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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日，是正月十五元宵节。元宵节
是新春佳节后的第一个传统民间节日，而
历史上我国人民把元宵节称“上元节”。

据有关史料记载，正月十五这天，全国
各地除观花灯、扭秧歌、跑旱船、踩高跷以
外，还要吃一种用糯米做成的带馅的圆形
食物，或煮、或炸、或蒸。最早人们把这种
食物叫“浮圆子”，后来又叫“汤团”、“汤圆”
或“元宵”，因而这天也就成了“元宵节”。
南北朝时梁代宗懔所著《荆楚岁时记》中就
有“正月十五作豆糜加油膏”及“正月半宜
作白粥泛膏”的记载，这种“豆糜加油膏”以
及“白粥泛膏”，自然是元宵的前身。五代
时期王仁裕所著的《开元天宝遗事》中也记
载：唐明皇时期，每逢正月十五这天，家家
户户都“造面茧食焦饼”；唐代文学家段成
式所著的《酉阳杂俎》中则明确记载了唐代
元宵节民间“食汤丸”的情景。这里的“面
茧焦饼”以及“汤丸”就是现在的元宵，以至
于今日在我国仍有不少地区把元宵称作

“汤丸”。
到了宋代，这种“汤丸”有了进一步发

展。吕原明所著《岁时杂记》中记载，每到
上元佳节，人们“煮糯为丸，糖为内，谓之圆
子”；周密所著《武林旧事》一书也有“节食
所尚，则乳糖圆子，澄沙团子……一般糖之
类”的记载，可见当时的元宵馅已经是多种
多样了。而《岁时杂记》中还生动地记述了
上元节前后街头巷尾出售元宵的情景：“每
以竹架子出青伞，缀满梅红镂金小灯球。
竹架前后，亦设灯笼，敲敲应拍……谓之打
旋锣，街巷处处有之”。南宋自号平园老叟
的诗人周必大还写下了《元宵煮浮团子》的
诗词：“今夕知何夕？团圆事事向。汤官循
旧味，灶婢诧新功。星灿乌云里，珠浮浊水
中。岁时编杂咏，附此说家风。”这就生动
逼真地再现了白色的元宵在浑浊的汤水中
煮沸翻滚的情景。

到了明代，元宵作为正月十五的必备

食品已十分普遍，制作也更加考究和精
致。清代高士奇所著《明宫史》中说元宵的
做法是“用糯米细面，内用核桃仁”，并记载
说从正月初九起，北京人就开始吃元宵
了。在清代，北京已出现了制作元宵的“专
业户”，其中一户马姓人家做的元宵颇受欢
迎，诗人孔尚任曾为此专门赋有一诗：“桂
花香馅裹胡桃，江米如珠井水淘；且说马家
滴粉好，试风灯里卖元宵。”

元宵节吃元宵，有团圆、甜蜜之寓意，
人们也以此来欢庆团圆或怀念离别的亲
人。1898 年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签订
后，一位诗人就在元宵之夜写下了《元宵元
月》一诗：“满城灯市荡春烟，宝月沉沉隔海
天；看到六鳌仙有泪，神山沉没已三年”。

“三年此夕月无光，明月多应在故乡；俗向
海天寻月去，五更飞梦渡鲲洋”。诗人在诗
中描绘了内地元宵节的盛景，抒发了《马关
条约》签订后对宝岛台湾沦陷异邦的思念
之情。

到了民国初年，窃国大盗袁世凯当上
了洪宪皇帝之后，因“元宵”与“袁消”同音，
因而听到“元宵”两字就心惊肉跳，于是于
1913 年元宵节前下令把“元宵”改称“汤
圆”。但他还是在人民的唾骂声中，只当了
83天的皇帝就一命呜呼了，留下的是有人
以此为题材所作的一首打油诗：“诗吟圆子
溯前朝，蒸化煮时水上飘；洪宪当年传禁
令，沿街不许喊元宵”。

现如今，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人们在制作元宵时，其用料更加考究。从
各式各样的速冻汤圆来看，有五仁的、枣
泥的、豆沙的、山楂的、三鲜的，也有各类
肉馅的。而人们吃元宵也早已不限于正
月十五这天了，只要想吃，随时都可以从
超市买回一饱口福。不过，正月十五这
天，一家人围坐一起，品味着自己精心挑
选的元宵，再小酌几杯红酒，恐怕都会有
另一番感受的。

过年那几天，月亮大概也放假了，可它
没有家人，只能和几颗要好的星星，或者
几片知心的云聚到一起过年。随着春节
过完元宵节临近，休假结束的月亮再一次
整装上岗，这是它在新年里第一次饱满圆
润地亮相，再一次以骄傲的姿态照亮夜
空，不仅让人们满怀欣喜，更对新一年充
满期待。

正月十五元宵节，月亮是当之无愧的
主角，为了应和它的光辉，人们制作了很多
美丽的花灯，在地上和月亮同明。而可人
的月亮，也深知人们的心思，懂得在这非比
寻常的夜晚怎样去明亮，懂得如何让人们
在节日里更快乐，因此，元宵夜的月亮也与
众不同，愈发显露出它的迷人之态。

如果细心去体会，元宵节的月亮是彩
色的，它经过精心打扮，炫目多姿，再也不
是往日里单调的白。那红红的月亮是属于
母亲的，看着回家过节的儿女，忙着满满一
桌的美味佳肴，母亲脸上便露出甜美的笑
容，这笑容映衬着仍然崭新的春联，映衬着
合家团聚的温馨，自然是令人欣慰不已的
红。而金黄色的月亮是父亲的，是辛勤一
年的收获，是家境平安的喜悦，圆圆的月亮
就像硕大的酒杯，斟满生活的香醇佳酿，让
全家人都沉醉在这迷人之夜。蓝色的月亮
属于男人，充满力量；紫色的月亮属于女
人，柔和芬芳；绿色的月亮属于孩子，就像
刚刚发芽的嫩叶，充满无尽的希望。每个

人眼中都有自己所喜爱的一个彩色的月
亮，这就是元宵节的月亮，预示着接下来生
活的多彩多姿。

如果用心去品味，元宵节的月亮有着
各种幸福的味道。甜甜的月亮属于亲人，
每个人在节日里都能享受到亲情爱意，很
多人在元宵节的夜晚都在享受团聚的温
馨，那是一种永远不会发腻的甜，那是一种
永远渴望的甜，那是亲人间浓得化不开的
情感，是时时刻刻驻守心头的牵挂与思
念。香香的月亮属于故乡，不管是出门打
拼的游子，还是外出求学的学子，只要远离
故乡，就能在元宵节的月亮里闻到家乡的
香味。元宵节的月亮，犹如一朵最美丽的
花，盛开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那沁人心脾
的清香，永远系着每个人思念家乡的神经，
永远导引着人们牵挂家乡的深情。元宵节
的月亮有点酸酸的，那是亲人间即将分别
的不舍；元宵节的月亮苦苦的，那是分居两
地的恋人同赏一尊月的渴盼；元宵节的月
亮咸咸的，那是不由自主流下的幸福泪水；
元宵节的月亮辣辣的，那是满腔话语堵在
口中，一时不知从何说起。

一年明月打头圆，元宵节的月亮就是
一个大大的元宵，悬挂在幽深神秘的夜空，
等待着所有人去品尝；火树银花不夜天，元
宵节的月亮就是一个最朴实无华的花灯，
既照亮人们的内心，也照亮人们前进的道
路。

农村的年，不到元宵节，不算年过完。
正月初二开始小辈看望长辈叫“纳礼”。初六开

始长辈看望小辈叫“回节”。这一来一往，成为亲戚
间最重要的互动方式。

破五后，红彤彤的灯笼就突然间就红遍大街小
巷。记忆中儿时的挑灯笼、碰灯笼至今难忘。

外婆舅舅回节时年年送灯笼，亲戚多了，收到的
灯笼也多。这是仅次于压岁钱的高兴事。只有舅舅
不疼姥姥不爱的孩子没有灯笼挑。新嫁娘头一年娘
家亲戚要送双灯笼，寓意好事成双。并请新娘子回
娘家过十五。

陕西《眉县志》记载“民国时，旧俗大多消亡，代
之以新的习俗，自正月初五起，农民自制的花灯、闹
春玩具开始上市，外地小商贩乐于收购贩运眉县的
双瓣莲花灯。”我老家乡里人就有冬闲做灯笼的手
艺。基本是全家老少齐上阵，劈竹条，扎龙骨，染纸，
糊纸，劈木片……一个个灯笼做成了，串起来，过了
破五挑到街上去卖。

我们家的蜡烛，每年都是父亲亲自做，供我们挑
灯笼用。父亲买来羊油，削好竹签，用棉絮缠了。等
马勺里羊油烧化，加红色食用色素染色，两手攥两把
缠了棉絮的竹签，一头蘸羊油，我们帮忙举着，冷却
后继续蘸羊油，很快插蜡做成，红艳艳的，跟街上卖
的一模一样。

初六晚上一年一度的挑灯笼开始了。满村孩子
走出家门，挑着灯笼。一盏盏像闪烁的星星，又似盛
开的红莲。挑灯笼的孩子，呼朋唤友，前呼后拥，似
一条游龙走村窜巷。天上星辰，地上游龙，两相映
衬。

偶尔游龙中一个不小心走快了，灯笼倾斜，一场
火灾骤起。伙伴们齐上前，吹的，扑的，打的，顾了这

头，忘了那头，伙伴的没救下，自己的不幸燃起来。
一场奋不顾身地扑打，最后剩下竹骨框架，心疼地哭
起来。一条游龙护送哭泣的孩子回家。第二晚，灯
笼不多不少又挑出来了，前一晚的灾难早已忘到九
霄云外。

县志里记载“元宵节，古名上元。自唐代起，上
元张灯，故又名灯节。清初，上元之日，家家请婿并
女，名曰吃十五，又送灯油，名曰添油。用荞面蒸盏
燃灯，按12个月以卜雨泽，遍散照虚耗，名曰禳火灾、
照毒蝎。”可见自古民间重视元宵节。

乡里正月敲
锣鼓、唱大戏、耍
社火、走高跷、跑
竹马。十五这天
各乡社火代表队
到县上游街竞演，
锣鼓喧天，人山人
海，达到高潮，这
是人们盼望一年
的喜庆热闹。小
孩子可以在人缝
里尖叫、乱窜，花
自己的零花钱买
甘蔗、买鞭炮。县
城里晚上还有灯
展、灯谜、放焰火
等活动，城乡呈现
一片欢乐景象。

十五晚上家
家吃元宵，象征未
来 一 年 圆 圆 满

满。我家的元宵也是父亲自己做的，芝麻红糖馅或
者红豆沙馅。

十六晚上“碰灯笼”，所谓不破不立，再好的灯笼
都要在这一晚破灭。挑着灯笼，按照父母要求。把
院子、屋里、柴房、猪圈、茅厕等各个角落统统照亮一
遍。然后挑到巷子里，与小伙伴们见面相碰，毫不犹
豫和吝惜。碰过去，你的着了，我的着了，笑着，叫
着，欢呼着，像完成了一项庄重仪式。有不舍和珍
惜，也有勇气和决绝。一个个烧红的火球映红一张
张稚嫩的脸庞，也映红一片天地。

“千门开锁万灯明，正月中旬动帝京。三百内人
连袖舞，一进天上著词声”，又一个元宵节要来了，大
街上到处充溢着热闹的气氛，在这样的氛围，钻进书
斋，静下心来捧读现代大师们关于元宵节的文章，更
是别有一番风味。

鲁迅在1926年2月写的《狗·猫·鼠》一文中写道：
“我的床前就贴着两张花纸，一是‘八戒招赘’，长嘴
大耳，我以为不甚雅观；别的一张‘老鼠成亲’却可
爱，自新郎、新妇以至傧相、宾客、执事，没有一个不
是尖腮细腿，像煞读书人的，但穿的都是红衫绿裤。”
文章中的“花纸”就是年画，而“老鼠成亲”的画，就是
取自民间有元宵节晚上是老鼠成亲的日子。为此，
鲁迅与弟弟周作人商量，睁着眼睛守了一夜，结果也
没看见“老鼠娶亲”的景象。先生特别喜欢吃稻香村
制作的什锦元宵，而稻香村是京城生产经营南味食
品的第一家，它生产的元宵色白如雪，大小都比较一
致，方便煮。吃起来口感非常细腻，馅量适中，粘稠
香滑。鲁迅寓居北京时，经常前往购物，《鲁迅日记》
中有十几次记载。

《家》是巴金的长篇小说，《激流三部曲》中的第
一部，入选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第8位），它描写
了20世纪20年代初期四川成都一个封建大家庭的
罪恶及腐朽，控诉了封建制度对生命的摧残，歌颂青
年一代的反封建斗争以及民主主义的觉醒。在这部
小说的第19章的开头就写到了元宵节：“元宵节的夜
晚，天气非常好。天空中有几颗发亮的星，寥寥几片
白云，一轮满月像玉盘一样嵌在蓝色天幕里。”元宵
节那晚，大家相约到花园里划船。巴金用自己温情
的笔调描写了天上的月亮：“一片白亮亮的水横在前
面，水面尽是月光，成了光闪闪的一片。团团的圆月
在水面上浮沉，时而被微微在动荡的水波弄成椭圆
形。”简单如白描，令人陶醉和向往。

老舍先生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自然对北京的
元宵节文化情有独钟。他在《北京的春节》一文中将
北京元宵节的热闹场景描写得形象生动，栩栩如生：

“元宵上市，春节的又一个高潮到了。正月十五，处
处张灯结彩，整条大街像是办喜事，红火而美丽。有
名的老铺子都要挂出几百盏灯来，各形各色，有的一
律是玻璃的，有的清一色是牛角的，有的都是纱灯，
有的通通彩绘全部《红楼梦》或《水浒传》故事。”作为
一个北方人，我每次读到老舍的这篇文章，都会和家
乡的春节在心里进行一番比较，特别是在年味越来
越淡的当下，也会平添些许惆怅。

而元宵节，在湘西作家沈从文先生的笔下是另
外一种趣味。他曾经写过一篇小说《元宵》很是耐人
寻味。《元宵》整部分为十七章，分为家中、书铺、街

上、特别包厢等17章节。按照主人公雷士先生的地
点转移为主线，细致地刻画出一个沉寂萧条中年人
的孤独、避世、麻木、想放手却被抓得更紧的鲜活人
物。“因为是元宵，这个人，本来应当在桌边过四小时
的创作生活，便突于今天破坏了。先是想出门到某
一个地方去看一个朋友，到临出门时又忽然记起今
天是一种佳节，在这家有主妇与小孩子的家庭中，作
一不速之客真近于不相宜，就又把帽子掷到房角书
架上，仍然坐到自己工作桌前了。”将雷士先生的所
作所为、所思所想浓缩在元宵节，真是妙不可言，文
章取名《元宵》很贴切。

说起沈从文，不得不提到他的弟子汪曾祺。汪
曾祺的散文《故乡的元宵》描绘了故乡元宵节一系列
形式多样的民间节日活动，如送麒麟、吹糖人、捏面
人、抖空竹、走马灯、放高升等，从文中，可体会到汪
曾祺散文中流溢着浓郁的生活情趣，散发着欢乐的
气息，也体现了作者对乡土文化的怀恋，以及对故乡
的爱。

梁羽生是新派武侠小说的开山鼻祖，他曾在
1982年2月，写了一篇《元宵杂谈》，顾名思义，便是专
谈元宵的。该文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中国的情
人节”，可以认为是写元宵节的“性质”；至于第二部
分“灯会·灯谜”呢，则主要是写元宵节的“乐趣”了。
其实，在梁先生的武侠小说里，元宵节也曾多次涉
及。在《江湖三女侠》第 47 回“佳节闹元宵，宫中喋
血；御河逃大侠，水底潜踪”之中，雍正提心吊胆，正
好母亲不耐宫中的气闷，于是允许宫中开禁。哪知
却正是这次“开禁”，直接导致自己丢了性命。在此，
抛开剧情来说，这其实也写出了元宵节的乐趣以及
人们共同拥有的喜好热闹的心理。《风雷震九州》第
44回“剑影刀光寒敌胆；腥风血雨闹元宵”。单就回
目而言，“元宵”二字前依然沿用了“闹”字，或许也多
少反映了作者的心理态度吧。

大师笔下的元宵佳节可谓摇曳生姿，令人无限
神往！元宵佳节，捧读片刻，也会齿颊生香，津津有
味，堪比吃一碗香气扑鼻的元宵吧。

《水浒传》里的元宵节狂欢

“元宵争看采莲船，宝马香车拾坠钿。风雨夜
深人散尽，孤灯犹唤卖汤元。”转眼，一年一度的元宵
佳节又如期而至了。自古以来，在全国各地，都有

“闹元宵”之说。古典名著《水浒传》就多次写到元宵
节里民众狂欢场面，并叙述了当时皇帝宋徽宗和李
师师在元宵节里的的偷情场景，令人神往。

书中第33回就提到清风镇闹元宵的场面：家家

门前，扎起灯棚，赛悬灯火。大家还凑钱聚物，然后
去土地大王庙前扎个小鳌山，山虽不大，却也挂有五
六百盏灯，有金莲、玉梅、芙蓉、牡丹等各色花灯；花
灯影里，庙门内外，春歌社鼓，诸行百艺，热闹非凡。

“虽然比不上京师，只此也是人间天上。”一向谨慎、
负罪在逃的宋江，就是在看了“那跳鲍老的身躯扭得
村村势势的”而忘乎所以、哈哈大笑时被人识破抓走
的。

在第66回《时迁火烧翠云楼，吴用智取大名府》
里就说道，北京大名府“依照东京体例，通宵不禁，十
三至十七，放灯五夜。”当时全国各地“众匪”作乱，北
京大名府平时入夜后是不允许老百姓随便走动的，
但那几天“却有诸路买卖，云屯雾集；只听放灯，都来
赶趁。”可见元宵节在人们心目中的位置。在张挂花
灯的同时，还要搭鳌山。所谓鳌山，原是指古代传说
海上有巨龟背负神山，后元宵节拟其形，把无数盏绚
丽多姿的彩灯扎架起来，供游人观赏。此外，还有耍
社火、杂耍等活动，求其保佑当年风调雨顺、五谷丰
登。同时，大名府还筹办元宵节灯会，“豪富之家，各
自去赛花灯。远者三二百里去买，近者也过百十里
之外，便有客商，年年将灯到城货卖。”

当然，连当时的皇帝宋徽宗和“匪首”宋江也趁
这元宵佳节私会李师师。在第72回《柴进簪花入禁
苑，李逵元夜闹东京》，宋江正月十四晚间来到东
京，听闻李师师和宋徽宗打得火热，便装成富商到
李师师家吃了一盏茶，不巧，从皇宫溜出来私会李
师师的徽宗皇帝圣驾已经到了李师师家的后门。
宋江等只好知趣“让贤”马上溜走。次日，正月十五
晚上，宋江花了100两黄金，好不容易又见了李师师
一面，心情十分激动。喝到酒酣耳热之际，宋江把
满腹心事写成一首乐府词，李师师似懂非懂，不大
明白。可惜，还没来得及给李师师解释呢，皇上又
从地道来到了李师师家了！宋江等来不及撤离，便
躲在暗处偷窥，一边暗自盘算着能否就此向皇上讨
一道招安赦书。没承想，李逵在门外惹起事来，放
火烧着了李师师家的房子。一见火起，徽宗皇上吃
了一惊，“惊得赵官家一道烟走了”。哈哈，这也太
憋屈了。

在这一回里，作者还铺陈了东京城里的闹元宵
景象。柴进和燕青在元宵节前，“看城外人家时，家
家热闹，户户喧哗，都安排庆赏元宵，各作贺太平风
景。”城内光官方的点视人员，即负责查点察看的就
共有24班，5800人，其盛况可见一斑。也证明了当时
闹元宵既有官方的大力推动，又有民众的积极参
与。乖乖，贼匪作乱尚且万人空巷，和平盛世又该怎
样呢？大家不难想象。

正月十五话元宵
▲杜学峰

正月里那个挑灯笼
◇李格珂

正月十五元宵节是新年伊始的第一个
月圆之夜，有赏灯的习俗。唐人崔液在《上
元夜》中写道“谁家见月能闲坐，何处闻灯
不看来”。面对这样的一个月圆之夜，大家
都想带上自己的孩子去体验中国又一个传
统节日的盛况。

由于看灯游玩的人多，往往在不经意
间就可能和孩子失散，留下千古遗憾。记
得去年的元宵节，我带上六岁的女儿去公
园里看花灯。公园的各式花灯漂亮极了，
我们都看花了眼。我一边拍照一边给她讲
元宵赏灯的故事，让她也领略元宵节的文
化，也算不枉此行。我们一路走一路看，人
流也越来越多，以至于再看花灯时都要往
前挤才能看到。前面是女儿最喜欢的莲花
灯，我拉着女儿的手钻进人流里，想站到花
灯前欣赏。突然被后面的人撞了一下，女
儿手中的小玩具掉在了地上。感觉到很多
人在往前挤，玩具不知被哪只脚踩到了。
那是女儿刚买的小玩具，她特别喜欢。我
不自觉地松开女儿的手，向玩具的方向跨
步捡起玩具，又艰难地站起身。我松了口
气说：“终于捡回来了。”可是我猛然发现自
己的手没有拉着女儿的手，天啊，就捡玩具
的几秒工夫，女儿呢？我喊着女儿的名字，
可是根本无人回应。我激动地推开涌动的
人群艰难地寻找女儿，大声呼唤，眼前的美
灯也变得模糊。

不知过了多久我才回过神，我确定，我
和我的女儿失散了。我踉跄地走出人群，
猛然抬头看到一个标牌：有事找民警。我
跑到民警亭，说明和女儿失散的情况，拿出
刚才在花灯前的相片给他们看。简单地登
记了基本信息之后，民警们马上启动工作，
还将相片传到其他流动民警亭上，让大家
一起寻找。一位美丽的民警还给我倒了一
杯水，我一口气吞下了那杯水。时间一分
一秒地过去，每一秒都像一年那么长。约
十分钟后，还是那位美丽的民警过来和我
说：“大姐，找到你女儿了，你女儿自己跑到
另一个民警亭找妈妈。现在我就带您过
去。”说完，她带着我走到另一个民警亭。
原来平时和女儿灌输的有事找警察还是起
到了作用。

我远远看到女儿正站在亭边上，眼睛
不停地往外寻找，我赶紧跑过去抱住她，那
种失而复得的感觉刻骨铭心。我泪流满面
地谢过民警，也感叹民警们的周到，居然能
想到在这样的时刻这样的地方设置流动民
警亭，而且到处贴有提示。临走的时候，那
位美丽的民警说：“看花灯的人多，记得握
紧孩子的手。”

是的，在这样的月圆人团圆之日，不要
给家庭给人生留下残缺，团圆是生活的主
题。在赏花灯的时候，请大人们一定要紧
紧地握住孩子的手。

在我们这一方，闹花灯是童年元宵节期间的重
头戏。正月十三上灯，正月十八落灯。上灯圆子落
灯面，吃得高兴，玩得尽兴。

那时的花灯都是手工扎制，篾条扎成骨架，糊上
彩纸或彩膜。花灯的种类很多，有拎在手上的宫灯、
金鱼灯、花卉灯、鸟禽灯。有拉着在地上走的兔儿
灯，兔儿的四个小木轮在高低不平的泥地上走，似乎
极不情愿，憨态可掬。还有一种推灯叫蝴蝶灯，推着
在地上走，蝴蝶就上上下下呼嗒呼嗒扑扇着翅膀。
有绑在孩子身上玩的走马灯，小孩走着，马头高昂，
马尾甩动，这种灯是高档灯，一般人家买不起，多半
是有钱人家的惯宝宝玩的。

也有人家给小孩扎制花灯，一般兔儿灯较多。
这种自家动手扎制的花灯，形状古朴，神态夸张，富
有个性，更受小孩追捧。邻居的大叔几乎每年都给
他的女儿扎制一只很大的兔儿灯，有时白胖胖的大

兔儿身上还驮着小兔儿，很有趣，让人好生羡慕。
正月十三的晚上吃圆子，一般父母会包几种个

头极大的粉面圆子，一种浑圆，是芝麻糖和油子丁馅
的。油子丁是年前将猪板油切丁用糖腌制而成，做
成圆子馅，咬一口，糖汁饱满，滑溜溜的，口感特别，
吃着很香。还有一种包成椭圆形，青菜馅的，便于分
辨。几种圆子各吃一个，小肚子就饱饱的了。

圆子未吃完，天还未完全黑，就有三三两两的小
伙伴提着、推着、拉着花灯上门来了。父母会主动拿
出几根蜡烛，一人发一根，这习俗叫做“换烛”。那时
小孩点一根蜡烛出门，通庄走动，疯玩半夜，蜡烛长
亮不熄。

等天完全黑下来，村庄里就沸腾了，角角落落、
大街小巷，到处都是灯的世界、灯的海洋，每个孩子
都兴高采烈。是的，孩子是乡村闹花灯的主角。为
了体现出“闹”的意味，每晚都有花灯被“吃肉”。所

谓“吃肉”，就是花灯烧起来了，化为灰烬。一种是
小孩不小心，自个儿玩着，无意中蜡烛点燃了花
灯。还有一种是个别讨债鬼搞的恶作剧，躲在暗处
扔出小瓦片，将别的小孩的花灯砸坏、点燃。不论
哪一种“吃肉”，都会吸引小孩子们喧喧嚷嚷地围
观，这才是闹花灯的高潮。被“吃肉”的小孩也未必
悲伤，一只花灯被“吃肉”多大的事啊！明天再买，
明天再玩！

那时元宵节是闹花灯的高潮，城里有灯会，听说
过，街上人山人海，各单位都在街上布展美轮美奂的
花灯，只是一直没去玩过，很向往。在乡村除了小孩
子们玩花灯，大人也不闲不住，舞龙、舞狮子、荡湖
船、踩高跷……可谓精彩纷呈热闹非凡！

又是一年闹花灯的时节，如今年味渐淡，传统娱
乐式微，孩子们多半沉浸在虚拟的网络世界中，那种
童年时的热闹场景再也见不到了！

犹记童年闹花灯
○李志杰

大师笔下的元宵节

★樊树林

（外一篇）

元宵节的月亮
▲谢汝平

握紧孩子的手赏花灯
□黄红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