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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故乡，素有“年

小月半大”的说法。元宵节

比春节还隆重，源自人们对

月亮的崇拜。

古人经长期观察后发

现，月亮的运行与农业生产

和季节变化关系密切，于是，

人们就通过祭月来祈求国泰

民安。农历，其实是月亮历。

除夕年，是农历三十。

这一天，月球正好运行到背

阳面，我们是看不到月亮

的。小时候常听大人们说：

“一年盼到头，盼到三十晚上

一个月黑头。”大年夜连月光

都没有，黑黢黢的，这或许就

是人们认为“年小”的缘故。

正月十五的晚上是一

年中第一个月圆之夜，也是

一元复始，大地回春的夜晚。在重

视亲情、崇尚春天的中华民族，首

个团圆之夜就显得意义重大了。

元宵节要吃汤圆。元宵由糯

米制成，圆圆溜溜，甜甜蜜蜜，象

征全家团圆，和睦甜美。元宵节

的活动丰富多彩，我记忆最深的

是玩龙灯、舞狮子和划莲船。

龙灯是在龙体内燃烛，有 12
节，寓示一年 12个月。龙身是用

竹、木、布、彩纸扎成，龙衣是用黄、

青、白、赤、黑五色丝线绣成，龙头

和龙尾是用彩纸扎成。正月十五

一大早，龙灯被人们簇拥着，家家

户户送吉祥。每到一家门前，舞龙

者总是极尽所能，表演龙出洞、三

点头、拜四方，还有下钻洞、上翻

身、龙映水等节目。时而摇头摆

尾，时而闪转跳跃。伴随着锣鼓

声与喝彩声，场面十分壮观。

狮身是用染为深绿或

金黄色的苎麻，缝缀于双层

厚布之上，梳成毵毵的毛

发。狮子的头部庞大狰狞，

猛厉可畏，项挂一串铜铃，

震天价响。舞狮由两人配

合，一人执头，一人做尾，亦

步亦趋，行动迅捷。随着尾

巴不停摇晃，狮子的大嘴也

不停地张合。每家每户都

会将彩头（烟、毛巾、茶点

等）藏在房梁上。堂屋里摆

几条板凳，叠几张方桌。舞

狮者往往要表演“前空翻上

板凳”，“后空翻上高桌”，才

能取到“彩头”，再“云里翻

下梅花桩”。没有扎实的武

功基础，是不可能完成的。

玩龙灯与舞狮子是强

壮男子的把戏。采莲船的主角是一

个俊美的船女和一个年老的艄公。

采莲船，两头尖，中间四根彩

柱撑起顶篷，正面彩柱贴上红

联。顶篷呈斗笠形，四角翘起，四

周飘帘，像一台绚丽多彩的花

轿。美艳动人的船女站在船中。

头戴草帽，腰束丝带的艄公手持

篙杆划船。人们看采莲船，一看

船女的长相，二听艄公的唱词。

艄公往往根据东家的特点，即兴

唱些个性化的恭维语。把东家唱

得心花怒放了，就会笑眯眯地在

船头丢一个红包……

如今，城里禁鞭了，乡下也不

划采莲船了。玩龙灯和舞狮子的

场面偶尔可见，却仿佛变成了讨钱

的把戏，其热闹与喜庆都大打折扣

了。我怀念儿时的元宵节，怀念那

些质朴的人情和单纯的快乐。

在你的印象中，元宵节应该怎

样过？是舞龙、舞狮的欢呼雀跃，是

观花灯、猜灯谜的热闹欢腾，还是放

焰火、踩高跷的动感淋漓，抑或是吃

年糕、食汤圆的欢喜开心？

当然是！龙能行云布雨、狮子

威武祥瑞，舞龙舞狮是对新年丰收

顺遂的由衷祈祷；花灯通透喜庆、灯

谜增趣益智，观花灯猜灯谜是对当

下生活的幸福追求；焰火绚烂夺目、

高跷动感十足，放焰火踩高跷是对

个人步步高升的美好祝愿；年糕酥

软细腻、汤圆软糯香甜，吃年糕食汤

圆是对家人甜蜜团圆的热切期盼。

无论哪一种，都浸透着文化底蕴，沐

浴着温暖亲情，想必大家一定喜欢，

我也不例外。不过，元宵节，我更希

望如涨潮在《幽梦影》里所说的那

样，与豪友一酌！

啥是豪友？是那种有地位、有

权势的人吗？不是！是那种酒桌上

豪饮的人吗？也不是！我觉得，豪

友必须是心情豪迈、行为豪爽之人。

同学刘四海，家境贫寒，学历不

高，但对待事物的眼光却无比豪

迈。1996年，他中师毕业后，在隆回

县城找不到工作，就跑到贵州偏远

山区去教书。在我的想象中，一个

年轻人，放弃家乡的繁华，跑到黔东

南那苦寒之地去谋生，定是没有办

法的办法了。2000年，我在老家过

元宵节，那天中午吃完汤圆，忽然想

去看看他，于是坐公交、搭摩的、走

山路，辗转四五个小时才到达他

家。此时，已近傍晚，没有燃放的烟

花，没有喧嚷的人群，只有安安静静

的一所房子，一处漏院，门廊上挂着

两盏灯笼，灯笼里没有灯光，但红彤

彤的惹人喜爱。进院时，忽然下起

了雪，雪飘飘洒洒地下着，四海步履

轻盈地出来迎接，满脸喜悦。

那晚，他与我喝酒，踌躇满志地

讲起黔东南的教育现状，说想在那

里建学校，引进更多的师资，那种豪

爽与豪情，让我感受到他内心深处，

正有一股热潮在涌动、翻滚和咆哮，

就像春风在吹醒沉睡的大地，冰雪

消融，草木发芽。二十多年过去，他

果然实现了自己的想法，在那里建

了两所学校，引进二十多位老师。

同事老魏，亦属豪友。与他小

酌，总能感受到一股激情在涌动，一

股力量在潜行。有一年，老魏在长

沙河西上班，因被领导误会，被迫下

岗，我去看他，本想安慰几句，没想

到他酒杯一端，没有半点委屈愤懑

之感，反而豪情满怀地唱起了刘欢

的《从头再来》，“心若在梦就在,天地

之间还有真爱，看成败人生豪迈,只
不过是从头再来”，他唱得激情四

射，我听得眼泪汪汪，讲真，面对坎

坷，我真的很难像他这样的豪情满

怀地去面对。

当然，身边的朋友还有很多，不

再一一列举。总之，元宵节作为春

节后第一个节日，就应该与有激情、

够豪气、有梦想、敢憧憬的人在一

起，喝喝小酒，聊聊人生，他们的言

行，就像春风，吹拂山林，恰似春雨，

滋润大地，不觉间，你会发现，展现

在你面前的，将是一个生机勃勃的

春天。

上元须酌豪友 □ 刘新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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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文美

汤圆里的爱
（外一首）

母亲端来面盆

在糯米粉里添加温水

仿佛汗水漫过故乡的土地

仿佛自来水注入工地的水泥

一样的熟练

母亲用力和面时

手与面久久地纠缠

面团最终背叛了干裂与粗糙

闪现着洁白的光泽

像母亲少女时代白皙的皮肤

母亲从大面团上摘下小块

用拇指按下一个生活的笑靥

装进一勺红糖

重新搓成一枚枚团圆的作品

把期待烧至沸腾

母爱随之软糯

带着馨香浮出汩汩的春水

母亲问我能吃几个

其实，我吃下一个

都可以温暖、甜蜜一生

百
家
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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辰
又
到
元
宵
节

“庭前犹积残年雪，良辰又到元

宵节。”元宵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佳

节，是从中国人的生命里穿行而过的

重要节日，是人们对美好时光的渴望

与感怀的节日。

元宵节是每年的农历正月十五，

又称上元节、元夜、灯节。据传，西汉

文帝为庆祝周勃于正月十五勘平诸

吕之乱，每逢此夜，必出宫游玩，与民

同乐，于是就将正月十五定为元宵

节。司马迁创建《太初历》，将元宵节

列为重大节日。隋、唐、宋以来，更是

盛极一时。《隋书·音乐志》日：“每当

正月，万国来朝，留至十五日于端门

外建国门内，绵亘八里，列戏为戏场，

参加歌舞者足达数万，从昏达旦，至

晦而罢。”随着社会和时代的变迁，元

宵节的风俗习惯有了较大的变化，但

仍是中国民间传统节日。

俗语云：“小初一，大十五”。春

节期间，人们忙着拜节、贺年，虽然新

衣美食，但娱乐活动比较少，而元宵

节则将新年的欢庆活动推向了高

潮。记得童年时，每逢元宵节下午，

我们便缠着大人们扎兔子灯，那种兔

子灯用钢丝弯出的兔子架、彩色纸糊

在外面，纸屑贴出缕缕兔子毛，木轮

滚出兔子脚，里面再放上蜡烛。到了

晚上，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汤圆（北

方叫元宵，南方称汤圆）。汤圆由糯

米制成，洁白滚圆象征圆月，又象征

全家人团团圆圆，表达人们祈盼家庭

团圆、追求亲情凝聚的良好愿望。南

宋牧溪的“白糯三捶粉已粘，赤豆如

沙和蜜甜”，描写的就是江南人喜爱

吃的汤圆。在物质匮乏的时代，入口

即化、甜甜糯糯的汤圆常常让我们频

频举箸、欲罢不能，直至吃到肚子撑

才恋恋不舍地放下筷子。

吃完汤圆，我们则忙不迭地拉

着兔子灯出去玩了。由于都是手工

制作，每只兔子灯色彩各异，“长相”

“个儿”也各有不同，小伙伴们结伴

同行地拉着灯，都觉得自己的兔子

灯很有范、很拉风。没有兔子灯的

调皮小伙伴们则选择一些远离房子

的小草堆点火，并不时地添柴加火，

待大人们发现，伙伴们早已溜之

乎。大人们也不追究，只是将柴堆

的火扑灭了事。相传在古时每到正

月十五，无论士族还是庶民都要挂

灯，城乡通宵灯火辉煌。而元宵节

拉兔子灯，则是因为兔子灯里的兔

子，代表着月亮里的玉兔，正月十五

既是佳节又是月圆之时，兔子灯寄

托了人们的美好愿望。

猜灯谜也是元宵节的一个重要

项目。灯谜始于南宋，开始时是有人

把谜语写在纸条上，贴在五光十色的

彩灯下供游人来猜，因为谜语能启迪

智慧又引发兴趣，所以这种活动深受

欢迎、流传甚广。元宵节的晚上，大

型的超市、商场或者文化娱乐活动场

所，早早地搭起“灯谜街”，数百条灯

谜悬挂起来，题材广泛、生动活泼、妙

趣横生，有猜字谜、地名、成语，还有

脑筋急转弯等等，引得人们驻足围

观、摩拳擦掌，纷纷穿梭在灯谜中，全

神贯注地研究着谜语，或冥思苦想，

或恍然大悟，面对一些困难的谜题

时，绞尽脑汁，甚至三五成群合作“攻

关”，真是“一时欢乐一时愁，想起千

般不对头。如果想得千般到，自解忧

来自解愁”。

元宵节作为重要的民族传统节

日，是历代文人墨客创作吟咏的重要

节令题材，也为这个节日增添了不少

雅兴和文化意蕴。第一首描写元宵

节的诗当属隋炀帝杨广的《元夕于通

衢建灯夜升南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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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生动记录

了当时元宵节的盛况，形象地描述了

节日的灯火辉煌，让人看到的则是宫

廷生活的奢华。热闹的元宵节，也让

百姓们的脸上展现出一年中最大的

舒心和笑颜。唐人张祜的《正月十五

夜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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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绘了京城元宵夜处处一

片欢声笑语、热闹非凡的景象。家家

户户灯火辉煌，人们载歌载舞，大街

小巷游人如织，读来极具现场感。而

明代才子唐寅的《元宵》诗别有韵味，

铺开了一幅江南乡村过元宵节的生

动画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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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古时，热闹的元宵节也是青年

男女交谊相会的好时机，可以自由地

相互表达爱慕之意。欧阳修的《生查

子·元夕》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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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词以少女口吻叙

述了去年和情人相会的甜蜜，与今日

不见情人的痛苦，读来令人愁肠百

结，并非有情人都终成眷属啊。南宋

词人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下片，

“众人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

在，灯火阑珊处”，细细品味，真是别

有一份诗情画意，猝不及防的柔情扑

面而来，观灯闹夜中青年男女的情爱

与缠绵跃然纸上。

“今夕知何夕？团圆事事同。”元

宵节勾起的是人们对幸福生活的憧

憬和赞美，承载着的是人们苒苒岁月

中最好的祈盼和向往。元宵节过后，

惊蛰很快到来，万物开始复苏，人们

又将开启新的奋斗征程，把丰收的梦

想描绘成一幅幅绚丽的画卷。

元宵节，是入得

画的。

元宵节，本就是

一幅上好的画作。

装扮迷离的高

跷。绚丽璀璨的彩

灯。

旋 转 的 灯 谜 ，

谜一样的热爱与喧

闹。

它们是这画幅

的主题。色彩斑斓。

留白。留白里

有孩童奔走的身影

和呼唤。

元宵节，亦是一

首精美的短诗。

有 唐 诗 的 韵

脚，宋词的旖旎，晚

明 小 品 的 舒 缓 自

由。

是王维的空灵，

是元稹的念想。

月上柳梢头，人

约黄昏后。

黄昏后，元宵灯

如市。

风吹故园

故园的风，从正

月吹起，吹进生命的

每个季节。

我们都在一场

正月的风里，与故园

撞个满怀。

南国有雨，北地

有雪。

故园不是一场

绮丽的雨，就是一场

圣洁的雪。

雨滋养着青石

板街巷，雪纯粹着高

原的荒芜和热望。

走进正月，我们

是走进故园的念想

里。

走出正月，我们

走进生活的旖旎与

绚烂里。

让故园的风牵

着衣衫，我们一起前

行，以一杯酒的姿

态，走出热烈和洒

脱。

风吹故园，故园

香正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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椰
子
汤
圆

记得入伍那年，新兵班

长带我们做了一道颇具海南

味道的“椰子汤圆”，给春节

增添了一份别样的风味。

元宵节一早，班长就把

我们集合起来：“今天我们体

验一下摘椰子的乐趣！”此言

一出，大家顿时沸腾起来，对

于第一次在军营过年的我们

来说，这样的活动无疑是一

次难得的放松和体验。

在出发前，班长先给我们

普及了一下摘椰子的知识。

他告诉我们，摘椰子不仅要有

技巧，还要有耐心。要挑选那

些外表光滑、颜色深绿的椰

子，这样的椰子汁多肉厚，口

感最佳。班长还亲自示范了

如何攀爬椰树、如何判断椰子

的成熟度等技巧。在他的指导下，

我们每个人都跃跃欲试。

摘椰子的过程并不轻松，尤其

是攀爬椰树这一环节，需要极强的

平衡感和勇气。在班长的鼓励和带

领下，我们相互扶持，共同克服了困

难。有人负责攀爬摘椰子，有人负

责传递椰子，还有人负责收集和保

护摘下的椰子。大家齐心协力，很

快就收获满满。

回到连队后，大家就迫不及待

地砍椰子、取椰子水，烧起旺旺的

火。待到椰子水“咕咕”地煮开，甜

香的气味便散发了出来。于是，大

家把提前磨好的米浆掏到一个箕箩

里，七手八脚忙开了：把米团扯成长

长一条，然后放在两手中间，不停地

搓捏，一下子便滚出一个个圆溜溜

的汤圆，然后轻手轻脚地放进热气

腾腾的锅里。

大家乐滋滋地看着雪白

的糯米汤圆，在热气腾腾的

锅中慢慢浮出水面，一个个

腆着圆鼓鼓的肚皮，一上一

下地滚动。淡淡的香味在四

周飘荡，让人馋涎欲滴。

制作椰子汤圆的过程

虽然烦琐，但每一步都充满

了乐趣和期待。从磨糯米、

搓汤圆，到摘椰子、煮汤圆，

每一个环节大家都亲力亲

为、协作配合。当雪白的汤

圆在热气腾腾的锅中慢慢

浮出水面，那一刻，每个人

都是那么的满足和喜悦。

更有趣的是我们直接把椰

子壳作为盛汤圆的碗，一股

带着清香的热气从椰子壳

中冒出。

一位北方的战友感慨道：“以前

在家过元宵节，都是穿着棉衣吃汤

圆。如今可是吹着海风，吃着椰子

汤圆，这感觉，真惬意！”

椰子汤圆不仅仅是一种美食，

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和象征。椰子

作为一个大集体，每个汤圆都代表

着连队的一分子，寓意着大家在新

的一年里团结友爱、开心快乐。在

元宵节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战友们

围坐在一起，手捧椰子汤圆，共同庆

祝这个充满喜庆和祝福的节日。这

种团结和友爱的氛围，让元宵节变

得更加温馨和美好。

“吃汤圆，过元宵节喽！”战友

们一个个手捧椰子围坐成圈，当相

机快门按下的瞬间，一张张笑脸在

镜头前定格。这些笑脸背后，是战

友们对彼此的深厚情谊和对生活

的热爱。

（
外
一
章
）

生活记事

阑珊的灯光按捺不住鼾声

与窗外依稀的山峦此起彼伏

冰清玉洁的霜花

像一幅藏在心底的旧地图

与故乡的距离只隔了一层夜幕

欢聚的笑声

已潜入上铺兄弟的梦呓

我的邻铺是一个年轻的父亲

床头放着一个大白兔毛绒玩具

他说要送给半岁大的女儿

列车在一个大站停了下来

我知道这节车厢里装满了父爱

抑或母爱，以及乡愁

太重了

列车只能休息一会

再继续前行，驶向春天

卧铺车厢

■■ 陈 赫

元宵情
（外一首）

咀嚼一口香甜

仿佛时光已经暂停下来

团圆的气味在蔓延

家的温暖，多么让人陶醉

如同仰头的明月

一轮皎洁，将前路照亮

豆沙馅、芝麻馅或花生馅

无论哪一种都带着甜蜜

那是母亲亲手制作的元宵

当喜悦爬上她的脸颊

笑容也布满了我的面孔

元宵佳节，喜庆的气氛

由幸福与满足构成

而那颗小小的软糯

总在传递着，绵长的情意

如同繁星，将夜空装点出

诗情与画意

五彩斑斓的光芒

是佳节最亮丽的风景

人们交出了笑脸，给冬夜

诠释出柔和的色彩

像归来的游子

风吹着它那精致的图案

宣告着春天来临的讯息

动物、花卉、吉祥的文字

无穷的魅力让人流连忘返

每一盏灯笼

也都能记录下一段光影

像这古老而美丽的故事

仍在被遇见的人，诉说着

灯笼情

□
徐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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