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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人
包裹在元宵里的思念

宋振东
散灯的记忆

元宵节，又称上元节、天官节、春灯
节、小正月、元夕，是中国的传统节日之
一。正月是农历的元月，古人称“夜”为

“宵”，正月十五日是一年中第一个月圆
之夜，所以称正月十五为“元宵节”。元宵
节的主要习俗有：

吃元宵
正月十五吃元宵，“元宵”作为食品，

在我国也由来已久。宋代，民间即流行一
种元宵节吃的新奇食品。这种食品，最早
叫“浮元子”后称“元宵”，生意人还美其
名曰“元宝”。元宵以白糖、玫瑰、芝麻、豆
沙、黄桂、核桃仁、果仁、枣泥等为馅，将
馅儿团成形后在糯米粉中滚成（汤圆则
是先以糯米粉做成皮儿，再包馅儿而成，
做法完完全全不一样）。元宵可荤可素，
风味各异。可汤煮、油炸、蒸食，有团圆美
满之意。

观灯
汉明帝永平年间（公元 58 年—75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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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元宵
放灯的习俗就由原来只在宫廷中举行而
流传到民间。即每到正月十五，无论士族
还是庶民都要挂灯，城乡通宵灯火辉煌。

元宵放灯的习俗，在唐代发展成为
盛况空前的灯市，当时的京城长安已是
拥有百万人口的世界最大都市，社会富
庶。在皇帝的亲自倡导下，元宵节办得越
来越豪华。中唐以后，已发展成为全民性
的狂欢节。宋代，元宵灯会无论在规模和
灯饰的奇幻精美都胜过唐代，而且活动
更为民间化，民族特色更强。以后历代的
元宵灯会不断发展，直至今日。

猜灯谜
猜灯谜又叫打灯谜，是元宵节的一

项传统活动，灯谜最早是由谜语发展而
来的，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谜语悬之于
灯，供人猜射，开始于南宋。南宋周密《武
林旧事-灯品》记载：“以绢灯剪写诗词，
时寓讥笑，及画人物，藏头隐语，及旧京
诨语，戏弄行人。”元宵佳节，赏灯之会，
百姓杂陈，诗谜书于灯，映于烛，列于通
衢，任人猜度，所以称为“灯谜”。

情人节
元宵节也是一个浪漫的节日。封建

的传统社会，年轻女孩不允许出外自由
活动，但是过节却可以结伴出来游玩，元
宵节赏花灯正好是一个交谊的机会，未
婚男女借着赏花灯也顺便可以为自己物
色对象。

欧阳修《生查子》云：“去年元夜时，
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辛弃疾《青玉案》写道：“众里寻它千百
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就
是描述元宵夜的情境，所以说元宵节也
是中国的“情人节”。

窗外的雪又落了下来，
细碎的雪花在暮色中飘
舞。朦胧的雪雾中，似乎看
见母亲正在厨房揉着元宵
面，案板上的糯米粉如雪般
扑簌簌飘落，沾在她的围裙
上，染白了她的鬓角……恍
惚间，我回到了儿时的元宵
夜。

父亲早早地从集市上
买回的几盏红灯笼，把老房
子映得通红。灯笼在风中
轻轻摇晃，投下斑驳的光
影，像是跳动的火焰。母亲
在厨房里忙碌，蒸腾的热气
模糊了玻璃窗，却遮不住母
亲脸上温暖的笑意。

我会洗干净小手，学着
母亲的样子，将糯米团搓成
一个个圆滚滚的小球，像天
上的满月。因为母亲常说：

“元宵要圆，日子才会圆
满。”那时幼小的我不懂这
话的分量，只专注将元宵搓
得溜圆。

厨房里，水汽氤氲，锅
中的水咕嘟咕嘟冒着泡。
母亲将元宵轻轻放入沸水
中，白色的元宵在滚水中沉
浮，也上下滚动着我急迫的
心情。趴在灶台边我一步
不离，看着元宵渐渐浮起，
变得晶莹剔透，似乎隐约能
看见里面的馅。

元宵有包着芝麻馅、糖
馅的，芝麻馅是母亲自己炒
的，香气特别浓郁。

“吃元宵喽。”母亲的呼
唤声在噼噼啪啪的鞭炮声
中，显得特别欢快，让我雀

跃。我们围坐在八仙桌旁，
碗中的元宵冒着热气，在灯
光下散发着温馨的气息。

咬开软糯的外皮，香甜
的馅便流了出来，那滋味，
是任何山珍海味都无法比
拟的。

父亲会在这个时候会
讲起很久很久以前元宵节
的故事，虽然年年有重复，
却总是让我听得津津有
味。听得入神时，碗里的元
宵都忘了吃。

如今，老房子早已不在
了，父母也早已离开了我
们。但我依然守着母亲的
习惯，每到元宵节必定
要亲手搓元宵。每
当一个个元宵在我
日渐粗糙的掌心搓
动时，才终于明
白，这小小的元宵
里，包裹的是浓浓
的乡愁，是割舍不
断的亲情。

窗外的雪还在
下，厨房里弥漫着
糯米和芝麻的香气。
热气腾腾中，我仿佛又看
见了母亲温暖的身影，看
见红灯笼的光影里父亲
慈祥的笑容，看见了那
些 永 远
温 暖
的 元
宵夜。

端起
碗 ，咬 一 口 元
宵，香甜的滋味在口
中化开时，眼角总有

些湿润。这元宵里，有母亲
的味道，有故乡的味道，更
有永远无法割舍的家的味
道。

在这个飘雪的元宵夜，
我忽然懂得，乡愁不是远方
的风景，而是近在咫尺的温
暖；亲情不是华丽的辞藻，
而是这一碗简简单单的元
宵。母亲的白发，父亲的
故事，老房子
的灯光，还有
这永不改变的
元宵味道，都
是生命中最

珍贵的馈赠。
望着碗中盛放的元

宵，忽然觉得，这仍
是岁月中最圆满
的团圆。

过去每年正月十五，
农村老家有“散灯”的习俗 .
所谓散灯，其实就是正月
十五晚上，人们用锯末加
上棉籽皮和柴油搅拌在一
起，用油纸包起拧成一个
个拳头大小的包，然后

“散”到大街各个地点点
燃。

小时候，村里还没有
通电，更没有电视可看。
过年期间，村民除了敲锣
打鼓外，再也没有什么娱
乐项目，正月十五晚上散
灯就成了村里的一项重要
活动。

散灯前，人们会提前
把锯末、棉籽皮和柴油准
备好，再备上一口旧的大
铁锅，然后把这三样东西
一起放到大铁锅里搅拌均
匀备用。

正月十五这天，村民
们早早吃完晚饭，三五成
群来到大队部等待散灯。

村里则根据个人实际情
况，分工安排好散灯人
员。有负责包灯的，有负
责散灯的，有燃放鞭炮的，
有敲锣打鼓的，并提前规
划好散灯的线路，一切准
备就绪后，天色也暗了下
来。

随着一声令下，在阵
阵急促的锣鼓敲击声中，
散灯开始了。为营造气
氛，走在最前面的燃放鞭
炮，紧接着是敲锣打鼓队
伍，最后才是散灯的人
员。人们用地排车拉着盛
满个个散灯的大铁锅，从
大队部开始沿街巷散灯，
每隔七八米或十来米就在
街道两边各点燃一个散
灯，以此类推，散灯延绵不
断，地面上、土堆上、墙头
上……，到处是一盏盏的
散灯。随着散灯队伍的慢
慢前行，不一会儿，街道两
边就形成了“两条灯火

龙”。散灯队伍所到之处，
群众的阵阵掌声和叫好声
不断，村民看到大冷天散
灯的村民这么辛苦，有的
拿出了好烟，有的拿来了
好酒，还有的群众甚至送
来了糕点等，慰问散灯队
伍。每到这时，人们就使
劲敲锣打鼓放鞭炮，多点
燃散灯。整个散灯队伍前
面鞭炮齐鸣，后面锣鼓喧
天，最后的散灯把大街照
的灯火通明、烟雾缭绕，小
小村庄好不热闹，在不知
不觉中，散灯活动接近尾
声……

现在，随着时代的发
展进步，农村老家早已通
上电，大街上各式各样的
智能路灯把夜晚照射的亮
堂堂，犹如白昼，人们挂起
了一个个环保节能的大红
灯笼，节日气氛更加浓郁，
而正月十五散灯则成了许
多人的童年记忆！

曾经的一弯伤口
今夜被弥合
那些月圆的祈愿
都在一只青花的瓷碗

里沉浮

烟花在夜空
写下瞬间的诗句
灰烬落在游子的肩头
是一场时光的暖雪

忘掉曾经的人数着跑
马灯上的谜语

难解其中风情
简单而明朗的答案
都藏在来年的风里

灯笼在檐下摇晃
照亮那些皱纹里深藏

的经年月光
也照亮一个人
眼角的一滴清泪

那即将远行的人
今夜将双臂拢成不能

解开的圆

元宵夜
马骏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