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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十五闹花灯，是家乡
的传统习俗。据记载，闹花灯
的习俗始于西汉，兴盛于隋
唐。隋唐以后，历代灯火之风
盛行，并沿袭传于后世。在正
月十五晚上，街头巷尾，红灯
高挂，有宫灯、兽头灯、走马
灯、花卉灯、鸟禽灯等等，吸引
着观灯的群众。

民间流传着王安石妙联
为媒的逸闻趣事：王安石二
十岁那年赴京赶考，正逢元
宵节。他路过一地，边走边赏
灯，看见一家大户的门口高
悬一盏走马灯，灯下挂着上
联，征对招亲。联曰“走马灯，
灯走马，灯熄马停步”。王安
石一时对答不出，便默记在
心。到了京城，主考官以“飞
虎旗，旗飞虎，旗卷虎藏身”
让王安石应对。王安石眉头
一皱，计上心来，随口以“走
马灯，灯走马，灯熄马停步”
应对，最终金榜题名。返乡途
中，王安石又以主考官出的
上联，回对那副招亲联，结果
被招为乘龙快婿。一副巧合
的对联，成全了王安石的两
大喜事，一时传为佳话。

闹花灯对于孩子来说是
最为期待的，严冬渐远，春风
拂来，盼星星盼月亮，过了年，
元宵节终于如约而至。到了元
宵这一天，可以闹花灯了，小
伙伴高兴得不得了，三五成群
聚在一起，叽叽咕咕、指手画
脚，互相透露自家会制作什么
灯笼。吃过午饭，大人们开始
张罗制作灯笼，先拿出早几天
准备好的铁丝和竹篾，扎出一
个自己喜欢的花卉或动物的
框架，左看右看，觉得没有什
么瑕疵了，绑上插蜡烛的底
座，然后小心翼翼地糊上白
纸，贴上各种颜色的剪纸，灯
笼便大功告成，看上去栩栩如
生，活灵活现，漂亮极了。此
时，我们小孩也不会闲着，围
着灯笼乐颠颠地跑来跑去，或
站在旁边给父母打下手，时不
时地看一看、摸一摸，爱不释
手的样子，满眼含着笑。

到了晚上，急匆匆地吃了
羹，我手提父母制作的鲤鱼
灯笼，点亮蜡烛，通明透亮，
兴高采烈地走出户外。夜幕
降下来了，村里黑魆魆的，小
伙伴越聚越多，灯笼也越聚
越多，有兔子灯、鲤鱼灯、荷
花灯、蝴蝶灯、五角灯，五花
八门、赏心悦目。大家嘻嘻哈
哈，边走边看，相互比着谁家
的花灯做得好看，甚至为了
比个高低，脸红脖子粗，你一
言我一语地据理力争。自然，
吵归吵，闹归闹，争执了几下
便握手言欢，各自提着灯笼
继续在村子里转悠。

村子里星星点点、闪闪烁
烁，似繁星降落在人间，映红
了孩子们的笑脸。有人来了兴
致，调皮地拿自己的花灯直撞
别人的花灯，人家看见了，怕
自己的花灯被撞坏，左躲右
闪，大呼小叫，热闹非凡。突
然，“嗖”的一声响，有人放烟
花了，一个个烟花腾空而起，
在天空中姹紫嫣红地绽放，引
得小伙伴拍手叫好，整个村子
洋溢着热闹的气氛。直至夜很
深了，孩子们在家长的千呼万
唤中，才很不情愿地回到家。

提起元宵节，自古以来就
受到文人墨客的青睐，许多诗
人赋诗咏之。唐代诗人苏味道
在《正月十五夜》云：“火树银
花合，星桥铁锁开。暗尘随马
去，明月逐人来。”生动地描绘
了正月十五晚上，灯火璀璨、
月光皎洁、人潮汹涌的情景。
唐代诗人崔液在《上元夜》上
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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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把元
宵节人们涌出巷口，融入大
街，通宵达旦，兴致勃勃地观
看花灯表达得灵活传神，给人
以无限想象和回味。一边观灯
赏景，一边沉湎在古诗词中，
领略古人欢天喜地闹元宵的
盛况，别有一番意趣了。

一年又一年，绵延不绝的
闹花灯，点缀乡村的元宵之
夜，像一道精美的文化大餐，
浓缩在我孩提的记忆中，历历
在目。

徐成龙
（捡拾文字的麦粒）

闹花灯

一年一度的元宵佳节又到了。那
个晚上，是灯之展览、灯之争奇斗妍、
灯们最火爆最具规模的聚会。年复一
年，年年元宵，年年灯节。大凡国泰民
安时，灯节就热闹非凡，老百姓就欢
欣鼓舞；反之，灯节也萧条了，百姓也
落魄了。宋朝的陈烈写过这样一首
诗：富家一碗灯，太仓一粒粟；穷家一
碗灯，父子相聚哭。风流太守知不知？
犹恨笙歌无妙曲。

试想如果年岁不好，或者兵荒马
乱，民不聊生，遍地哀鸿，百姓连吃饭
都成问题，哪有心思、哪有钱搞什么
灯节？那糊涂的福建太守蔡君谟还搞
摊派，必得一家一灯，千古骂名自然
就逃脱不了啦。

提起灯节，我就想起关于元宵灯
的歌儿来。有首脍炙人口的民歌叫

《五哥放羊》：正月里正月正，正月十
五挂上那红灯。红灯（那个）挂在（那
个）大门外，单（来）等我五（那个）哥
他上工来……

这是一个地主小姐跟长工的爱
情故事，有点酸楚，有点委婉，也有点
小资。

下面的这一首，就比较革命的
了：都说那十五的月儿亮，比不过那
军属门前的大红灯。大红灯（那个）大
红灯，灯上写的是光荣，红灯挂在大
门外，照得全家红通通……

毋庸置疑，这是首拥军爱民的
歌。歌中的主人公张大哥，正在朝鲜
战场上“英勇杀敌立战功”呢，这样的
家庭，当然该好好慰问，好好关心，元

宵节喜气洋洋的大红灯笼，都被当做
犒劳的奖品挂到军属门上了。

我头一回看黄梅戏，就是《夫妻
观灯》。那时候我正读初中一年级，
花了一角钱买了张戏票，挤进那人
头攒动的剧场。这个戏人物简单，只
有小夫妻俩，他们一问一答、一唱一
和、载歌载舞的景象至今历历在目。
在这之前我看过几次越剧，以我十
一二岁儿童的心智，觉得越剧悲悲
切切、缠缠绵绵有点难懂；哪比得

《夫妻观灯》欢天喜地、明白易晓、朗
朗上口？这以后，凡课间休息时，同
学们常常夸张地模仿着舞台动作，
一边唱那黄梅曲调：

长子来看灯，他挤得颈一伸。
矮子来看灯，他挤在人网里行。
胖子来看灯，他挤得汗淋淋。
瘦子来看灯，他挤成一把筋……
同学们乐此不疲，校园里充满着

欢乐的旋律和笑声。
我的家乡是著名的工艺美术之

乡，花板雕、象牙雕、石雕、根雕、泥
塑、漆画、细纹刻纸等等，成就了一
批人才。打开网页搜寻“乐清象阳”，
肯定会找到那些个大名鼎鼎的工艺
美术大家。所以扎糊些元宵彩灯什
么的，完全是小菜一碟。简单的灯，
家家户户都会做，聪明的主妇就在
这个时候比心灵手巧，元宵前保密
着，等到灯节这天拿出来，赚了个赞
美和风光。

记忆最深是一种“马灯”（不是那
种旋转的走马灯），那是一匹匹篾扎

纸糊、画上眼鼻嘴脸、装上长长尾巴
的“马”，分前后两块，都点着蜡烛，用
细绳分别系牢在半大孩子们身前背
后，看起来他们就像骑在马背上一
样。孩子们且歌且舞，仿佛马群在草
原上奔腾跳跃，烛光把马体照得通明
透亮。那时我还小，很羡慕有资格穿
着红袄绿裤的哥哥姐姐们。有一次灯
会结束，一位叫小春的女孩却哭得委
屈，原来蜡烛翻倒，烧了马灯烧了缎
裤子还烧疼了她的屁股。

村子里有扎得龙船灯的高人，此
君不但懂得天文、地理、文学、历史；
且雕、塑、镂、画无不精通。

扎龙船灯是一项大工程，往往得
花几个月的时间。灯的大小、形状，是
仿古代皇帝坐的龙船。船身分四五
层，层层雕梁画栋，间间金碧辉煌；门
窗是细纹刻纸的，精致考究，“墙”上
的楹联壁画，美不胜收；人物的头脸
是彩泥捏的，惟妙惟肖，衣服是彩纸
剪的，巧妙合身。每层都是一台戏，或

《水浒》，或《西厢》，或《红楼梦》《西游
记》《白蛇传》《封神榜》，一出一出，像
立体的连环画，绕船舷一周就是一个
故事，把龙船弄得像个多层次的露天
剧场。几百号人物造型准确，神采奕
奕；摇动船下的机关，仕女们衣袂飘
飘似歌似舞，武将们枪来戟往，打得
如火如荼。

这样的龙船灯带头，后面跟上童
子观音灯，八仙过海灯，百兽闹春灯，
鲤鱼莲花灯……更有磬锣鼓钵铿锵，
喇叭唢呐齐鸣，把个灯会搞得轰轰烈

烈，热火朝天。男女老少扶老携幼纷
至沓来，真是人山人海叹为观止。

如今，城里的灯节似乎更为隆重
了，除了五花八门的传统灯笼，还有
各种电子灯、霓虹灯，闪闪烁烁，变幻
无穷；配以彩车，台阁，炮仗，焰火，更
兼来自四乡八镇的狮子队、舞龙队、
歌舞队，腰鼓队；真是火树银花，车水
马龙，正应了李清照的青玉案《元
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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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清静的人，自然到灯火阑珊
处，那里有一盏盏宫灯，挂着一条条
精彩的灯谜。灯谜集知识之大成，没
有相当的文化根基是不敢问津的。在
这里，文人雅士济济一堂，叙叙旧情，
亲身“射虎”，实在是一年一度难得的
赏心乐事呢。

元宵灯节是一年之中最闹的节
日。往往倾城而出、万人空巷。年轻的父
母们更要保护好自己的孩子，君不见

《红楼梦》里那个苦命的英莲、金陵十二
钗副钗里那个聪明善良的香菱——就
是在元宵灯节观灯时被人拐走的，当
时她才3岁。一个好人家的女孩子，被
卖来卖去，受尽欺凌；后来还成了流氓
地主薛蟠的小妾，历尽沧桑……

所以在这一天，就有很多人观不
成灯，因为他们要为大家的安全操心
啊。像我们这些“如今憔悴，风鬟雾
鬓，怕见夜间出去”的人，应该是静悄
悄地耽在家里，“不如向帘儿底下，听
人笑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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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宵节，古时又称上元节、元夕
或灯节，时间为农历正月十五。正月
是农历的元月，古人称“夜”为“宵”，
而正月十五是一年中的第一个月圆
之夜，所以称正月十五为“元宵节”。

“元宵节”源于民间“开灯祈福”的
古俗，东汉时，汉明帝为了弘扬佛法，
下令正月十五夜在宫中和寺院“燃灯
表佛”，这就是元宵张灯的“雏形”。

隋唐时，元宵节已发展为集赏花
灯、猜灯谜、放烟花、赛歌舞等娱乐项
目为一体的民间重要节日，盛极一
时。《隋书·柳彧传》就记录了这样的
盛况：“每正月望夜，充街塞陌，聚戏
朋游。鸣鼓聒天，燎炬照地。”当时的
长安百姓，每逢元宵夜，往往呼朋引
伴，倾城出动，观灯看戏。街头表演也
极为丰富有趣，“人戴兽面，男为女
服，倡优杂伎，诡状异形。”

“ 元 宵 节 ”在 古 时 还 有 另 一
面----它是古代青年男女极为看重、
珍惜的土味“情人节”。

自唐宋开始，从正月十四到十六
这三天，各地会开放宵禁，有灯街花
市、通宵歌舞，热闹非凡，而平日里只
能待在闺房中的少女们，也被允许结
伴外出，这在客观上，为青年男女谈
情说爱创造了机会和条件。于是，在
这“花市灯如昼”的元夜里，便有了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
在，灯火阑珊处”的一见钟情；有了

“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的郎情妾
意；有了“但愿暂成人缱绻，不妨常任
月朦胧”的柔情蜜意；但也免不了上
演“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这类的
爱情悲剧。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
圆缺，此事古难全，爱情亦如是。所
以，也就有了纳兰性德“人生若只如
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的千般感慨。

宋代大文豪苏东坡在词作《蝶恋
花·密州上元》里记录了他在杭州、密
州两地过元宵的情境与心情：“灯火
钱塘三五夜。明月如霜，照见人如画。
帐底吹笙香吐麝……寂寞山城人老

也。击鼓吹箫，乍入农桑社。火冷灯稀
霜露下。昏昏雪意云垂野。”东坡居士
曾在杭州做过地方官，在那里过了几
个惬意的元宵节。杭城自古繁华，元
宵夜自然是流光溢彩、火树银花，富
贵人家更是香车宝马、帐底吹笙，极
尽奢华。如今被贬斥到这个穷乡僻壤
的密州，心境本就不好，又过了个无
灯无火、孤单寂寞的元宵节，两相对
比，他顿生“清冷萧索”之感。加之当
地连年蝗旱，民不聊生，更让这个爱
民之官郁郁寡欢，才四十岁的他，就
发出“人老也”的感叹。

不过也并非全是伤心、沮丧之
事，元宵夜城郊散步时，他碰巧听到
了箫声鼓乐，见到了百姓祈求丰年的
社祭场面，此时云垂四野，晚来欲雪，
诗人触景生情，隐隐然，便萌生出几
分“瑞雪兆丰年”的希望来。

而同样感慨“流光容易把人抛”
的，还有时年六十多岁，因战乱避难
于江南的李清照。这位被后人誉为

“千古第一才女”的宋代女词人，在临
安（杭州）度过了人生的又一个元宵
节。国破家亡，孑然一身，每逢佳节倍
思亲，难免心中凄苦，于是便有了传
诵一时的名篇《永遇乐·落日熔金》：

“中州盛日，闺门多暇，记得偏重三
五。铺翠冠儿，捻金雪柳……如今憔
悴，风鬟霜鬓，怕见夜间出去。不如
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诗人忆起
了少时在中州（开封）与闺蜜们一起
逛花灯、过元宵的热闹场景，她和丈
夫赵明诚，就是那时相识的，也曾“月
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而如今，“物是人非事事休”，夫
君早已撒手西去，只剩她孤苦伶仃，
苟活于乱世，年纪大了，更懒得收拾
了。虽有人邀请赏灯，却再也没有心
情，去凑那些个热闹了，倒不如待在
家里，“听人笑语”。这不由得让人想
起朱自清在《荷塘月色》里的一句话
来：“热闹是他们的，我什么也没有。”

古诗文里“过”元宵，别有一番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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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十五的月亮十六圆，在我的
家乡台州却是十五的元宵十四过。

为什么十五的元宵却要十四过呢？
据说这事跟戚继光在台州抗倭有关系，
有较真儿的人还真就去翻史书方志细
加考证，言之凿凿地说这是瞎扯。

台州府地处东南沿海，明朝年间
受倭寇之害不浅，戚继光在台州抗倭
救民功德无限，留下了不少或真或假
的传说，老百姓把各种民俗文化与戚
继光抗倭扯上关系，那是感念戚大将
军的功绩，非要正经八百地去戳破，
那似乎也太煞风景了点。

不管是不是因为戚继光，反正台
州人就是正月十四过元宵了，如同将
除夕叫成三十夜，正月十四也被叫成

十四夜。中国人过节怎都离不开个吃
字，既然过节的时间都独树一帜了，
台州在过元宵时候吃的东西自然也
与众不同。

北摇元宵南包汤圆，而台州吃糟
羹。糟羹又叫山粉糊、番薯粉糊，这么
朴实的名字一听就知道糟羹和番薯
粉肯定大有关系，没错，糟羹就是以
番薯粉——台州又称之为山粉——
为主料，加以各种切成细丁的配料煮
成的糊状食品。我老家台州天台偏给
取个名字叫“糊辣沸”，着实让人丈二
和尚摸不着头脑。

糟羹、山粉糊也好，糊辣沸也罢，
关键在于选料要好，精肉、冬笋、香菇、
荸荠、油豆腐、胡萝卜、年糕、菠菜等

等，切细丁炒熟，加水煮开，同时把番
薯粉在温水中调成浆，水开后调小火，
将番薯粉浆水慢慢倒入并不断搅拌，
直至变成稠糊状后略加调味即可。

在半透明的番薯粉糊中，年糕管
白、胡萝卜管红、菠菜——老家人管
叫菠嫩菜，这多个嫩字，一股水灵灵
的画面感——管绿；冬笋、荸荠提供
爽脆，精肉、年糕负责粘韧；香菇和冬
笋一起鲜，精肉、油豆腐等飘不同的
香。热气腾腾出得锅来，是又好看又
好吃。据说老吃客能够不用筷子不用
勺，光端着碗边转边吸溜，一会就能
干脆利索吃完一碗。

离家在外，能吃到家乡美食的机
会本来就少，像糟羹这样的时节美食

就更少了。有一次在家乡过完年回
来，家里人在满满的各色土产中又给
塞了一袋子的番薯粉。那年的十四夜
馋虫大发，我翻找出这袋番薯粉准备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按照记忆中的程序逐一加以复
制，一切都很顺利，偏偏在最后关头，
我忘了将番薯粉先行用水划开，直接
投入沸水中，结果结成一团一团外熟
里生的番薯粉块，以致功败垂成。馋
虫难耐心尤不甘，收拾完残局后，我
又重启炉灶，这回汲取经验和教训，
得以顺利完成。

热气氤氲间，我捧着这碗喷香美
味的糟羹，吃得眉开眼笑，异乡的团
圆节照样温暖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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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完元宵，照理说，“年”就结束了。但农村里的年味，往往
会持久一些。

屋檐下的灯笼依然高挂，门前的春联仿佛墨迹未干。孩子
们会抓住寒假的结尾，放放鞭炮，疯玩一番。

我们常说，年味淡了。但倘若你有心去台州的古村落走
走，会发现年的气氛，在这里浓郁依旧，久久未消散。

——编者絮语

任秀玲 摄

古村里的年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