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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国梁

每逢
佳节

◎ 金晓慧

心情
笔记

何不趁兴似元宵
“十万人家火烛光，门门开处见红

妆。”每年正月十五元宵节，大红灯笼是必

不可少的点缀。红色代表着红红火火，吉

祥如意，红灯笼上丰富多彩的图案，也寄

托着我们对生活的美好祈愿。多年的习

俗延续下来，灯笼对我们来说，几乎近似

一种图腾，它照亮了黑暗，照亮了前路，是

喜庆、温暖和希望的象征。

寻常百姓家，到了元宵节家家都会制

做红灯笼。从遥远的年代开始，红灯笼就

被我们赋予了不同寻常的含义。我们扎

灯笼，挂灯笼，把对生活的美好愿望高悬

起来。扎灯笼的任务，一般是家里的男主

人负责。过年是一年中难得的清闲日子，

他们也乐得享受这样闲适的时光，会耐心

地扎红灯笼。孩子们帮着准备扎灯笼材

料，还在一旁打下手，他们满心期待地等

着大红灯笼挂起来。孩子们还要自己动

手，学着父亲的样子，耐着性子，做个手提

的灯笼，在元宵节晚上提着灯笼满街逛。

很多地方有提着灯笼“走百病”的习

俗。元宵夜，孩子们要提着灯笼去大街小

巷逛一圈。家家户户的孩子都到了街上，

他们笑着嚷着，在人群中穿梭，谈论着谁

的灯笼最漂亮。那些灯笼可能很简陋，有

的就是用罐头瓶做的简易灯笼，但孩子们

的快乐是不打折的。

当然，元宵节的花灯是最让人期盼

的。“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

元宵节观灯的盛况是那么让人兴奋！大

人孩子纷纷围在五彩缤纷的花灯旁，赞叹

品评，欣赏流连，场面热闹非凡。观灯习

俗起源于汉朝，到了唐代观花灯开始风行

起来。花灯闪烁，流光溢彩，象征彩龙兆

祥，国富民安。到了今天，各种样式的花

灯如同花朵一样缤纷而开，观花灯更是一

场视觉盛宴。

不过，记忆中最难忘的还是童年观花

灯的情景。记得小时候，我和伙伴们会聚

在一起观花灯。村子里每年都会举办灯

会，除了漂亮的花灯可以观赏，还有灯谜

可以猜。元宵夜，月上柳梢头，孩子们蜂

拥而出，街上沸腾起来。我很喜欢猜灯

谜，每每猜中一个，还可以得到小奖品，非

常开心。灯火阑珊时分，大家比着谁的奖

品最多，然后笑着闹着各自散去。

灯笼为我们的童年增添了无限乐趣，

成为元宵节记忆中最精彩的一部分。其

实，灯笼还有很多丰富的含义。在古代，

每年正月私塾开学时，父母会为子女准备

一盏灯笼，由老师点亮，称为“开灯”，预示

着孩子的前途将是光明无限。正因为如

此，我的父亲十分重视制做灯笼，每年都

不会有半点马虎，所以我家的灯笼总是引

来羡慕的目光。

如今，我心中的灯笼依旧明亮。元宵

节的灯笼，永远温情地高挂在我的记忆

中。那些美好的记忆和祈愿，会在每一年

启程之时为我照亮前路。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今年的

年味特别浓郁，各地庆祝新年的民俗活

动精彩纷呈，从徽州的嬉鱼灯到潮汕的

英歌舞。此番热闹正是记忆中的年味，

而小时候的新年尤在元宵节那一天达到

最盛，逛灯会、看舞龙、食汤圆，这一天是

年的结束也是新的开启。

过去，人们非常重视元宵节，和过年

一样隆重。从那些古诗词中就能感受到

上元气息了，灯火璀璨、火树银花、皓月

同辉，“东风夜放花千树”“一夜鱼龙舞”

“花市灯如昼”“灯烧月下月如银”。任想

象在诗词里游骋，元宵那一天，人们盛装

出行，手里拿着鱼灯，或是拎着花灯，灯

火点亮夜色，温柔年月，一路上都是谈笑

风生，而走不多远就是为舞龙舞狮连连

叫好。记得小时候，小镇上有一支由几

个村联合组建的舞龙队伍，每到元宵，吃

过晚饭，附近村庄的人都会聚集赶到一

个空地广场观看他们表演。烟花在夜幕

中绽放，空地上的烟花也开始燃放，一阵

锣鼓喧天，一条游龙瞬时飞奔而来，银光

飞溅，在众人的惊叹中，游龙或一跃而

起，或腾云驾雾。飞龙在天的气势，龙腾

虎跃的精神，在舞龙者矫健的步伐和强

劲的挥舞中不断展现，充满了生机朝气，

而人们也寄予新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热闹以外，元宵节无疑是浪漫的，

“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元宵节也

是古代的情人节，那天最美的风景不只

是花灯烟火，还有那些盛装出行的丽人，

“今夜可冷春，河桥多丽人。”“十万人家

火烛光，门门开处见红妆。”尽管电视剧

《大明宫词》里的情节是杜撰的，可我和

很多观众一样，对薛绍和太平公主在上

元节的邂逅印象深刻，在大唐解除宵禁

的元夜，古人们也许就是这样相遇的。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

在，灯火阑珊处。”

在美好佳节遇见有缘之人，这很难

不让人想到一种在热闹中今朝有酒今朝

醉的兴致。无论是“火树银花合，星桥铁

锁开”的盛景，还是“袨服华妆着处逢，六

街灯火闹儿童”的盛情，似乎是因为新年

的结束，人们用了最大的热情迎接度过

这个节日。灯火可亲，人间有情。这常

常让我想到《生年不满百》的感叹“昼短

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

待来兹？”元宵节，灯火通明，照亮这一整

年未来的每个日子，充满了温情和希

望。其实，我们对待人生也应以对待元

宵的这份趁兴，毕竟人生苦短，必须快

乐。历经三年疫情的憋屈，人们似乎滋

长出了一种“报复式”“爆发式”的补偿心

理机制，但趁兴本来就是对待充满了难

以预料的生活的一种积极态度。

唐寅在《元宵》中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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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趁兴热爱，趁兴努力，

趁兴奔赴，人生的每一天都值得我们像

过元宵节那份兴致一样，不辜负世间的

良辰美景。“年年乐事，华灯竞处，人月圆

时。”

夜深了，在烛光燃尽之后，我们

仍然兴味盎然。当时我想，如果有一

种蜡烛的火，能永远亮着，那该多好

呀！多年后，我在小商店里，看到几

元钱就能买到的塑料灯笼时，我想这

种用电池和小灯泡组成的不灭灯笼，

虽然不担心被烛火烧掉，但是怎么也

找不回童年时，那玩火灯笼的激情快

乐，感觉不够尽兴，更不够刺激，玩味

差远了。

在元宵节，我们小伙伴还玩火，

就是在一起放焰火，有的焰火在地上

转，有的焰火向天空冲爆，总是让我

们喜乐融融的。那时，街市上组织各

种大型活动，常有焰火晚会，五彩缤

纷的烟花飞上天空，炸开了的美丽景

象，像火树银花的美丽图案，像丰富

斑斓的天空彩虹，像姹紫嫣红的圣诞

树、蝴蝶梦、龙凤舞、天女散花……焰

火照得黑夜如同白昼，让我们欢呼雀

跃，尽情地跳舞，兴奋地唱歌。

元宵节观灯，在老家至今，仍有

人将它说成看火。据说这是因为，宋

朝有一个叫田登的州官，为了避讳他

名字中的“登”与“灯”同音，于是在元

宵节贴出告示：“本州岛依例，放火三

日。”为此有人讥讽地说出了一句传

世名言：“只许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

灯。”说得幽默多智，那当官的欺负百

姓，自己可以放火，却不准别人点灯，

简直太可恶了。在元宵节，禁火也有

此举，我当年从事森林公安工作时，

就在山区颁发过元宵节禁火的规

定。可是后来，我在一个山乡从事行

政工作时，又在元宵节开展了一场元

宵节的庆典活动，让灯、火、龙、狮，在

一条小街道上闹得红红火火，那些热

情洋溢的幸福人群，至今还留在我的

脑海深处。

有年元宵节，我去了祖籍乡下，

那儿的孩子们在元宵晚上玩一种“舞

扫火”的游戏，就是将用坏了的大扫

把，外面包上麦秆、稻草、柴棍，浇上

一点儿废油，点燃后就成了一只大火

把。孩子们拿着火把，在大人们带领

下，先是绕着自家的庭院舞上一通，

然后舞向村口、田野、高岗。为此有

人说，火把舞在家园村庄，就会带来

温暖如春的生机；火把舞在田园地

头，就会掀起五谷丰登的喜悦；火把

舞在高岗山梁，就会燃起一片生命的

激情希望。我看着男孩们，千姿百态

地舞动着火把，女孩子们兴奋地尖叫

着，不远处还有人高声唱起了嘶哑的

歌声。那激昂的场景太刺激了，还有

那唱歌的嗓音，刺穿月夜天空，让我

听得内心躁动，快乐得叫爽。

更让我激动的，当所有的火把都

熄灭了，又有人点燃了河沟渠埂上的

野草蓬蒿，于是一片连绵的枯草燃烧

起来，火光熊熊冲天，一种比“舞扫

火”更加浩浩荡荡的气势，让人心潮

澎湃。这时，我的一位同行者笑着对

我说，他仿佛感觉到了一种远古的气

息，因为我们的猿猴祖辈，就是在燃

烧的大火中产生了最早的生存智慧，

找到生命最耀眼的烟火喜悦，生之根

灵。也就是说，元宵节火趣，就是那

复古情结中的冲天火光，让我们感受

到幸福的流连，生命的感叹，看见了

人类崛起的风光！

我听了，立刻想起我国在元宵

节，早就有民间“社火”之说，那是自

演自娱的庆典活动，来源于人们对土

地与火的崇拜，社是土地神，火是火

祖或火神。我还想，在农耕文明时

代，中国人以土地为立足之本，而火

则是人们熟食取暖的生命之源，在源

本思维的生命灵光中，两者被视为具

有特殊含义的精神崇拜，于是形成了

“重社尚火”的观念。是呀，古老的土

地与火，相得益彰，融合成了生存的

风俗画卷，产生了祭祀的力量，在广

泛而又声势浩大的庆典仪式中，在娱

乐欢快的沸腾人群里，繁华似锦，无

与伦比，生成了中华人文的浩荡气

象，沧桑多彩，亘古绵延。

◎ 鲍安顺

童真
时代

我常想起童年时的元宵节，父亲坐在火塘边，他一边抽着水烟袋，一边用竹条和红纱布扎

灯笼。夜色降临，他在扎好的大灯笼里，放上一支大红烛，点燃后在我家大门前，屋檐下，高高

地挂上一排。父亲还在小灯笼里，放上小红烛，让我们兄弟姐妹拿在手中，去外面尽情地玩

耍。记得那时，在灯笼温暖的红色火光中，我们快乐得像一个个幸福的小天使，玩得乐不思蜀，

笑声朗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