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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宵节

银花璀璨上元开，瑞彩祥光捧月来。
四海欢欣歌玉兔，三山雀跃舞瑶台。
星河泻地千般韵，焰火腾空万仞嵬。
喜转安康添雅兴，灾氛散去抱春回。

七律·癸卯元夕

■常柏林（四平）

元宵节，又称上元节、小正月、元夕或灯
节，时间为每年农历正月十五。

正月是农历的元月，古人称“夜”为“宵”，
正月十五是一年中第一个月圆之夜，所以称
正月十五为“元宵节”。元宵节习俗自古以来
就以热烈喜庆的观灯习俗为主。

元宵节的形成有一个较长的过程，根源
于民间开灯祈福古俗。据一般的资料与民俗
传说，正月十五在西汉已经受到重视，不过正
月十五元宵节真正作为全国民俗节日是在汉
魏之后。

元宵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之一。元宵
节主要有赏花灯、吃汤圆、猜灯谜、放烟花
等一系列传统民俗活动。此外，不少地方
元宵节还增加了游龙灯、舞狮子、踩高跷、
划旱船、扭秧歌、打太平鼓等传统民俗表
演。2008 年 6 月，元宵节选入第二批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

1989 年我师范毕业，分到母校，当了
一名音乐教师。工作上，我业务棒，素质
全面，爱岗敬业，乐于奉献，参赛就拿奖，
校长乐开了花。有一天，我正汇报工作，
校长把办公室的门关上，笑眯眯地问我，
有对象没，没有给你介绍一个，我外甥，部
队的，大高个儿……我微笑着打断她说，
暂时不考虑这事，刚上班，一点儿成绩没
做出来呢。校长说，工作恋爱两不误，相
当于用一边一边造句。校长还挺幽默，我
心说，说完就把这事给忘了，当老师的，心
里就装着学生。

一周后的一天下午，校长假借在走廊
巡视，“不经意间”来到我上课的班。“十五
的月亮，照在家乡照在边关，宁静的夜晚，
你也思念我也思念……”彼时，我正指导
学生用怎样的思想感情去唱《十五的月
亮》，校长敲开门，严肃地说，刚接到通知，
下学期你代表学校参加区里的教师基本
功比赛。下学期，时间来得及，我边答应
边送校长出门，校长小声说，下班跟我走，
去我家相个亲。那表情，不容置疑里掺着
小欢喜。

校长家离学校不远，离我家也不远，
我要回家叫上我妈，校长说自己的事情自
己做主，说啥也不让。东北的冬天冷，4点
半下班天就黑了。我高度近视，跟在校长
后边，深一脚，浅一脚，有种被押解的感
觉。那时候都住平房，一进外屋地，眼镜
片就上霜，雾里看花，啥也看不清。校长
拉着我的手，我如盲人摸象。

进到屋里，透过乌蒙蒙的镜片，我感
觉坐了好多人。果然，有校长老公，校长
二妹、二妹夫及女儿女婿和宝宝，还有校
长三妹三妹夫和他们的儿子，就是校长外
甥，那个穿军装的大个儿。

他们全体起立，校长给我一一介绍，
我挨个问好，当介绍到那位外甥时，校长
脸上开了花，他叫赵保国，来，雪岩，你们

握握手，认识一下。我感到脸蛋发烧，脑
门冒汗，不敢看人，盯着自己的脚尖。赵
保国倒很从容，抓住我的手握个不停，他
的手太大了，包住了我的手。

炕桌上摆满了菜，都是生人，我吃不
下，张罗要走，校长会意，让赵保国送我。
刚走到外屋地，突然停电了，漆黑一片，我
不敢迈步，赵保国一把抱起我，当的一声
撞开外屋地门，我忽忽悠悠就到了院子
里。我让赵保国把我放下，说你进屋吧，
我自己回家就行。赵保国说，那怎么行，
我大姨都跟我说了，你哪样都好，事业心
强，和我一样，我们要是成了，能比翼齐
飞，她让我送你回家……赵保国一步顶我
两步，送我回家变成领我回家了。赵保国
一气儿把我送到家门口，没经允许，就跟
进家门，我爸妈看他那笑眯眯的眼神儿，
跟校长看我一个样。

后来的事情顺理成章，我们处成了，
赵保国常去学校门口接我，送我回家的路
上总让我给他唱《十五的月亮》，百听不
厌。我当练功了，顶着风雪，放开喉咙，很
是惬意。赵保国回海南前哨的前一天，我
们领了结婚证，送他去火车站的路上我
说，敢情你是回来处理结婚事宜的，速战
速决。他抓住我的手说，遇到好人了，以
后这个家就靠你了。我说没事啊，我买了
成沓的信封和邮票，没准儿你能培养出个
作家来呢。赵保国握着我的手，听我哽咽
着给他唱《十五的月亮》，还把大手攥成拳
头，放在我的小手里。

赵保国走了，我的心被掏空了，比赛
的日子到了，我把满腔思念融到《十五的
月亮》里，一瞬间，仿佛赵保国也站在台
上，是我俩在对唱、重唱。我唱出了边关
战士对家乡的思念，对妻儿的思念，用宣
叙调述说着同一轮圆月下我们的不同境
遇，我在家乡，他在边关，作为妻子的我和
作为丈夫的他巧妙地联为一体。那一刻，

我感觉歌词不是石祥写的，是我写的，我
在唱自己，唱心声……我声情并茂地走心
演唱得了最高分，加上琴法、教案评比和
抽签换学生上课，最终我如愿获得了全区
音乐教师基本功比赛第一名。

之后的日子，《十五的月亮》成了我的
必唱歌曲，三八节教师风采秀、清明歌会、
劳动节欢歌、六一会演、七一献礼、八一和
部队联欢、教师节文艺演出……每有比赛
和演出我都唱，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
我发现，每一次唱它都有不同的感受。赵
保国曾说，你是把对祖国的爱、对人民的
爱、对家庭的爱、对父母的爱、对女儿的
爱、对军人的爱，都融到了歌曲里。我说，
都是对你的爱，你一个人已经妥妥地化成
那些了。

如今，老房子早变为高层，回迁后我
仍和爸妈住在一起。一晃赵保国又有4年
没回家了，眼看着今年的正月十五就要到
了，假期里的我天天开嗓，准备把民美通
三种唱法融合的《十五的月亮》献给元宵
节过生日的赵保国。

只是一周前我当姥姥了，小外孙平安
降生，校长领着她老公、她二妹二妹夫及
女儿女婿和宝宝都来了，校长的三妹三
妹夫，也就是我的公公婆婆，不错眼珠地
看着他们的大重外孙子，宁可打地铺也
不回家。

“我守在婴儿的摇篮边，你巡逻在祖
国的边防线，我在家乡耕耘着农田，你在
边疆站岗值班，啊，丰收果里有你的甘甜，
也有我的甘甜，军功章啊你的一半，也有
我的一半……”眼下，《十五的月亮》成了
小外孙的摇篮曲，我对着小家伙轻唱他才
肯睡。我告诉赵保国，不能按原来的唱
法，得做一下艺术处理，多加点儿哼鸣
了。赵保国回我，十五的月亮十六圆，边
防前哨需要咱，抱歉媳妇儿，今年回不去，
明年再团圆。

故乡的春天是短暂的，但它在我心中，绵长悠远。对
故乡的那份情愫，那份爱恋，一直萦绕在我心头。离家在
外多年，无论走到哪里，只要提起故乡，心里便觉得一阵
温暖，仿若是家乡的春风拂过心尖。那里有我快乐的孩
提时代，有永不能割舍的家人，更重要的，那里有我的
根。又是一年春光至，在城市的钢筋水泥中，思乡之情愈
发浓烈了起来。

在我的家乡，年味稍淡去，那风便悄悄然不同了。晚
间出门，风轻轻地扫过脸庞，若你细细感受，会发现，风变
得湿润了，少了西风的刺骨，多了几分柔和。万物在这轻
风下，复苏，然后昂扬。

春来，我们一候迎春、二候樱桃、三候望春。迎春花
作为春的报信人，在墙角、河岸、路旁，在小径旁、山丘上、
旷野里，悄悄成为春日的点缀。那细长的枝条柔柔地垂
下，黄色的花朵、娇嫩的花苞点缀叶间，没有热闹的蜂蝶
作伴，却一点也不寂寞，它在迎春，迎春风、迎春雨、迎春
光……

人们也脱下厚厚的袄，换上轻薄的褂子。田间地头
都是劳作的农人，休息了一个冬日，他们有的是气力，有
的是干劲，有的是希望。在寂寥的严冬之后，土地变得丰
满柔韧。犁耕、播种，人们在肥沃的土地上，洒下汗水和
笑言。

孩子们最喜欢在春日暖阳下放风筝，畅快地迎着风
跑一跑就是他们心中最快乐的事。他们将会做风筝的老
人团团围住，央求着要一只风筝。老人怎么会拒绝像春
日一样暖洋洋的孩子们呢？做风筝又不是一件难事。屋
后砍一棵竹，捡几块坚硬的纸板，胶水、染料等都是工具
箱里常备的。不出半日，老人就能变出了一只威风凛然
的老虎风筝。孩子们看了，一个个拍着手，叫着、笑着、闹
着，由一个大孩子领着，向田野开阔处跑去。

春风吹了，荠菜肥嫩了。村里几个妇人相约着，带上
小铲、挎着小篮，一起去河对岸挑野菜。村后是一条淡水
河的支流，水清，泛着浅浅的绿色，平静的河面被风吹皱
又抚平。放鸭子的大爷有一艘小船，妇人们便借了这船，
划着桨直直地过河。这时的水，是春水。掬一捧，只觉得
清澈透亮。低头，水草摇晃，一丛丛逼近船身，又隐匿于
船下。

河对岸没有人家，只有一片低低的小山坡。此时，蓝
色的、白色的野花缤纷，荠菜就藏在其中。荠菜很好辨
认，锯齿状的叶子，表面还有一层小绒毛。此时的荠菜最
为鲜甜，水嫩嫩的，携带着田野里的自然气息。

哦！还有春雨。透过记忆的雨帘，我总能看到一个
戴斗笠的老农牵一头耕牛，慢悠悠地走在田埂上，近了，
是一张露着牙花子的朴实笑脸：“阿囡回来啦？正好和阿
爷一起回家吃饭，今天你阿奶去挑了荠菜，鲜着哩。”

我是如此惦念着故乡的春天，惦念那里的人，惦念那
片生机勃勃的土地……

故乡的春天
■澜馨（江苏）

母亲是个做汤圆的好手，不仅汤圆做得又
圆又甜，又糯又软，而且个头大小均匀，像模子
里倒出来的一样，我们全家都很爱吃。

那些年，因为家里穷,每年元宵节，母亲做的
汤圆只能“限量供应”，爷爷奶奶各二十个，父母
各十五个，我和妹妹各十个。

汤圆的味道真美呀！我吃完，总要向别人
的碗里瞟，希望别人多剩点，爷爷奶奶的我是不
敢觊觎的，父亲会骂，瓜分父母的倒是理所当
然。每次瞟过母亲的碗，总是空的，而父亲的碗
里总还有几粒，他会疼爱地分我们两个，而每每
这时，我就会嗔怪母亲吃得太快。母亲总会笑
着说：“下次，下次一定吃慢点。”而来年，母亲总
是忘了自己的承诺，每次我去看她的碗，都是空
的。

十岁那年的元宵节，我留了个心眼，想守在
母亲身边看清楚她是如何迅速消灭那碗汤圆
的。那天，汤圆煮熟后，我们每人都分到一碗，
母亲也不例外，满满的一碗汤圆，冒着欢腾的热
气。虽然是最后摆在灶台上的，但对我的诱惑
力还是足够大的。

吃汤圆时，我们都是把碗放在桌子上，慢慢
地吃，而母亲是两手举着碗，几乎是把整个头埋
在碗里吃，生怕我们看见似的，我担心汤圆被她
吃完，冷不及防地拍了一下她的背，母亲停下
手，把头扬起来。我看到，母亲的碗里根本没有
汤圆，而是半碗清汤。我错愕极了，汤圆去哪儿
了？我明明看到分到母亲碗里的是满满一碗汤
圆。

我四处寻找，终于在我家唯一的保温盒里
发现了失踪的汤圆，母亲留着汤圆干什么呢？
看见母亲提着保温盒出门，我悄悄跟在后面，不
知不觉就到了王爷爷家。

回来后，我问母亲：“你干嘛自己不吃汤圆，
而给王爷爷吃？”母亲见我发现她的秘密，语重
心长地说：“孩子，王爷爷是个五保户，无儿无
女，怪可怜的。而且，你小时候溺水，要不是王
爷爷搭救，差点儿就没命了。你要记住受人滴
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道理。”母亲又叮嘱：“你别
让爷爷奶奶知道，要不他们吃得不安心的。”

那一碗失踪的汤圆，成了我和母亲的秘密。
再之后的元宵节，母亲的那碗汤圆仍旧会

失踪，只是我再也不会让母亲捧着一个空碗做
样子，我总是找各种理由，分一半汤圆给她。

母亲让我明白，爱，是需要回报的。

汤圆里的温情
■刘希（湖南）

那时，村子里还没有通电，天刚擦黑，
家家户户将灯罩被擦得一尘不染的马灯，
挂在门前，同时给每个房间点燃煤油灯或
蜡烛，就连猪圈、羊圈、牛栏也不例外。父
亲说：“元宵夜火旺，养猪比牛大。”在各种
灯火的映照下，每个角落亮堂堂的，把元宵
夜烘托得喜气洋洋。

“赶紧儿，到东地‘撂火把’去喽！”正当我
美美地享用着刚出锅的热腾腾、香喷喷的汤
圆时，突然听到有人扯着嗓子喊了起来。我
知道一年一度最隆重的“撂火把”即将上
演，那可是我和小伙伴们的最爱。正月十
五前，我们就用高粱秸秆、扫帚头子等，将
火把扎制停当，中间还塞了鞭炮，只为元宵
节大显身手。

听到喊声，我按捺不住激动心情，囫囵吞
枣地扒了几个汤圆，拿起火把，急匆匆加入

“撂火把”的队伍。此刻，火把前端已被点燃，
我们的队伍犹如一条忽明忽暗游动着的“火
龙”，蜿蜒在漆黑的村路上。到了麦田，我们
舞动火把，撒欢地奔跑。待火把的火势越来
越旺时，我们欢唱着“正月十五撂火把，谁的
火把撂哩高，谁家蜀黍长得高……”的民谣，
突然奋力一抛，一个个火把腾空而起。刹那
间，火星飞溅，形成一道道美丽的弧线，照亮
了整个夜空，甚为壮观。火把在半空停留片
刻，旋即极速下落。狂欢的人群就这样将火
把一次次抛起，落下再抛起，直到火把燃尽为
止。那一刻，还没“起身”的麦田，成了一片欢
乐的海洋。

“俺要提灯看烟花去喽！”玩得正起劲，
不知谁喊了一声，我们赶紧扔下手中的火
把头，争先恐后往家跑。心灵手巧的长辈，
早已给我们扎起造型迥异的各色灯笼。灯
笼虽然做工有些简单，有的是用纸糊的，有
的是用瓶子做的，但都寄托着对子女无比
深沉的爱。

我们满头大汗跑回家，压根顾不上歇会
儿，便提起五彩纷呈的灯笼，走东家、逛西
家。一番显摆之后，赶到村口集结看烟花。
在那个年月，鞭炮是家家都舍得放的，但那些
高端大气上档次的烟花，一般家庭却是舍不
得买的，谁家若是买了，我们甭提多眼馋了，
还要奔走相告。

买了烟花的主人，为讨个喜气，元宵之

夜，准会将烟花拿到村口的敞亮地，待乡亲们
像看戏似的聚拢过来后，满面春光走上前，仪
式感满满地把“大闹天宫”“仙女散花”“一树
缤纷”等烟花点燃，随着接连巨响，五颜六色
的烟花，喷薄而出，扑棱棱在空中爆开，红的、
黄的、绿的……流光溢彩，目不暇接。

我们只顾抬头仰望，笑哈哈地拍手叫好，
谁知手中的灯笼，不小心掉落在地，手忙脚乱
去扑救的狼狈相，惹得周围男女老幼笑声一
片。欢快的笑声，在此起彼伏的绚烂烟花里，
让小村久久沉浸在喜庆的氛围中。

“火树银花不夜天，弟兄姐妹舞翩跹。”童
年的元宵节，虽然比不上别的地方热闹，但对
我们农家孩子来说，仍不失为一场欢乐的盛
宴，时至今日，我还念念不忘。

十五的月亮
■王雪岩（四平）

天光月皓景中开，雾散烟消笑语来。
虎去深山临险境，兔携旺运步瑶台。
繁星闪烁投新影，紫气喷张漫远嵬。
灯火千门城不夜，笙歌一曲唤春回。

癸卯元宵节

■封玉华（四平）

母亲用一年积蓄的情感
将日子
打磨成一枚铮亮的汤圆
起身离家的游子
用筷子夹住岁月的甘甜
慢慢咀嚼，细细回味，
那是故乡和家的味道
那是母亲包裹的愿望
吃下的是一枚汤圆
滋味却用一年反刍
从此，游子的牵念里
多了枚绵柔的乡愁

汤圆是绵柔的乡愁

■魏益君（山东）

闹元宵 王洪梅 作

灯火闹元宵
■马晓炜（南京）

“千门开锁万灯明，正月中旬动帝京。”这是唐代张祜笔下长安城万人空巷闹元宵的盛
大场面。与古人相比，故乡的元宵节显得有些寡淡清冷，但对于我们小孩子而言，在这样
一个热闹的节日，快乐是从不打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