女朋友去株洲方特欢乐世界庆祝元宵节。

“只要在株洲，每个重要的节日，我都会带着
女朋友去方特欢乐世界庆祝，今年的元宵节
也不例外。”易子龙记得，去年的元宵节当天
傍晚时分，方特欢乐世界游乐场里挂满了五
彩缤纷的谜条，他和女朋友两个不断拆解其
中字谜、人物谜、诗词谜。之后，他们一起去放
河灯，一起看璀璨的烟花，在欢乐热闹的氛围
中度过。

游乐场里的活动总是丰富多彩，除了有
“传统节日游戏”，还有现代年轻人喜欢的趣味
比赛。去年，他就参加了元宵大胃王的活动比
赛，和参赛的朋友们比谁能吃得更多，获得的小
礼品，就送给女朋友，这让他感到满足和开心。

当然，也有年轻人的过节方式更潮。
“就像猜元宵灯谜的升级版，我和朋友们

去玩‘密室逃脱’。”1999年出生的吴皓喜欢和
自己最好的伙伴们一起庆祝元宵节，节日当
天他们去玩“密室大逃脱”，在一场场默契的
配合和细节推理中，巧妙地解锁各种机关，迎
来最终的胜利。整个过程惊险刺激、好笑好
玩，小伙伴们的友情也更加深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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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4 日，十里和搭档清绾忙
着制作花灯，挑选汉服，准备元宵节
晚上的活动。

近年来，随着国学热和国潮风
的升温，现代年轻人对传统中式美
开始重新审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被汉服文化圈粉，汉服、摄影等衍生
产业也迅速蹿红。

汉服体验以年轻女生居多
轻柔典雅的齐胸襦裙，广袖飘

逸的曲裾深衣……在王府井知鸢汉
服体验馆，90 后十里穿一袭汉服，
正全神贯注制作花灯、头饰，让人恍
然如穿越到古代。

每个女生都有一个公主梦。“小
时候因为看古装剧，喜欢美美的古
装。”长大后，十里开始钻研汉服，研
究有关汉服的书籍及资料图片，从
网上购买汉服。

穿汉服，不仅给生活增添了仪式
感，也让十里找到了志同道合的朋友。

去年 5 月，十里和汉服爱好者
清绾开了这家汉服体验馆。在体验
馆，汉服爱好者可以穿汉服自拍、租
赁汉服举办活动，还可以了解汉服
文化等。

汉服爱好者王伊诺准备拍一套
汉服写真，来迎接元宵节。她梳起双
环垂髻，点上菱形的花钿，顿时觉得
自己就是美美的小仙女。

“来挑选汉服的顾客以 90 后、

00后女生居多，也不乏一些男生来
尝鲜。”十里告诉记者，还有些年轻
顾客带着爸妈来拍全家福，让一些
老年人也喜欢上汉服。

汉服，其实是一种泛指，指的是
中国汉族的传统民族服饰。让十里
欣慰的是，以前穿汉服走在街上回
头率很高，也遭受过嘲笑非议，而现
在，穿汉服走在街头不再是新鲜风
景，经常会被人夸漂亮，还有人主动
请她讲汉服的文化和内涵。

价格从几十元到几千元不等
来店体验汉服的顾客，十里还

会配合不一样的妆容。
“任何一套汉服，它都代表着一

个年代，有时代的印记，与其搭配的
妆容也会有所不一样。”十里介绍，

“我们会根据顾客的个人特点和气
质，选取合适的服饰以及场景，拍出
古色古香的照片。”

闲暇时间，十里痴迷于手工制
作，包括凤冠、发钗、花灯等。“因为
是纯手工制作，一顶凤冠需要大半
个月才能完工。”十里介绍，随着汉
服的兴起，越来越多人结婚时选择
汉婚仪式，凤冠霞帔取代了西式婚
纱，所以越来越多的婚庆公司、走秀
公司都成为她们的客户。

记者了解到，目前株洲这类古
风摄影约拍已越来越多，从汉服、旗
袍到民国风，一般的自拍馆只要几
十元，而影楼、工作室的摄影套餐价
格从几百元到几千元都有。

元宵喜乐会
风景看哪边
东风夜放花千树。

更吹落、星如雨。
众里寻他千百度。

蓦然回首，那人却在，
灯火阑珊处。

农历正月十五是
元宵节，又称上元节、
灯节。古诗词里的元宵
佳节情意缠绵。在古
代，只有元宵节这天，
各家的小姐才允许结
伴上街看灯赏玩，因
此，这一天也成了年轻
男女邂逅有情人的美
好日子，这一天也成了
中国最古老的情人节。

今年，西方情人节
和中国传统“情人节”
对对碰，这一届爱好国
潮的年轻人，正在用实
际行动，实力展现着对
中国传统节日的支持
和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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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很巧，西方情人节和中国元宵节前后
脚到。往年，商家针对西方情人节的活动热热闹
闹，在传统节日却相对单调，坊间也有不少人曾
诟病商家“对中国传统节日不重视”。

这一次，我们特地对元宵经济展开了一次
面面观，发现了不少有趣的事情。

当代年轻人，对中国传统文化节日的热情
正在升高。不管是对传统节庆产品的消费也好，
还是汉服等新消费的抬升，无不展现着他们的
热爱和支持。

与此同时，商界的反应却快慢有别。今年，
城市烟花重新燃起了市民心中的节日烟火味，
大大火爆了一把，立即成为新的“时尚宠儿”，供
不应求。但我们走访市场也发现，针对节庆的特
色烟花产品仍然少有，研发、生产缺位。

同样的情况也存在于花灯界。节前我们走
访了南大门小商品市场，发现花灯市场萧条，新
产品寥寥。灯笼象征着“驱逐黑暗”，而花灯则象
征着人们对美的追求，赏花灯自古便是元宵佳节
的传统习俗。当人们的消费热情逐渐上升之时，
产品的诞生却远远没有赶上需求的进步。

元宵经济，还会继续火下去，也会被更多人
更加爱下去。

今年，株洲在沿天台路至中心广场打造了
一条温馨的新年“福”街，造型别致、颜色亮丽的

“福”字映射在街道路面，让赏灯成了一场“意外
相遇”的城市美好，不少市民兴奋地跳脚，纷纷
与各色“福”字合影留念。

再看看“时尚前沿”的长沙。湖南省博物馆邀
请大家去欣赏 3盏精致独特的“青铜灯”；长沙世
界之窗上演热闹的上元灯会，百人唐潮华服秀、大

唐
婚
礼等
每 天
数 十 场
的唐宫演
绎，让游客
梦回唐朝；长
沙 石 燕 湖 的 新
春夜游活动准备了
万国灯笼展，以超大
规模的灯笼长廊、目不暇
接的特色表演，与游客展开
一场千年国风之约……

可以看到的是，传统仍在，但形
式在变。事实上，从古至今，传统节庆的内涵
和形式从未停止过延伸和扩展。而当今，融入了时
代特色，找准了当代人对节庆的新需求，就能抓住

“流量密码”。

商超元宵
正热卖

经观杂谈

“流量密码”在风潮变换中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记者/高晓燕

穿上汉服感受“时空穿越”

市 民 体
验汉服自拍。

受访者供图

年轻人如何过传统元宵佳节——

换种方式诠释“仪式感”

易 子 龙
和 女 朋 友 喜
欢 去 游 乐 园
庆祝节日。
受访者/供图

株 百 天 元
超 市 里 的 手 工
汤圆专卖区。

市民在株洲万达广场的灯笼展点用玩偶拍照。 企业供图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记者/高晓燕

“正月十五闹元宵”。按老黄
历说，元宵节结束，上一年才真正
的被“请”走了。因此，作为春节后
的最后一个重要节日，元宵节热
闹不减，人气更旺。

逛商场体味火红“年味”
抓住现代人的关注热点，就

能引爆大家的逛逛逛热情。株洲
的商超，明显已经找到了“流量密
码”。

2 月 15 日当天，在株洲万达
广场，只要找到灯笼展的位置，成
为株洲万达广场的会员，就能参
与猜灯谜活动。随机抽取一张灯
谜，10 秒内猜出正确答案即可获
赠电影票一张。“我们准备了 100
份灯谜，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株
洲万达广场运营方负责人表示。

如果市民来到株洲万达广
场，还可参与千灯万福 DIY 灯笼
的快闪活动。只要现场关注株洲
万达广场抖音号，就可以限时参
与虎年灯笼手工制作活动，每天
四场，每场邀请八组家庭参与。

可逛更可玩。2月 15日当天，
在株洲万达广场，还有少儿乐器
演奏会、国潮星秀场等欢乐闹元
宵系列活动，晚上 5 点在广场前
坪还有舞狮表演。

天虹超市则准备了免费的汤
圆派发活动。当天，只要市民到店
并开通会员，就能收获一份象征
着圆圆满满的美味汤圆。不仅如
此，天虹超市还联合泰园社区，组
织了志愿者以及部分顾客，在超
市举办“冰墩墩”汤圆手工 DIY的
现场活动，市民不仅可以现场参

与，还可以领取可爱的“冰
墩墩”汤圆。

瞄准年轻人的潮玩爱好，王
府井百货在元宵节当天晚间安排
了汉服巡游活动，届时，身着软糯
汉服的工作人员，会不定时在店
内“闪现”，与市民不期而遇。同
时，市民也可以在店内“灯谜小
屋”参与猜灯谜活动，领取红包、
帽子等小礼品。

聚亲朋感受热络亲情
元宵节也是团圆夜。一家人，

就是要热热闹闹在一起。
2 月 14 日，市内餐饮店已经

感受到了市民的蜂拥而来的就餐
热情。“2月 15日中午、晚上，所有
门店的包厢已经全部订完了。”彭
厨餐饮相关负责人表示，考虑到
疫情等因素影响，本来以为今年
元宵节的餐饮情况会较往年冷
清，因此，店内都没来得及准备猜
灯谜等小游戏，没想到餐饮预订
爆满，一座难求，让商家忙手脚不
赢。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兄弟厨
房。去年一年，兄弟厨房在市内再
次扩店，将原本的 16 家门店扩展
至 20 家，截至 14 日中午，元宵节
当天的可订位置均已预定完毕。

“都是家庭聚餐，所以我们也为就
餐食客准备了纯手工制作的汤
圆。”兄弟厨房运营负责人表示。

从节前开始一直火到现在的
预制菜，也没有缺位。“通过我们
的会员 App 或者公众号，可以线
上购买，线下可以在各门店现场
购买。”兄弟厨房运营负责人表
示，充分考虑到湖南人的口味爱
好，目前兄弟厨房已经开发了 16
种不同的预制菜，深受市民欢迎，
从 1 月 15 日至今，兄弟厨房预制
菜已经达到了 150万元的
销售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