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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花上的幸福
■ 葛亚夫

有些日子是辞旧迎新的，比
如春节；有些日子是驻足仰望
的，比如元宵节。生活就这样，
走走停停，那些烟花装饰的岁
月，拖着影子的尾巴，繁华而孤
单。站在又一年的烟花下，我能
清晰看见那些远去的时光，踩着
烟花，明明灭灭走来。

正月的乡村只生长冰凌和雪
花，哪怕一丝光亮和色彩，都让
我迷醉不已。在那清贫的岁月，
春节过于寒酸，我的心灵和胃肠
一样饥饿。元宵节的烟花，让我
的视线高过村庄，知道了繁华和
绚烂，学会了仰望和幻想。

在那拮据生活里，我不敢奢
求太多，哪怕一个烟花。绚丽的
记忆都是借来的——我坐在家门
口，仰望别人家的烟花，幻想着
烟花般的生活。

元宵一过年渐远，我也要离
家了。多年后，我才知道，我那

么在意的并不是烟花，而是离
别。元在他们眼里，我是最耀眼
的烟花，承载着他们所有的仰望
和梦想。

时光就像荡秋千，我向前，
父母向后，愈行愈远。从小镇到
县城，最后到都市，我见识过最
繁华的烟花和生活，但我依然是
孤独的。烟花很近，家很远。不
知何时起，元宵节和我一起背井
离乡。年复一年，我以城市为
凳，仰望元宵，但我再找不到坐
在家门口的那种幸福。繁华的烟
花里，我仰望的不再是幻想，只
有村庄和父母。

时光是个吝啬鬼，先把春节
变短，又把岁月压弯。父母老得
比岁月还快，他们已弯成满月，
把我射得足够远。父母老了，我
才发现，摧毁他们岁月的利箭，
不是时间，而是我。那一年，我
辞职回家，只为了把春节延长几

天，陪父母过个月亮一样圆的元
宵节。

我买了很多烟花，把和父母
一样苍老的院落，装饰得流光溢
彩。父母依偎着坐在门口，一会
儿看烟花，一会儿看我。忽地就
想起那些一个人的元宵节，我坐
在公园石阶上，也是这样看烟
花，烟花绚烂，转瞬即逝，这多
像我们在一起的日子，还没来得
及品味，就已过去。我开始明
白，无论我走多远，我们都不曾
在彼此心上离开过。

火树银花，烟花让村庄沉浸
在一场春梦里。我陪父母坐在家
门口，看烟花，说话。幸福就这
样简单，只要一家人，在一起。
时光会老去岁月，烟花会陨落成
灰，但此刻，父母在，我在，幸
福也在。

母亲的汤圆
■ 张宏宇

儿时的元宵节就是母亲的汤圆
期盼的眼光粘在母亲的碗沿

溢满着圆圆的幸福
如今我每每看到汤圆

就会想起元宵节里的母亲
母亲包着新年的希望

揉进日日夜夜的心血和汗滴
母亲的汤圆饱含着浓浓的亲情

汤圆的味道就是母爱的滋味
汤圆味美可口格外清甜

融入了无私的母爱
让我一辈子享用不尽
那香喷喷的黑芝麻
温暖于心的汤圆

圆着一年的甜甜美美
滚动着吉利和团圆

赛灯笼
■ 焦辉

儿时的正月十五元宵节，颇
多欢乐。最有趣的当数“赛灯
笼”。

当天的晚饭，吃完汤圆，天
才擦黑。我们早已迫不及待了，
燃起灯笼，走出家门，村街上已
经到处星星点点地闪亮了。蓝的
夜穹里，散满亮晶晶的星星，美
丽的乡村里，也散满了亮晶晶的
星星，天地辉映成趣，煞是壮观。

大家伙慢慢聚拢在村头的大
晒场，开始赛灯笼了。赛灯笼分
文赛和武赛。文赛就是根据灯笼
的造型、特点、寓意、功能等分
出优劣，评委大多是我们小孩

子，也有些大人加入，如果遇到
分歧较大的情况，就问村里在镇
中学教语文的张老师，由他最终裁
决。武赛就热闹了，就是拿灯笼互
相碰撞，谁的灯笼先灭火或者先毁
坏谁输，而且事先约定，不许玩恼
打架，不许哭，要不村里的小伙伴
和他绝交。大多数时候，文赛和武
赛是搅和在一起的。

那时候的灯笼造型简单，大多
是用竹篾做骨架，外面蒙了层透明
的红塑料纸，底座是个小圆木板，
上面有个钉子，可以插蜡烛。伙伴
们为了比赛时取胜，多会在灯笼上
别出心裁。邻家的小亮哥用铁条捆
扎在灯笼外面，文赛时因为样子

丑倒数第一，武赛时因为有
铁条保护，打败了每一个

敢挑战的对手，得了第一。他正得
意，我们却纷纷嘲笑他，文赛倒一，
武赛正一，正负为零。他不敢得意
了，难为情地吹灭了灯笼里的蜡
烛，惹得晒场里的人们哈哈大笑。

有一年元宵节，去省城走亲戚
的母亲捎回来一个大公鸡灯笼。
这只纸灯笼好看极了，收起来像个
折扇，打开就是一只红冠金羽喔喔
鸣叫的公鸡。晚上点燃蜡烛，公鸡
威武雄壮，挑着走出家门，收获啧
啧赞叹。文赛时毫无悬念地荣赝
头名，接下来的武赛，我小心地护
着公鸡灯笼，不敢接受挑战。谁知
风吹来，公鸡摇晃几下，呼一下燃
着了，成了一只火公鸡。在大家
伙的哄笑里我心疼得偷偷流泪。

最霸气的灯笼是“忽闪灯”。

这种灯笼是另类，不参加比赛，
因为没有可比性。它是用白萝卜
加上一根簿竹片做成的。选个大
直溜的白萝卜，横着切断，挖掉
部分内瓤，倒进去煤油，用棉絮
搓捻子，插上长竹片作为手柄。
点燃后，火苗冒着黑烟，嗞嗞闪
动，竹片忽忽悠悠，煤油四溅。

后来又流行一种塑料做的圆
形灯笼，我们会剪一些图画贴在上
面，我曾偷剪了父亲书柜里《水浒
传》的插图，气得父亲拿着书追了
我半条村街。后来父亲看见这本书
就惋惜地摇头叹气。

如今的电子灯笼，会跑会唱，
造型百态，孩童们对挑灯笼已经不
大喜爱了。有趣的“赛灯笼”也在乡
村渐渐消失了。

灯节
■ 龚安明

借新年的第一轮圆月
为一个重要的时段作出小结

圆圆的形状不是符号
是饱胀的期许和嘱托

在三月收拢激情
开启春意盎然的生活

用月亮的皎洁
将香甜的美梦和祝愿包裹

日子的味道
在寻常的米面里

有待慢慢品味咀嚼

作为盛典的一节
这一天理当有声有色
繁盛的烟花扮靓夜空
迷人的花灯点亮前程

诠释多彩的生活
喧天的锣鼓相伴狮子

龙灯的舞动
载歌载舞中

将春天的律动闹醒
告别过去

为新的岁月壮行

闹元宵
■■ 戴忠群戴忠群

春节己过，百花争艳、姹紫
嫣红的春天展翅欲飞，喜笑颜开
的人们用各具特色的民间习俗闹
元宵：扭秧歌，踩高跷，舞长
龙，跑旱船、花车巡游，舞狮、
打腰鼓、逛迎春花市、观百花灯
展等民俗文化大餐，让老百姓在
祥和的氛围中红红火火过节，欢
欢喜喜闹新春，这些活鲜鲜的民
俗活动，弘扬了中华传统的的民
俗文化，提升了社会主义精神文
明建设水平，丰富了民众的业余
文化生活，为太平盛世增添了一
道道亮丽的风景线。

每年闹元宵都会让人们感受
到那些美好的瞬间，在心中留下
值得回味的记忆，让笔者梦寐难
忘的当数踩高跷、舞狮。五十年
代初，笔者在南方偏远小镇上小
学，别看年龄小，那时对踩高跷
的窍门是了如指掌，再熟悉不过
了，因为我上学的山南小学离家
有二百米远，下雨天道路泥泞，

又没有雨靴，就让大人做一个木
制离地三十厘米的小高跷，一手
抓住一根木把，踩在橫木板上，
一步一步走在泥泞的上学路上，
由于同学们都是这么来上学的，
一到下雨天，教室后面就放很多
自制“高跷”，那些自制“水靴”

“五花八门”，木制的、竹杆扎的
都有，每当放学时，校门外，放
学学生们的“高跷队”一排排，

“场面”十分壮观。
小学生都能熟练掌握踩高跷

要领，大人们来段踩高跷好似
“家常便饭”，易如反掌，每到年
关，小镇就组织起多支高跷队，
准备闹新春，农历正月，一队队
的高跷队伍，在腰鼓、小堂锣、
大钗的打击乐声的烘托下，喜笑
颜开穿街走巷，到处巡演。高跷
队伍人数不定，一般八九人，多
则十几人。身材高一些的踩低一
些的高跷，身材矮的就正儿八经
的去踩高跷，以至于让整个队伍

整齐划一。表演者一般都是穿戴
传统戏装，由开路棍打头儿，随之
便出现七仙女、青蛇、白蛇、唐僧、
丑婆等艺术形象。由于诙谐有趣、
粗犷喜人、声情并茂、倍受人们喜
爱。每年正月十一、十二开始踩
街，寓意告知人们在众多的民间闹
元宵活动中，先“挂个号”，正月十
五正式上街，一直闹到正月十八结
束。过街串巷时，沿途不少人家在
门前设八仙桌，摆上茶水、点心，放
鞭炮道辛苦，表示慰劳。高跷队在
此稍做逗留表演“过仙桥”、“扑蝴
蝶”、“渔翁钓鱼”“跳桌子”、“跳
双凳”、“大劈叉”还有“后滚
翻”、“单腿跳”等“特技”动
作，时而前仰，时而后翻，动态
风趣，以此答谢。

正月十五闹元宵，舞狮表演风
靡大江南北，提起舞狮，至今已有
一千多年的历史，时代不同，玩法
不一，各有流行。“舞狮子”多在年
节和喜庆活动中表演，特别是在元

宵节，舞狮子达到最高潮，狮子在
中国人心目中为瑞兽，象征吉祥如
意，在舞狮中寄托着民众消灾除
害、求吉纳福的美好意愿。

舞狮闹元宵，不但能让内地
民众、港澳台同胞一饱眼福，海
外侨胞对舞狮也情有独钟，那一
年，刚过春节，笔者随团出访美
国，在旧金山访问时，适蓬元宵
节，傍晚时分，我们赶到唐人
街，那里已是火树银花、人山人
海，闹元宵的重头戏是双人舞
狮，一人站立舞狮头，一人弯腰
舞狮身和狮尾。舞狮人全身披狮
被，下穿黄绿相间的狮裤和金色
长靴，引狮人以武生打扮，手握
红黄色诱球，配以小铜锣、手
鼓、逗引双狮。狮子在“引狮
人”的引导下，表演侧空翻、扑
跌、跳跃、登高卧底等技巧，并
走梅花桩、窜桌子、踩滚球等多
花样动作，表演中还时常讲究表
情，有搔庠、抖毛、舔毛等细微

动作，惟妙惟肖，逗人喜爱，玩
到谁的商铺门囗，店主来上一掛
鞭炮，拿出红包，塞进张开血盆
大口的狮子嘴里，狮头点头示
谢，围得水泄不通的观赏人群，
前仰后合，笑逐颜开，在异国他
乡能看到如此妙趣横生的闹元宵
场景，倍感亲切，唐人街上的华
人们兴高采烈无比兴奋，外国人
看到如此盛况，也欢眉喜眼，跷
起大姆指，夸中国真伟大，此情
此景，作为国人更感到无比自豪。

现在，我们的国家渐渐强
大，人们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
闹新春、闹元宵“推陈出新，百
花齐放”， 在继承传统风格的基
础上，高科技也融入民间艺木之
中，注入了新的元素，繁花似
锦，大放异彩，令观赏的人们目
不暇接，乐而忘返，闹新春、闹
元宵，闹得民众心花怒放、闹得
大家团团圆圆，真是“难忘今宵
醉，只缘春意浓。”

元宵节，中国的情人节
■ 陈佳

都说元宵节是“中国的情人
节”，此言不虚。古往今来，在这个

“车流水、马游龙，万家行乐醉醒
中”的浪漫夜晚，不知上演了多少
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

诗为心声。古诗词里不乏元
宵爱情故事的描绘。“去年元夜时，
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
昏后。”这是欧阳修笔下的约会场
景，明月才初上柳梢，这对青年男
女便迫不及待地相会在一起，互诉

相思之苦，全然不顾外面那灯火辉
煌的热闹。“拂墙花影动、疑是玉人
来”，这是莺莺等待张生时的心境，
明月东升，微风轻拂，花影阑珊，在
如此幽静的地方，安静地等待着情
郎的到来，心情是那样的激动，却
又有些许的不安。再来看辛弃疾
的《青玉案》，“众里寻他千百度。
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
处”。灯影重重，美人顾盼生辉，秋
波暗送，想来就情趣盎然。

品读诗词，不由为古代女子叫
屈，一年之中，也只能在元宵之际
才能借着看灯的名头去找寻爱
情。当然，如若在灯市里遇见个如
意郎君，一见钟情，定下终生，那也
算成就一段佳话了。这样的故事，
戏文里也多可觅到踪影。《春灯谜》
中宇文彦和影娘在元宵夜里山誓
海盟，而潮洲戏《五娘观灯》中陈三
和五娘也是在赏花灯时两情相悦。

如果说一见钟情是甜蜜的，那

破镜重圆就更显得弥足珍贵。陈
后主的妹妹乐昌公主，因为有了对
爱情的坚守，几经磨难后终于与前
夫徐德言团聚。故事中的另一个
男主角，有着“奸相”之称的杨素，
尽管名声一向不大好，但其成人之
美的雅量还是值得称许的。

又是一年元宵至。如若时光
逆转回到古时，不知那些只能怨叹

“暮云合璧，人在何处？”的李清照
们当作何感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