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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武安市灯谜一条街活动

武安市图书馆的灯谜一条街活动已连续举办了十届，灯谜活动得到了武安市委、市政府

的大力支持，将灯谜一条街活动确定为武安春节期间十大文化活动之一。活动期间武安市委

宣传部协调西岭湖公园管理处、电力部门配合图书馆做好灯谜用电及活动现场秩序的维护工

作。目前灯谜活动逐步规范化，规模越办越大，影响也越来越广，每年的元宵节，灯谜一条

街吸引着成千上万的市民，人们逛公园、看灯展、猜灯谜、品谜趣、其乐无穷。灯谜一条街

活动已成为武安市民春节期间的一道不可或缺的文化大餐，也成为元宵佳节一道靓丽的风景。

灯谜活动为武安市打造灯谜之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且带动了武安市灯谜活动的开展，

2008 年，“武安市民俗谜会一条街”活动在中央电视台 1套《新闻联播》、2套《第 1时间》

及河北新闻频道播出，2009 年“武安灯谜”被确定为邯郸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灯谜一条街

活动将继续开展下去，为“武安灯谜”申报省及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做好基础性工作。

（一）灯谜活动的缘起与发展

灯谜活动在武安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和深厚的群众基础，晚清时武安就有元宵佳节猜灯

谜的习俗，民国初年即已盛行，形式多为名门巨贾出资，请名儒雅士之熟谙此道者主持，悬

灯猜射；兴盛时期，武安城猜灯谜场所不下二十余处，1938 年—1945 年抗战期间，灯谜活

动一度停办。1950 年—1958 年元宵节期间，灯谜活动再度兴盛，活动由街道或生产队主办，

如东关街、北关街、南关街谜会办得比较红火；也有个人出资办的谜会。1962 年—1965 年

元宵节期间，武安各街道、图书馆都曾先后举办过灯谜猜射活动。1976 年灯谜活动兴盛，

图书馆及武安城内的六个街道也都相继举办元宵灯谜会猜。

1990 年版《武安县志》上记述有：“谜语，雅俗共赏，在民间流传甚广。昔时武安城内

的有钱人家，每逢春节和元宵，于门外挂上个灯笼，贴上几条谜语，名之曰：灯虎。有射中

者，给点糖果之类以示褒奖，这不过是有钱人家取乐的方式罢了。至于普通百姓，多几人相

聚，随说随猜，其乐也融融......元宵节期间（农历正月 12 日至 16 日夜）人山人海，盛况

空前。好者乐在其中，常自制谜条，供人猜射。”
①

上世纪八十年代，武安谜事兴盛，春节期间各街道争相举办谜会，武安图书馆亦在馆内

开展谜语竞猜活动。后因建设新馆，灯谜活动一度停办。1994 年，武安图书馆增设少儿阅

览室，为吸引更多的小读者走进图书馆，于次年元宵佳节，再开虎坛，在少儿阅览室举办 “少

儿灯谜竞猜”活动；灯谜活动发展到 2000 年，参加竞猜的人逐年增多，于是把活动场地定

在图书馆大厅举行，参加竞猜的对象也不再局限于少儿读者，而是面向全馆读者。自此，灯

谜活动逐步走向规范化，规模越办越大，影响也越来越广，逐渐引起了市相关领导的关注。

2006 年，市委、市政府决定将谜语活动确定为春节期间十大文化活动之一，当年在西岭湖

公园东街举办了“首届武安市民俗谜会一条街”活动，至今，已连续举办了十届灯谜一条街

活动。灯谜一条街活动丰富了武安市市民春节期节的文化活动，成为市民春节期间的一道不

可或缺的文化大餐。

（二）灯谜活动的开展

图书馆是人们学习、休闲和增长知识的场所，武安市图书馆每年举办各种展览、知识竞

赛、读书征文、灯谜竞猜等活动，丰富市民的文化生活。尤其是灯谜活动的开展，深受全市

广大群众的喜爱，目前已连续举办灯谜一条街活动十年，成为武安春节期间文化活动的一道

①
李拴庆.武安县志[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1990：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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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每年的元宵节，灯谜一条街吸引着成千上万的市民前来猜射。2008 年，“武安市民

俗谜会一条街”活动在中央电视台 1 套《新闻联播》、2 套《第 1 时间》及河北新闻频道播

出，使武安市的灯谜活动的宣传达到了高潮，也激励着图书馆的灯谜活动更好的开展下去。

1. 日常灯谜活动以周末谜苑为点，普及灯谜知识

为了进一步扩大图书馆的影响，提升服务品位，把灯谜活动办成图书馆的品牌活动，2005

年，图书馆与灯谜协会合作，在图书馆大厅开办“周末谜苑”栏目，也就是每周末在图书馆

大厅展出谜板，供灯谜爱好者猜射。同时向灯谜爱好者传授猜射技法，讲解灯谜知识，如什

么是卷帘格，什么是秋千格，印章谜猜射时带上“章”或“印”“玉”等等，提高灯谜爱好

者的猜射兴趣。六一，专为少儿读者开辟“儿童谜苑”。“周末谜苑”为灯谜爱好者营造了

一个灯谜乐园，“周末到图书馆猜谜去”，成为谜友们津津乐道的事情，他们互相切磋、探

讨灯谜技艺，欣赏佳谜趣作，畅游在谜海中，领悟着谜中玄机，享受着猜谜的乐趣。“周末

谜苑”在 2014 年改为周期性灯谜讲座，讲解灯谜知识，现场猜射灯谜，活动效果明显，具

有针对性，培养了一批固定灯谜爱好者。

2. 灯谜一条街活动渐成靓点，活跃了市民的节日文化生活

气势宏大的灯谜一条街活动在西岭湖公园东街举行，道路两旁红灯高挂，彩幅高悬，几

百块专制的灯谜展牌悬挂在道路两旁，真可谓“三千年古城新姿美，五百步长街谜花红”；

西岭湖公园东街南北长 500 米，这就是灯谜一条街活动的场地，在路的两端各有 8 米长的拱

门矗立，上写“武安市民俗谜会一条街”，中间用标语、彩条装点，一条街的正中西侧有一

个拱门和两个立柱，将整个谜会分为三部分：专题灯谜、谜王、大众展猜。整个谜会现场彩

旗飘扬，游人如织，谜版下面汇集着猜射的人，人们时而观谜，时而互相探讨、时而用手机

查询相关内容，个个都精神抖擞，挽弓待射，其乐融融。

3. 专题灯谜突出专题，与时事及地方特色相结合

专题灯谜在谜灯活动场地的中间部分，以两块大的谜版展示出来，色彩艳丽，是一条街

活动形式最新颖、最有特色、也最吸引人的版块，专题灯谜的题材广泛，内容丰富，每年结

合国家大事突出一些专题灯谜版块，如 2008 年推出以“雪灾”“迎奥运”为主题的两个版

块；2009 年推出“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版块；2014 年的专题谜以“大气污染治理”“谜话

武安平调落子”为主题；2015 年推出“武安文化我最爱”和“廉政清风专题”为主题的灯

谜展猜。每年的专题灯谜版块也是灯谜爱好者最感兴趣的谜块，猜者汇集于此，搜索专题新

名词进行猜射，如 2015 年的廉政展猜里的“举头三尺有神明”（打电视规格），谜底是高

清；每一个灯谜的猜射都有一个典故或寓意，猜者都觉得特别有意思。

另一个版块“谜王”也在中间部分，即立柱、拱门上的对联就是谜面，称为“谜王”，

这是专为猜谜高手准备的。

4. 灯谜一条街的擂台赛，射虎高手云集于此

为了使灯谜活动更具特色，图书馆灯谜一条街活动所用灯谜，大多是自创或通过网络向

全国各地及每外谜人、谜家征集、筛选而来的，每条谜作都是原创精品，然后再通过评比，

选出优秀佳作，在灯谜擂台赛上向获奖者颁发证书。为活跃气氛，擂台赛现场出谜，由灯谜

爱好者在规定的时间内说出谜底。为了扩大擂台赛的影响，邀请武安本地的制谜、猜谜高手

及省市谜协专家参加，如 2013 年邀请到河北省谜协副主席郝汉涛老师、邯郸谜协主席刘英

魁老师参加。每年的擂台赛都确定一个主题，提前 3-4 月开始准备，向全国各地的谜家征稿，

如：2007 年征集谜作主题是“银华杯”；2010 年举办了“读书杯”灯谜征稿赛,以图书馆的

藏书目录为谜底，征稿活动受到全国各地乃至海内外谜友的广泛关注，共收到 223 位谜友的

来稿 6800 余则，有新加坡、马来西亚等海外侨胞，有北京、天津、上海、内蒙等 20 多个省

80 多个城市谜友的谜作；2014 年举办“健身杯”全国灯谜创作赛共收到谜作 1000 余条。

5. 灯谜形式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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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谜活动每年在专题谜版块推出新的灯谜形式，如照片谜、手机短信谜、印章谜、对联

谜、漫画谜、笑话谜等形式，第十届灯谜活动又充分利用智能手机的扫描功能，以图书馆馆

藏书目、图书馆专用名词、武安文化等为谜底，猜者用手机扫描二维码可看到书目等相关方

面的谜材，了解灯谜盛况。如书目谜：谜面是“围棋讲座”，谜底是图书《黑白道》；“两

次御批得状元”，谜底是《重点高中》；“张丽”，谜底是《看上去很美》；“御撰”（书

目，卷帘格），谜底是《文成公主》；“大田会战”谜底是《奋斗》；这些谜底在扫描二维

码后都可以在谜材里找到。多样的灯谜形式丰富了猜者的思想，开阔了猜者的视野，提高了

猜者的兴趣，增长了猜者的知识，加深了猜者对灯谜的影响。

6. 文企联姻，丰富灯谜活动内涵

吸引企业参与到灯谜活动中来，吸收进有意于文化事业的企业单位参与，也是对企业进

行间接的宣传。2007 年第二届谜会一条街首次与银华商贸有限公司、武安之窗、西关街等

合作，举办专题灯谜赛， 连续举办了三届“‘银华杯’迎春武安专题灯谜大赛”，有征联、

试卷答题、与虎谋皮等方式，拉开灯谜一条街活动的序幕，并在春节后评出奖次，提高大家

的参与兴趣。2014 年与市委办网络文化监督管理中心、武安之窗、武安传媒、百度武安吧

联合举办了首届网络灯谜竞猜活动，活动以武安二次创业、大气环境治理、旅游等为主题的

灯谜竞猜，制作灯谜百余则，通过电子邮件答卷或书面答卷两种形式进行，共收到谜作 521

份，最终有 20 人获奖。联合举办谜会，一方面减轻了图书馆的经济负担，另一方面丰富了

谜会的内容。

7. 以活动促灯谜创作，以灯谜促活动开展，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灯谜一条街活动”为灯谜创作者提供了一个作品展示的平台，有时在灯谜活动上还为

某谜人开辟一个版块展示其作品，提高了谜人创作的积极性，不断有新的形式、内容的谜作

推出；谜作的不断更新，促进了灯谜活动的开展，使灯谜活动更臻完美。

（三）灯谜活动的收获

1. 灯谜活动的开展，丰富了图书馆地方文献的收藏

灯谜一条街活动为灯谜爱好者互相学习、切磋、交流提供了一个展示的平台。每

年在谜会结束后，灯谜协会就着手把灯谜活动所用灯谜及灯谜知识整理成册出版——

书名是《雅风》，至 2015 年 5 月已出版灯谜专刊 10 期，赠送给谜友，并入藏图书馆

书库。自 1995 年图书馆举办灯谜活动以来，每年都注重购进一部分灯谜图书，特别

是收藏武安谜人写的谜书，充实地方文献馆藏。

2. 灯谜活动的开展，扩大了图书馆影响

每年出版的灯谜专刊向全国的谜友赠送，且开展征谜活动，各地的谜友通过书信或网络

的形式向图书馆发送他们的最新谜作，灯谜活动为全国的谜友提供了展示谜艺的平台。图书

馆专门开设“陈列室”，展出武安市名家书画、摄影作品，地方文献及各种展览等，并且经

常举办一些专题性展览，如灯谜展、诗词楹联展等，展出灯谜佳作，使制谜与猜谜者实施互

动，共同研讨、欣赏，展览向全市市民开放，扩大图书馆影响。

3. 灯谜活动的开展，拓宽了图书馆的服务领域

灯谜涵盖了天文、地理、科学、文学、艺术等多方面的知识，正如武安一谜家所说：“欲

破一谜底，当读百科书”。灯谜虽小，但其中却包含有丰富的寓意，要破灯谜，须博览群书，

因此到图书馆读书的人日益增多，并带动周围的人参与进来。谜会的开展，增强了公众对图

书馆的认识，使更多的人了解图书馆，走进图书馆，利用图书馆。图书馆也相应地改进了服

务方式，提高了服务能力，尽力满足读者的阅读需求。灯谜活动营造了良好的读书氛围，图

书馆为市民提供了良好的阅读环境，灯谜活动增强了图书馆的服务辐射能力，扩大了服务的

覆盖面，不仅使图书馆的读者感受到服务，同进也使未到图书馆的人感受到图书馆对他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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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谜会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般滋润着市民的心灵，让先进文化占领广大市民的思想阵地。

灯谜活动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武安，建设学习型武安，提高武安文化、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

推动作用。

4. 灯谜活动的开展，拓展了图书馆的社会教育职能

灯谜集知识性、趣味性、艺术性于一体，灯谜活动的开展，活跃了群众的文化生活，发

挥了图书馆的社会教育职能。灯谜形式虽小，但内容丰富，知识面宽，且寓教于谜，使人开

阔视野，增长知识。如“先天不足须努力，后天有余武艺强”（影目），谜底是“功夫”，

让人壮怀励志；谜底“瑜亮同世公瑾叹”（计生用语），“只生一个好”，此谜结合国家政

策提倡优生少生，只生一个好。“移风易俗，婚事新办”（《西厢记》句三），谜底“不请

街坊、不会诸亲、不受人情”，用灯谜作载体，体现婚事新办；廉政专题，“不畏人知畏己

知（解放军将领）”，谜底“叶正明”，通过清朝叶存仁居官三十年拒礼不收的典故来对应

这一则灯谜。“清除贪腐要重视（电器）”，谜底是“净化器”。等等都在灯谜中体现出教

育作用，在休闲活动中提高公民的思想意识。

5. 灯谜活动的开展，为打造灯谜之乡打下基础

图书馆灯谜活动的开展带动了武安市灯谜活动的发展，1995 年图书馆举办灯谜活动之

初，正是武安市灯谜活动的低迷状态，经过几年的努力，灯谜活动的规模逐渐扩大，带动了

武安市灯谜活动发展壮大，近几年，随着文化环境的大发展，象新世纪广场、西关街、土特

产门市等的谜会逐渐发展起来，农村也有越来越多的村举办元宵谜会。随着武安市灯谜活动

的壮大，不断有外省、外市的灯谜爱好者到武安市观展，与武安市谜家进行交流、切磋，提

高技艺，为武安市申报灯谜之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2009 年，“武安灯谜”被确定为“邯

郸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前正在申报“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武安市灯谜一条街活动弘扬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丰富了市民的节日文化，陶冶

了人们高尚的情操，提高了图书馆的社会价值，增强了图书馆的服务意识。灯谜一条街活动

将会越办越好，同时为了扩大影响，我们将利用图书馆网站，展出灯谜作品、讲解灯谜的猜

射方法及谜格知识，使灯谜一条街成为品牌活动。灯谜这颗文化殿堂中的璀灿明珠，将会在

古城武安越来越绚丽多姿。

（霍春霞）

武安市图书馆简介

武安市图书馆始建于 1956 年，于 1989 年迁至现馆，面积为 2000 平方米，现有藏书 15

万册；馆内设有服务台、借书处、综合阅览室、少儿阅览室、过刊阅览室、古籍阅览室、政

府信息室、资源共享武安支中心等 8个服务窗口；为读者提供书刊借阅、视听欣赏、名家讲

座、网上检索、参考咨询等服务项目；馆内图书编目、流通、书目检索实现自动化管理；基

本服务项目实行免费开放。

武安市图书馆坚持“读者第一，服务至上”的服务宗旨，节假日、双休日不闭馆。实行

“一卡通”借阅方式。馆内配备电子读报平台，平台中含电子报、电子图书、艺术博物馆和

少儿读物。

武安市图书馆开展延时服务、跟踪服务、信息咨询、资料代查、预约借书等服务方式；

组织开展灯谜一条街、燕赵少年读书系列活动、“真人图书”借阅、读书征文、诗歌诵读、

知识竞赛、书画展等形式多样的读书活动；同时，为基层图书室培训图书管理人员，坚持“三

下乡”服务，积极参与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建设。

武安市图书馆始终重视读者服务及图书保护工作，多次被省、市文化部门授予“文明图

书馆”“先进集体”“全省公共图书馆规范服务达标示范馆”等称号，2014 年被确定为“河

北省古籍重点保护单位”。连续四次被文化部命名为“一级图书馆”，连续三次被评为“河北

省服务质量奖”窗口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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