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于农村的孩子来说，元宵节是惊天动
地的热闹啊，鞭炮声，锣鼓声，对对联……喜
形于色，撒了欢地乱窜。有炸元宵，米豆腐，
彩灯……还有那络绎不绝的龙灯、狮灯。

无论你是单独一户人住的小院子，还是
一班人住的有祠堂公屋的大院子，龙灯狮灯
都会一个屋一个屋轮流光顾。那一天，来往
的龙灯狮子灯会特别的多。

那时有些生产队的龙灯或狮灯，只有这
一天才玩起的。每一个外面来的龙灯或狮
灯，从井公塘出现的时候，我们会一窝蜂跑
去，一路跟随，从井公塘、揶塘、孙塘、邀功塘，
然后再到公屋。

公屋太大，有十多二十户吧。通常在这
里，我们驻足的时间会久很多，便索性从家里

搬了凳，稳稳地坐在四方的屋檐下，来享受这
一场视觉的盛宴。

最吸引我们的，还是耍龙灯。当一队人
浩浩荡荡，敲锣打鼓，摇旗呐喊，在前面大造
声势，紧跟着后面由十几个人举起的一条巨
龙，就在空中挥舞出好多不同形状的造型。

领头的挥舞龙头，上窜下跳，后面的人跟
着节拍舞动龙身，一会儿蛟龙出海，一会儿又
像凌空飞鹤，一会儿又变成太极耍拳，一会儿
又化成鹰击长空……直耍得人眼花缭乱。

末了，龙灯窜屋更是盼望很久的节目。
我们一帮小孩子，跟在敲锣打鼓的后面，或者
插在耍龙棍大人们的中间，挨家挨户一路窜
过去，据说被龙灯窜过的房子会兴旺发财。

我们当然不会理会发不发财，关心的是
这一趟房屋窜出来，手里能收集到多少根烟，
因为每家每户都会散烟，小孩也不落下。这
样一天折腾下来，我们都会抱起一堆烟回家，
那种战利品对于一个小孩子来说，真的是蛮
有成就感啊。

你以为这就是元宵节的精华了吗？更精
彩的还在后面呢！

大概是元宵节的晚上吧，老家的汉子常
同别村的汉子邀约，舞龙时频繁掀起一次次
鞭炮与舞龙的竞赛。此情此景，老者会出对
子，对对联，喊话全村每家每户一句祝福，然
后大家迅速送上红包……

我们队里的龙灯，放上公屋屋顶前，有一
个非常有意思，又非常神秘的活动。

当午夜11点开始，人们便带着大人小
孩，舞着龙灯去了山上偌大的晒谷场。女人
们早早生起了长长的火苗，熊熊大火烧得很
旺、我们在火堆边跳来跳去，舞龙的人们在长
长的火堆边转圈圈，也有胆大的举起龙棍就
跳了过去。

大人们算计着时间，然后一声令下吆喝
回去。从这一声吆喝开始，全场不能再发出
一丝声音，小孩也被大人教导不能发声，大家
静静地往回走，然后脚板轻轻落地，漫长的路
途静得好神秘，仿佛真有龙神在头顶盘旋。

等到了公屋祠堂，大家挤在一起，勾着
脑袋，默默站着。一段时间的静寂过后，恰
准12点的钟声敲响，紧接着一声整齐的呐
喊：大家发财！这一声不同凡响，声势浩大，
真的好神秘好诡异一样。到达这个时候，元
宵的活动就算结束了。可我们真的依依不
舍啊。

大家散开后，相好的几个村民互相邀约
去家里喝酒吃元宵。那时候，我家住在公屋
旁边，一拨人都喜欢去我家。有人说我家的
米豆腐地道，有人说我家的米酒醇美，有人说
我家的元宵香甜……感谢大家的热情相拥，
屋子里挤满了人，喝着香甜的米酒，就着圆圆
的元宵，那样的群居又熟悉的乡情，真的让我
很怀念。

“耍龙灯”的华美盛宴
封小凤

正月是农历的
元月，古人称夜为

“宵”，所以把一年中
第一个月圆之夜正
月十五称为元宵节，
也叫上元节、元夕
等。古人过元夕比
过除夕还热闹，过元
宵节叫“闹元宵”，一
个“闹”字，体现了节
日 欢 乐 非 凡 的 特
点。古代有“金吾不
禁夜”“星桥铁锁开”
之说，在这一夜，皇
帝“与民同乐”，老百
姓可以尽情“闹元
宵”，堪称中国古代
的狂欢节。

“有灯无月不娱
人，有月无灯不算
春。春到人间人似
玉，灯烧月下月如
银。满街珠翠游村
女，沸地笙歌赛社
神。不展芳尊开口
笑，如何消得此良
辰”，明代唐寅的这
首《元宵》，最典型的
展现出一幅月、灯、
人难分难离的元宵

风俗画，把人们带进迷人的狂欢之夜。
赏月观灯是古代过元宵节的主要活

动，而闹花灯则是元宵节的重头戏。每到
元宵佳节，历朝历代都以张灯观灯作为一
大盛事。元夕街头巷尾，红灯高挂，有宫
灯、兽头灯、走马灯、花卉灯、鸟禽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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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幡动黄金地，钟发琉璃台”。隋炀
帝在正月十五举行盛大的晚会，看花灯表
演，兴致处赐以元宵，还写下这首《元夕于
通衢建灯夜升南楼》，应是最早展现元宵
张灯结彩盛况的一首诗，形象地写出了元
宵节放灯的壮丽景象和热闹氛围。

据《隋书·音乐志》记载，元宵庆典甚为
隆重，处处张灯结彩，日夜歌舞奏乐，表演
者达三万余众，奏乐者达一万八千多人，戏
台有八里之长，游玩观灯的人更是不计其
数，通宵达旦，尽情欢乐，热闹非常。

“千门开锁万灯明，正月中旬动帝
京。三百内人连袖舞，一时天上著词声”，
唐代张祜的《正月十五夜灯》，描写了人间
的歌舞乐声传至天上，以及家家出门，万
人空巷，人人参与闹元宵的盛大场景，使
上元灯节成为最销魂的狂欢时刻。当时
的京城长安，已是拥有百万人口的世界最
大都市，社会富庶，在皇帝的倡始下，元宵
灯节办得越来越豪华。

“玉漏银壶且莫催，铁关金锁彻明
开。谁家见月能闲坐？何处闻灯不看
来”，滴漏箭壶，你不要这样一声比一声紧
地催促呀，也不要过得那么快，今夜的城
门要一直开到天亮呢。哪家看见明月都
不会干坐着，哪里有人家听闻有灯火闪烁
不来看？唐代崔液的《上元夜》，描写出京
城长安元宵赏灯的繁华景象，以及人们赏
灯观月彻夜不愿归家的留恋心情。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
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
一夜鱼龙舞”。南宋辛弃疾《青玉案·元
夕》，描写了灯火焰火交相辉映的闹元宵
场景。元宵的夜晚火树银花，像风吹落的
万点流星。繁华的街市上车来车往，从华
丽的马车里流溢出阵阵香气，飘散在行驶
的路上。凤箫吹奏的乐曲飘，与流转的月
光在交错的人群中流淌，夜空中到处飞舞
着鱼龙花灯。

“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
梢头，人约黄昏后”，宋代欧阳修这首经典
爱情诗篇，给中国古代的“狂欢节”添上了
浪漫的色彩。

“灯树千光照，明月逐人来”。人们在
这天上明月、地上彩灯的朗照下，品味着
甜甜的日子，品味着元宵诗词的优美旋
律，尽情享受元宵节的良辰美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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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汤圆、看花灯、猜灯谜……元宵佳节，
既是一场民俗盛宴，又是年的“压轴大戏”。

历史上的这天，众多文人用饱含深情的笔调，
将元宵时节的浪漫情怀、美好愿望寄寓诗文，
留下不胜枚举的名篇佳作。

“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暗尘随马
去，明月逐人来”，唐代苏味道的《正月十五
夜》，生动再现了元宵节灯火交辉、豪门贵族
车马喧嚣、游人如织的热闹景象。同为唐代
诗人的崔液则用“玉漏银壶且莫催，铁关金锁
彻明开。谁家见月能闲坐？何处闻灯不看
来”的诗句，把元宵节通宵达旦赏花灯的情形
描绘得淋漓尽致。“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
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
壶光转，一夜鱼龙舞”，宋代辛弃疾的《青玉
案·元夕》，形象描画出游人彻夜歌舞、熙攘欢
庆的壮观场面。

元宵节也是中国的情人节。平日里大
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妙龄女子，趁赏灯可以
名正言顺地抛头露脸。宋代欧阳修的《生查
子·元夕》：“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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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元宵之
夜未婚男女两情相悦，与意中之人约会的浪
漫场景刻画得惟妙惟肖。“众里寻他千百度，
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千古

佳句，呈现了一对意中人惊喜邂逅的情景。
灯火阑珊处，心上人才是最美丽的动人风
景。

元宵节人们尽情游玩、放飞自我，也从不
忘享受美味。于是，北方的元宵，南方的汤
圆，成了最受追捧的美食。“桂花香馅裹胡桃，
江米如珠井水淘。见说马家滴粉好，试灯风
里卖元宵”，清代符曾的《上元竹枝词》就描绘
了做元宵、卖元宵的情景。瞧人家用料，桂
花、胡桃、江米，不要说吃元宵了，读着诗句都
觉口舌生津。

诗意盎然的元宵节，不仅体现在诗词里，
四大名著中也不乏对它的记述。

《红楼梦》中多有浓墨重彩的元宵节，“真
是闲处光阴易过，倏忽又是元宵佳节。士隐
令家人霍启抱了英莲，去看社火花灯”，寥寥
数笔，将元宵节热闹的景象勾画出来。

如果说古代文人墨客笔下的元宵节，带
给我们的是一种民族文化的心灵之旅，那么
现代文人的笔下，则显得更加摇曳生姿，回味
无穷。

“元宵节小孩子玩的灯，都是外婆家送
的。福州方言，‘灯’与‘丁’同音，‘添丁’是句
吉利话，因此，外婆家送给我们姐弟四人的是

五盏灯！我的弟弟们比我小得多，他们还不
大会玩，我这时就占了便宜，我墙上挂的是‘三
英战吕布’的走马灯，一手提着一盏眼睛能动
的金鱼灯，一手拉着会在地上走的兔儿灯，觉
得自己神气得很”。这是冰心在《漫谈过年》
中对元宵节的描写，蕴含着作家思念家乡的
温柔亲切，也有对元宵节家乡风俗的难忘记
忆。

从汪曾祺的《故乡的元宵》中，我们能看
到作家故乡元宵节的民间活动，从中体会到
他浓郁的生活情趣：“有一个习俗可能是外
地所没有的：看围屏。硬木长方框，约三尺
高，尺半宽，镶绢，上画一笔演义小说人物故
事，灯节前装好，一堂围屏约三十幅，屏后点
蜡烛……”

“我上小学时，父亲才三十开外，仍很有
生活的乐趣。每年元宵节，他会亲手制作一
只精致的走马灯，在纸屏的各面绘上不同的
水彩画，挂在屋子里。电灯一亮，纸屏旋转起
来，令我惊喜不已”，这是周国平在《我的心灵
自传》中，对儿时元宵节的描写。

千百年来，文人笔下的元宵节，绚烂多
姿，美不胜收，值得我们细细赏读，慢慢品味。

■本版摄影 心飞扬

纸上元宵节映照神州人文情怀
马晓炜

岁月霓裳

逢年过节，那是乡下闹龙灯的
好日子。

龙灯呢，真就在于一个“闹”
字。锣鼓喧天，彩龙登场，十几个大
汉子跑着跳着吼着，村头的晒坝就
热闹了起来。

舞龙头的是关键，龙头带动着
整个龙身。龙头舞好了，一条龙就
舞灵动了。龙头还得听从前面舞
宝的指挥。要是二龙抢宝，那就更
好看了。两条龙顺着舞宝人的脚
步舞动起来，左一抢，右一抢，那就
闹得一个晒坝都龙飞凤舞了。

彩龙是由黄色的彩绸做成，龙
骨是竹片编的绑的扎的。扎龙骨
是个技术活儿，龙要灵动能舞能
转，还不能舞散架，全靠扎龙骨人
的手艺。大竹片扎小竹片，还要有
冠有尾有粗有细，没设计好没扎
牢，舞起来都要出乱子。

扎龙头就更考手艺了，有头有
须，有眉有眼，舌头伸出来还能动，
那都是考技术和经验的活儿，没有
四五年的功力，肯定是拿不动的。
彩龙扎好后，还得“画龙点睛”。点
睛的活儿，必须是村子里德高望重
的长者才行。长者手持墨宝，一点
睛，龙就活了。龙点上了睛，那才
能算是一条完整的龙。

点了睛的龙舞起来才喜庆。
东边一条彩龙从村子口舞动过来，
西边一条彩龙从田边地角田埂子上朝着晒坝舞动，两条龙
就在村子口晒坝里来个二龙抢宝。

村子口的晒坝大呀，一两百人的场面都能耍得开。舞
龙的舞龙，打锣鼓的打锣鼓，唱山歌的唱山歌，一个村子就
有了年呀节的气氛。

村子里闹龙灯是个大事，出外打工的，城里做生意的，
在各种办公室里干着点事的，过年过节都忙着回到村子，
看场龙灯会。舞龙灯好呀，既闹热了场子，又锻炼了身体，
和谐了乡邻，多有味道的乡间传统习俗。

最闹热的是村子里舞火龙，俗称“烧龙灯”。彩龙是不
能烧的，龙骨绑好扎好后，全身套的都是绸布。绸布怎么
见得火呢，一点火星子沾着就着，烧不得。

火龙又叫草龙，是专门拿来烧的，就是由稻草或麦草
扎的，容易扎，成本低，为了讲究个热闹，烧就烧呗。草龙
不像彩龙那样，除了龙头，龙身是完整的一条。草龙是一
段一段绑成，从龙头算起，一直到龙尾，总共九节。所以，
一条草龙，九个人就能舞动，再加上前面一个舞宝的，顶多
十个人就是一个舞龙的组合。

草龙的关键不在舞，而在烧，所以才有“火龙”一说。
烧龙灯，那场面就大了。夜色来临，龙灯会正式打开大
幕。三四条草龙在晒坝里舞动，戏水，抢宝，飞动，每一步
都活灵活现。

舞着舞着，烧龙灯的大戏就上场了。烟花爆竹齐响，
一个劲儿都往龙灯场子中间扔，草龙就真成火龙了。舞火
龙是要有胆量和技巧的，缺一样都不行，烧得越旺，运气越
旺。有做生意不顺的，有娶不上老婆的，有打工没挣着钱
的，反正是认为自己运气不好的，都争着想舞一把火龙。

那烧龙灯真不是闹着玩的，要真烧。除了烟花爆竹往
龙身上丢，那就是打铁花了。炉火旺旺的烧着，把铁块子
放在一个容器里烧成铁水，铁水倒出，用一块长条形的木
板子，啪一声打出去，全是盛开的铁花，万点星光，把一个
村子照得透亮。那铁花不是虚功哟，落在衣服上，不小心
就烫着一个洞。要是有三四个人连续打铁花，那草龙就真
成火龙了。

烧龙灯舞火龙，最后是有个重要仪式的。那就是烧
龙。一个龙灯会下来，草龙都烧得差不多了，就只留下龙
头龙骨架子，那还得烧，不然怎么叫烧龙灯呢。

乡间有俗语，龙灯不烧不散场。烧龙灯要选择村头一
处干净的水源地，老桥边，黄桷树下，老水井旁，这些地方
都行。有水是必须的，不然，龙怎么能归去大海呢。那就
是蛇或是旱鸭子，就不是龙。

龙归大海，带走村里的灾祸，来年又带来村里的风调
雨顺、五谷丰登。烧龙灯仪式也是由村子里的长者主持，
龙头龙骨龙身堆在一起，点些香烛钱纸，再倒上一大碗水
和饭，点上火，村子里的一场龙灯会才算闹了个收场。

龙灯会收场，酒席就上场。那烧龙灯会的酒席，也是
讲究着的，主食是腊肉稀饭。腊肉烧干净洗干净，切成小
指头那么大的一砣一砣的细渣，倒入锅里和稻米一起熬成
稀饭，要出锅时再加入少量的青菜叶子。那稀饭，香呀。

龙灯会开场子时，村子口晒坝边的大铁锅就支起来
了，三口大铁锅，全熬着腊肉稀饭，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等大家看龙灯的、舞龙灯的、烧龙灯的，全都闹高兴了、闹
累了、闹饿了，晒坝里十几张桌子又摆了。

一桌一大盆腊肉稀饭，简单的几个下酒小菜，两大坛
烧酒，大家围着坐起就吃开了。喝酒的喝酒，吃稀饭的吃
稀饭，猜拳的猜拳，还有人意犹未尽，再整几声山歌，“看到
看到要过年，手中无钱没得法，男人穿件烂棉袄，婆娘一脸
黑锅盔”。歌声落地，一个晒坝都哈哈大笑，龙灯会闹得真
热闹。

闹龙灯就是好，龙灯是大家聚在一起扎的，钱是一家
一户凑的，酒呀肉呀是你呀我的家里拿出来的。没有人说
你拿少了、我拿多了的事儿，就讲究个自愿。

邻里隔壁的，白天还为了一点猪跳墙狗穿洞的小事闹
了个脸红脖子粗，一场龙灯会下来，早丢在一边去了。该
拉家常的照旧拉家常，该烧龙灯的仍旧大家一起烧，喝酒
来兴了就猜几拳，多好呀，一个村子里，多和谐呀。

村里人就该这样，一个村子里住着脸靠着脸、鼻子挤
着鼻子的，难免不闹矛盾的。矛盾闹了，大家聚在一起，哈
哈一闹，啥事儿都了了，日子照过，太阳照样从东边出来，
邻居还是邻居。

龙灯会，乡村热闹而有意思的聚会。世间之事，热闹
了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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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年，是一部鸿篇巨制。一进入腊月，
这过年的序幕，就被缓缓拉开了，直到元宵节
过后的三四天，才算是真真正正的结束，才算
是这个年彻彻底底完完全全地过了。

如果说，这过大年的主题是团圆、是喜庆
的话，这元宵节的主题，就是“闹”了，是热热
闹闹的“闹”，是欢闹的“闹”，是喧闹的“闹”。
过元宵节，就是要热热闹闹、欢欢乐乐。

在神州大地上，每年的元宵节前后，什么
踩高跷、舞龙舞狮、划旱船和赶庙会、赏花灯、
猜灯谜的大戏，都会一一粉墨登场，各有各的
魅力，各有各的乐趣。置身这欢乐的海洋里，
每个人的脸上，都绽放成花。

过年舞龙，是我国许许多多地方的传统
民俗，被舞动的巨龙，就像是在这大地上飞腾
一样。虽说每年的舞龙大同小异，但是每年
大家舞龙和观看的兴致，还是十分高昂。

元宵节的夜晚，是一个月圆之夜，此时早
已立春，已经是农谚节气里的春天。明月下，
春风里，燃燃烟花，赏赏花灯，猜猜灯谜，赏赏

明月，元宵节的夜晚，总是能用自己的方式，
在人们的记忆中，留下无数的、经典的、刻骨
铭心的精彩片段，有了这些元素的加盟，元宵
节变得诗意而美好。

这“东风夜放花千树”，就是一幅年俗的
画，一首平仄的诗，过年的最后的狂欢，将自
己心中憋了一年的情绪，都淋漓尽致地释放
出来吧。在这元宵节的诗情画意中，把一切
美好都珍藏进我们的心底吧，因为再次相逢
时，要到来年的这个时候了。

诗情画意元宵节，浓情蜜意元宵节，为这
个中国年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是啊，过年大
戏的落幕，也是我们再次为梦想上路的启幕。

春天来了，又面对着崭新的轮回，我们还
要继续为梦想而耕耘而播种。

追梦的脚步啊，就应该永远都在路上；追
梦的人生啊，才是最最美丽的。

就让我们在这诗情画意的美好收尾里，怀
揣着心中的幸福与甜蜜，踩着春天的节奏，向
着心中的目标，一路向前，在一次次的乘风破

浪、砥砺前行中，抵达自己心中的诗与远方吧。
追梦的人啊，一定会收获属于自己的春

暖花开与春华秋实！在元宵节的诗情画意
里，再次为梦想上路……

诗情画意之间梦想再次上路
姜利威

元宵节的传统习俗，有出门赏月、燃灯放
焰、喜猜灯谜、拉兔子灯、共吃元宵等，不少地
方还有耍龙灯、耍狮子、踩高跷、划旱船、扭秧
歌、打太平鼓等传统民俗表演。

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过完春节，人们盼
望的下个“节目”就是元宵节。那时候，能参
加的活动不是太多，元宵节的猜灯谜成为人
们最喜欢的、参与性极强的活动。

元宵节的晚上，一家子人吃完团圆饭，拖
家带口赶到有灯谜的公园或是单位开展活动
的广场。活动地点人头攒动，人们顾不上彼
此打招呼，只是点点头，各个仰着脸寻找各种
颜色纸上的灯谜，猜对了，可以到领奖处领个
小物品，诸如一条软尺、一只铅笔、一块橡皮
之类的。

虽是初春，天气依旧冷气袭人，人们还是
津津乐道。骑在肩膀上的孩子，都耷拉个脑
袋睡着了，大人们并不以为然，仍然专心致

志，不放过任何一条灯谜，直到夜深时刻活动
结束，才意犹未尽地离去。

那时我去得最多的地方，就是西安革命
公园。每在元宵节当晚，这里的人流如海洋
一般，就是这样，还是乐此不疲。1983年我
退伍分配了工作，家在远郊，单位不放假，我
也回不去，二十出头的我，单身一人，在单位
找个伴，晚饭后骑着自行车往革命公园赶。

单位离革命公园有个十来公里的样子，不
骑车子晚了就无车可坐，那时的公交车都是晚
上8点就收车了。好在有此活动，自行车保管
站等活动结束才关门，所以，人们尽管的猜灯

谜，不为回不去或自行车的存放而犯愁。
从单身开始猜，到了有了女朋友，再后

来，媳妇怀孕挺着大肚子陪着我猜，后来有孩
子抱着孩子猜。如此的热情，不是为了得什
么奖品，就是想凑这个热闹，感受祖先留下的
传统文化，也是其中带给人的知识和韵味，享
受一下节日的热闹氛围，虽然同样是过年，年
与年却有着不一样的感觉。

而今，丰富多彩的活动令人应接不暇，但
每每看到哪里有猜灯谜的活动，还是喜欢凑
这个热闹，感受一下节日给人带来的喜悦和
不一样的心境，不辜负这段美好的时光。

曾经的猜灯谜
许双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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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笔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