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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十五闹元宵，是中国人传统里甜
蜜温馨又团圆的日子。这一天，是春节的
杀青与压轴，是平民百姓对年味儿的反刍
与回味，过了这样一个灯火灿烂的夜晚，
年可就真的跑远了。

小时候，在豫东老家，元宵节的热闹
程度丝毫不亚于除夕和大年初一，甚至还
要更喧闹和喜庆一些。在我的记忆里，除
夕和大年初一，除了烧香拜神敬祖宗，吃
团圆饭给长辈拜年得压岁钱放鞭炮以外，
再没有别的令人乐此不疲的事情了。而元
宵节却不同，从农历正月初十开始，人们
又把渐渐冷却的年味重新暖热，大人、孩
子都忙碌起来，紧张而兴奋，都要把元宵
节闹出新的高潮。

大人们开始张罗踩高跷、走旱船一系
列民俗表演，男女老少最爱看的就是滑稽
至极的走旱船和“拉死驴”了，但这些稀
罕景儿要跑到人山人海的镇子上，骑到大
人肩膀上才能勉强看到；晚上会跑到有钱
人家里看烟火，谁家放得多，谁家花样多，
谁家就成为众人眼里羡慕的对象。那时我
家很少放，顶多放几个便宜的“钻天猴”之
类，惹得我们小孩子总是埋怨父母小气。

男孩子们把这些先放在一边，更心急
的，是摆弄自制的灯笼和火药枪，这都是
闹元宵的利器。那时的乡村，没什么现成
的玩具，反倒培养出了孩子们良好的动手
能力。我们用废弃的自行车链条拿粗铁条
串起，做成枪管，用铁条拧成枪柄，把钢
条一端磨尖，做成撞针，把自行车内胎剪
成条状，做扳机，火药是现成的：把过年
拾的炮剥开，里面的炮药能攒一大塑料
瓶。我们还用高粱秆扎出骨架，再把红红
绿绿的彩纸糊在外面，做成公鸡、鲤鱼、
马等各式各样的造型，里面放上红蜡烛，
一盏别具匠心的灯笼就活脱脱地出现在面

前了。这种纸灯笼，讨女孩子和小孩喜
欢，只能小心翼翼地挑着，如不小心把蜡弄
歪了，灯笼一下子就烧了。半大男孩子家
更钟爱的是自制的“忽闪灯”：用半截萝卜
或白菜疙瘩，中间挖一个碗状的洞，穿在
弹性极好的细长荆条上，洞里放上棉花或
破棉布，浇上煤油点燃，火苗呼呼啦啦犹
如火把，灯的主人挑起荆条手柄像挑起渔
竿，灯碗忽忽悠悠一上一下，威武得很。
我们用“忽闪灯”打仗，往往是两伙人在
开阔的马路上各执“忽闪灯”，一声呼
哨，战斗瞬间打响，谁能用自己的灯把
对方的灯打灭，谁就是胜利者。常常是
喊声震天，煤油味混着焦糊味，谁的头
发点着了，谁的棉袄烧个洞，谁的脸弄了
一团黑油灰……突然哭声传出，转眼又被
更大的笑声覆盖。这样的闹法，着实过
瘾。

元宵节，自然离不开吃元宵。过去，
元宵在豫东周口一带，似乎不太流行，大
概因为那时平民餐桌上以面食为主，糯米
之类很难见到，所以寻常人家基本上吃不
到元宵。我也是参军到了焦作，才第一
次吃上元宵。关于老家人不吃元宵，还
有一个传说。据说“洪宪皇帝”袁世凯

“登基”以后，听到北京城里有人高声叫
卖“元—宵！”，觉得“元宵”两字不吉
利，大有袁世凯被消灭之嫌，联想到自
己的命运，于是在 1913 年元宵节前，下
令禁止称“元宵”，只能称“汤圆”或

“粉果”。虽然历史的洪流滚滚向前，早
已将前尘往事淘洗一空，但作为袁氏的
同乡，多多少少受了影响，在饮食上与元
宵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不过现在不同了，
在这个自由平等的社会里，只要你有胃
口，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早已是你的元
宵你做主了。

有一年的元宵节，最令我难忘。那是
父亲在世时最后一个元宵节。彼时，父亲
又一次病重，住进了医院。元宵节前夕，
我带着5岁的儿子，搭坐300公里的长途
汽车来看望父亲。那一天风又冷又硬，天
空下着雨夹雪，大街上张灯结彩，踩高跷
的锣鼓声很密集也很热烈，一阵阵从远处
传过来。可是这些喜庆的气氛与我无关，
反而更增加了我心情的沉重和凄凉。在病
房里，见到了正在输液的父亲和陪护的母
亲，也许是见到了至爱的儿子和孙子，父
亲的精神还不错，比预想中的情况好了很
多。傍晚时分，输完了液体，父亲如释重
负，母亲也长舒了一口气。父亲和儿子摆
开象棋，开始“纵情厮杀”，母亲拉着我
的手，问长问短。我们完全忘记了苍白的
病房，忘记了冰凉的医疗器械，忘记了窗
外不时绽放的美丽烟火。简单吃过晚饭，
父亲执意要和母亲一起，送我和儿子到医
院外的小旅馆。那是一间非常简陋的小房
间，没有热水空调，没有卫生间，只有一
只昏黄的灯泡和一台破旧的电视机。我们
打开电视，正好播放河南电视台的“梨园

春”，父亲和母亲都是老戏迷，看得津津
有味，儿子那天特别懂事，居然不闹着看
动画片，而是缩在爷爷怀里，安静地陪着
老人看戏。当看到小擂主孔莹表演时，我
说孔莹的爸爸还是我高中同学哩，父亲格
外高兴，忍不住自豪地说：“陈州自古是
宝地，还是咱淮阳出人才呀！”那个元宵
节，没有元宵和美食，没有美酒和鲜花，
没有烟火和灯笼，但是那简陋、昏暗又冰冷
的小旅馆，却给了我们祖孙三代人如此的
宁静、安详、团圆和温暖！大味至淡，大爱
无言。那个元宵节，是痛楚而美好的。

今年的元宵节忽地来到了眼前，而我
心中的元宵节却渐行渐远，那些节日里的
情和景，人和事，如同最初来往甚密后来
慢慢疏离的亲戚，不知不觉走散了。仿佛
黄河东流日夜不息，那些流逝的旧时光，
那些远去的亲人们，都回不来了。

大街小巷里，商家依旧喧闹，几千年
传下来的元宵节，依旧被他们打扮得花枝
招展，依旧被他们渲染成盛世繁华。

毕竟，唯有这个节日，是可以肆意欢
闹的。要不，怎么会叫“闹元宵”呢！

心中的元宵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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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那偏远的故乡，一年之中
最热闹的时候，当数元宵夜了。
热闹不是鞭炮轰鸣，也不是筵盛
人沸，而是满村的灯火通明。

傍晚时分，这热闹的场面便
渐渐拉开了帷幕。每户的当家
人，在堂屋进行着一系列祭祀活
动，他先洗脸净手，将供桌打扫
干净，点亮两边的灯盏，摆上三
只香炉，最里边靠墙处放置着有
三个台阶的供台，从厨房盛来三
只扣碗米饭放在供台最上层，再
端出三碗冒着热气的熟肉，上面
都插了筷子，正对着扣碗米饭放
在第二层，最下层布上三盏酒
盅，倒满温热的酒，此时，满屋
的米香、肉香、酒香，缭绕氤
氲，节日气氛一下子浓了起来。
然后，燃香、烧黄表纸、跪拜叩
头、小声祷告，祈求一年的幸福
平安。当他礼毕站起时，候在门
外的人立即点燃鞭炮，顿时一阵
噼里啪啦，轰响震天。

然后，家里派人带上香、黄
表纸、鞭炮、蜡烛、纸扎的灯笼

裤等，去祖坟。到达后，首先在
每个坟头插上三根或四根细棍
儿，套上纸扎的灯笼裤，将蜡烛
在里面插紧，然后焚香、烧纸、
跪拜、放炮，最后把灯笼里的蜡
烛一一点燃，打道回府，身后留
下一片光亮。

回到家中，还要在厨房、桌
脚、床腿、门墩、墙洞、牛棚、
猪圈、鸡舍等犄角旮旯儿处点着
蜡烛，就连茅厕也要点亮，当地
把这种仪式叫“送亮”。有人想
预测一年的雨水分布情况，别出
心裁地在供桌边放上一排 12 根
蜡烛，从右往左对应一年 12 个
月，如果有闰月，再添加一根，
同时点亮，观察每根蜡烛燃烧的
快慢进度，快者预示雨水多，慢

者则预示干旱。供桌一般是木质
的，害怕蜡烛燃尽时烧了桌面，
有的以硬币或铜钱为托，有的用
铁条垫底。这种预测到底准与不
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烘托渲
染了节日的气氛。

村边的水塘也开始热闹起
来，每家每户都在木板上放置点
燃的蜡烛，轻轻推入塘中，于是
一塘烛光熠熠，又是一道亮丽的
风景线。

此时，举目眺望，村前屋
后，土坡洼地，到处灯光闪烁，
你能说不热闹吗？

元宵夜在祖坟上点灯笼，故
乡俗称为送灯。这种习俗只在一
小片区域流行沿袭，它源于何时
何地，难以知晓。但是，习俗早已

根深蒂固，深入人心，曾在这里生
活过且有家人埋葬于此的人，无
论迁居多远，都会尽可能地在元
宵夜赶来送灯。如果当地有亲人
或亲戚，他们就赶在天黑前到达，
带着礼物和送灯的用品，既拜年
串亲，又送灯祭祀，把两件事一次
办了，省力、省时、省心。礼物当
然可以随身带进亲戚家，但送灯
的用品是万万不能带进人家的，
这是忌讳，不过，可以暂时放在户
外远处，只管放心，没有人会动这
些东西的，待送完灯后，便在亲戚
家吃饭就寝。

送灯的人事先须计算好要送
的是哪些坟，以便提前准备好有
关用品。每户人家在一座坟丘上
只送一个灯笼，谁家的男丁无论

多少，只要分家立户，就各送
各的，不能替代，所以，看某
个坟头上灯笼的数量，就能知
道墓中人后代的多寡、分支的
繁简。当然，也有人不按这一
规矩，家里的男孩多，不管是
否结婚、是否成家另立炉灶，
有 多 少 个 男 孩 就 送 多 少 个 灯
笼，以显示其人丁兴旺。

故乡人最不情愿在元宵夜刮
风下雨了，风吹雨淋之下，外面
是难以点亮蜡烛的，送灯的仪式
也只能草草收场，那灯光遍野的
热闹场景就看不到了，只留下一
夜遗憾。现在，这一遗憾已不复
存在了，人们以塑料薄膜代替纸
张，以蓄电灯泡代替蜡烛，既抗
风防雨，又相对安全。

身在异乡几十载，我一直回
想故乡的元宵夜，想念那如繁星
闪烁的灯光世界，灯光是安静
的，但又是热闹的，充满着浓浓
乡情，散发着故乡的温暖，它像
游子心中一盏永不熄灭的灯，指
引着回乡的路。

故乡元宵夜

如果说团圆是春节的主题和
核心，那么，走亲戚就是对这个
主题的生动诠释，是对这个核心
的热情拥抱。

我老家在修武县，上个世纪
六七十年代，这里还没有摘掉贫
穷的帽子，人们一年之中最向往
或是感到最有生活意义的，就只
有春节了。

“三里不同俗，十里改规
矩。”由于习俗不同，我们这里
走亲戚的规矩跟很多地方是不大
一样的，从农历大年初二开始，
按照顺序，依次是舅家、姑家、
姨家、老舅家、老姑家、老姨
家，至于其他亲戚，比如已出门
的姐家，或是认有干爹、干娘的

“干亲戚”，则更要往后排了。
我家姐弟三个，姐姐排行老

大，长出我哥和我十来岁，所以
在我幼小的记忆中，去舅、姑家
拜年走亲戚这项重要的任务，常
常由哥哥和我去共同完成，当然
这也是我们非常乐意去走的亲
戚。

我的舅家和姑家相距不远，
都在我家住的东南方向十六七里
地开外。每年走亲戚前，母亲都
会早早把我和哥哥精心打扮一
番，整整帽子，拉拉围脖，拽拽
衣襟，生怕我们穿戴得邋遢，走
在路上会丢她的人，更不要说到
了亲戚家。

走亲戚，自然是需要拿礼
的，但在那个物质特别匮乏的年
代，即使是那些排在前面的最重
要的亲戚，也没有什么“大礼”
可以拿得出手，经常是大米配红
薯两样东西。说是两样东西，其
实量都少得可怜，一家亲戚最多
也就两碗大米、三四块个头不是
太大的红薯。

母亲怕我们把礼弄差了，送

错了人家，常常是用不同颜色的
布包把礼分装开来，交代我们，
这个花包是给谁家的，这个红包
是给谁家的，而这个蓝包又是给
谁家的。我们把母亲的这些话记
在心里，然后按照份数和重量进
行分工，哥挎几个，我挎几个，
就兴高采烈地出发了。临出发
前，母亲又会反复叮嘱我们，在
路上要正意走，不要贪玩把礼弄
撒了，更不要靠近河边或井旁，
当心掉下去。

记得当时俺村有一户姓周的
人家，他家的亲戚跟俺舅家是邻
村，每年走亲戚的时候，我们两
家都会提前商量，结伴而行。去
的时候，到了该分手的地方，我
们就以附近的某棵树或电线杆作
参照，相互约定，下午大概几点
钟在这里集中，如果到时候等不
上对方，就要在树上或电线杆上
留个记号，以便后来者一目了
然，不再误等。

就在这种有说有笑、高高兴
兴地结伴行走中，我们往往要走
差不多两个小时，才能到舅家。
这里，有三四户亲戚要走动。我
和哥哥先从舅家开始拜年，那时
尽管大人也教过如何磕头，但我
们往往会把磕头这一本来很严
肃、很认真的事，做得心不在
焉，敷衍了事，对着当屋的桌
子，猛地跪下，喊一声亲戚的称
谓，再象征性地一磕头，就迅速
站了起来，整个过程大概也就三
四秒钟。这时，我们最为关注

的，不是自己磕头的动作是否规
范，亲戚是否满意，而是他们早
已备在手里的压岁钱。每当我从
亲戚手中接过那崭新的壹角“割
耳朵票”时，就会平平整整地把
它装进口袋，绝不折叠，唯恐破
坏了它的手感和美感。

由于姑家是初二走亲戚的最
后一站，所以记忆中这天的午
饭，我和哥哥大都是在姑家吃
的。这其中还有一个我们心照不
宣的原因——在姑家能吃到更多
的肉。可能是我们连续几年不在
舅家吃饭的缘故，有一年我和哥
哥准备从舅家往姑家去时，舅舅
一再对我们说，下午回来时一定
拐到这里吃些东西再走。我们怕
伤了舅舅的心，那年从姑家拜年
回来后，真的返回去了舅家。舅
当时不在家，一直在家等候我们
的妗，指着桌子上准备好的几样
菜，笑着说，是不是你姑家做的
饭菜比我做的好吃？恁舅说了，
今天这俩外甥来了，不吃桌上那
只烧鸡，就别让他们走。

那一次，我和哥哥乖乖地坐
在那里，美美地又吃了一顿，还
喝了一碗放有山药的大米汤，热
乎乎的，好喝极了。当时我们心
中的那种满足感和幸福感，就别
提了！

后来，我和哥哥渐渐长大
了，家境也慢慢好转，走亲戚拿
的礼已换成了每两盒一提的花花
绿绿的点心，走亲戚的方式也

“洋气”起来。记得是教书的父亲

花20多元钱买了一辆半新的“洋
车”之后，我和哥哥走亲戚的历史
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要么是
率先学会骑车的哥哥骑在车的大
梁上带我去，要么是举家出动去
几十里外的老舅家时，父亲先带
两个人往前走几里地，再返回去
把丢在后面步行的人带回来。就
这样来回折腾几次，才能到达亲
戚家。我们虽然免去了走太多路
的辛苦，可我现在都不能忘记，父
亲这样带着我们奋力顶风蹬车的
样子和他急促的喘气声。我想，
父亲那时尽管累得够呛，但他心
里一定是甜蜜的、幸福的。

如今过年走亲戚，除了距离
极近或想要健身和浪漫的，大都
有各式各样的交通工具，可以迅
速到达，快去快回，不用再走路
了，但我越来越觉得，这种现代

化的方式，更像是在为了草草完
成一项任务，虽说时髦了许多，
便捷了许多，华美了许多，但同
时也失去了许多乐趣和幸福。交
通和通信工具还没有进入寻常百
姓家的年代，亲戚之间一年之中
很少能见上一面，说上几句话，
叙叙旧，沟通沟通感情的，所以
过年时走亲访友就显得尤为重
要，意义重大了。现在大家天天
可以打电话，即使是天各一方，
也可以轻松地通过视频满足相思
之情，体验畅谈之兴，但毋庸置
疑这种便捷同时也在悄悄淡化着
人世间的亲情。

不是所有古老的东西都应该
保留和传承，也不是所有逝去的
岁月都值得怀念和珍惜，我们需
要的，是经过千百年的岁月沉淀
之后，那些依然闪耀着人性和文
化的光芒，不会被嗤之以鼻、束
之高阁的东西。亲情、友情、乡
情等这些在我们的生命中弥足珍
贵、浓得一代又一代人都无法化
开的情意，不正是需要我们去用
心感悟、文明传承、发扬光大的
吗？

走亲戚

元宵前夜与好友龙源湖话旧
□阿 丙

年年此际入山中，
石场飞尘蔽大空。
已算关门三载满，
倍觉消孽一身轻。
风和喜赏楼头月，
波暖频摇夜半星。
新岁常期多丽日，
人心天意两盈盈。

元夜忆旧
□侃 夫

老来无事自从容，
每忆儿时元夜灯。
叵耐童心思舅至，
敢冲寒气喜烛明。
紫芽姜手赖娘焐，
烂银盘月恼云封。
而今处处光如昼，
阅尽繁华梦亦空。

灯 夜
□司言志

谁点满天星，
更燃一月明。
千家挂灯彩，
万物沐春风。
天上有银汉，
人间不夜城。
忽思爆竹闹，
欲觅却无声。

元夜抒怀
□蕉雨亭主

春雨霏霏送管弦，
万家灯火已阑珊。
数重帘幕湖波冷，
几处楼台星斗寒。
小径棠枝红欲透，
断桥梅树绿犹残。
虽逢佳日倍寥落，
不尽离愁寄九天。

元 夜
□田晓霞

不期三五元宵近，
天落琼芳街市澄。
莫叹寻常烟火绝，
清空月下赏花灯。

元宵节观灯
□袁宗一

银花玉树闹元宵，
接踵摩肩涌似潮。
东街攘攘观花鼓，
南市熙熙解锦谣。
灯海飞波怀府路，
银河泻彩北湖桥。
新春今始无烟火，
盛世清明映九霄。

（注：解锦谣，即猜灯谜。）

元夜踏灯
□清 秋

十五花灯月下游，
群芳满目竞风流。
凝听隔岸飞欢笑，
故友相逢已醉眸。

观花灯
□刘忠国

元宵之夜眼猩红，
熬到三更趣味同。
谜语幽深猜不透，
花灯旋转乐无穷。

元 日
□北里汉

一冬尘雾锁重楼，
飞雪携春亮眼眸。
元日艳阳铺碧野，
诗词唱和慰同俦。

浣溪沙·元夜
□白凤岭

明月一轮上柳梢，彩灯互映小城娇。家家心愿煮元宵。
爆竹年来初禁响，天空雪后更晴寥。观灯赏月兴尤高。

浣溪沙·闹元宵
□白凤岭

好戏连连次第排，你方演罢我登台。村庄街道接连来。
唢呐秧歌腰鼓女，高跷杂耍旱船孩。怀梆悦耳久徘徊。

（市诗词学会供稿）

元宵诗会

元宵佳节其乐融融（国画） 张恒中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