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终于来了，在立春这一天

阳光如此明媚灿烂，还

带着一季的诗歌，带着那些

关于温度关于雪花，关于迎春

关于腊梅的点点滴滴，而春天

就和这些些零碎的琐事

悄步走来

其实，书里的情节有些陌生

故事只是简单的重复，是离开太久的

缘故

和我衣带渐宽并没有很大关系，所以

我只关心那些书，那些关于春天关于

爱，或许

还有阳台上的那些花它已经蛰伏了

一个季节

久久地，不曾发芽

当立春，当立春的阳光照满整个阳台

我却看到你，怀抱鲜花

在空荡荡的房间委屈的哭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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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一过，接着就是正月十五；未

过十五，新年的那点意思应该还在。 如

今不同了，过了正月初七都该上班了，

新年那点意思跟着就变得没啥意思

了。 正月十五的上元彩灯，也很难再见

得到当年红红火火的场面。 被称为上

元节的正月十五，它本意是告知天下，

新年已过， 要开始新一年的工作生息

了。 过年的最后这一夜的热闹，算是节

点高潮，新旧之间就此别过，按《山海

经》里的说法，牛去虎来，哞啸哞啸又

一年。

上元节自古以观灯为庆， 一般认

为自西汉武帝时期正月上辛夜在甘泉

宫祭祀“太一”起始，至于民间形成各

类风俗则是后来的事情。 司马迁早在

汉时就将元宵之日列为节日， 两汉魏

晋隋唐辽宋金元明清一路走来， 元宵

佳节的内容越来越多， 但万变不离其

宗———观灯。

观灯是因为古代没电有火。 火烛

最初在意驱魔祛鬼，轰赶虫豸，以求来

年平安丰收。 每年第一个月圆之夜，做

此活动如同庙宇里的法事， 民众参与

越多，气势越大，效果就越好。 所以唐

宋官家提倡，达到顶峰；元代压抑，民

间萧瑟；明清以后民间复兴，基本诉求

是逛，故民间有“逛灯”之说。

上元灯彩绚丽，百姓乐于参与，自

古留下文字很多， 最美最生动的是南

宋辛弃疾的“东风夜放花千树， 更吹

落，星如雨”，灯彩与烟花将节日的喜

庆烘托至醉痴之境； 最有趣的是灯谜

的出现，每个彩灯都留有谜语，百姓可

以猜谜取乐，所以谜语又叫灯谜，与上

元节直接相关。

三年前，尚未发生疫情，各地逢元

宵彩灯大放，尤以四川自贡的“灯会”为

最，我去看过一回，发现热闹归热闹，但

精髓尽失。过去逛灯，灯是静中有动，灯

不动光在晃，而人是动中有静，走走停

停，动脑动眼。百姓融入灯彩之中，构成

生活美丽画卷，否则也不会有“蓦然回

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今天各地的灯会，基本都是高科技

的激情展现， 照搬夜总会里的灯光设

计，让百姓由参与变成观望，主办方破

费银子不少，百姓也大大热闹高兴了一

番，但需要提醒的是，这热闹中不能少

了过去元宵夜的含蓄优美静谧祥和，中

国传统文化精神的硬核不能丢了。

“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看着满大街

五彩缤纷、各式各样的花灯，我不禁想起儿时

元宵节在乡下滚冰和撒灯的经历来。

儿时生活在乡下，“年味儿” 还没完全散

尽，我们小孩子便开始期盼着过元宵节了。因

为在元宵节， 我们不仅可以到井台边自由自

在地滚冰， 还可以在屯子里的街道上尽情地

洒灯玩儿。

滚冰谐音滚病，是我们当地的民间风俗，

据老一辈人讲，滚冰能滚掉身上的病气、晦气

和灾气，一切不吉之气，通过在河面上一滚，

便都让冰雪沾去了，然后就冰死了，春天冰雪

一化，就被河水冲走了。因为我们村子附近没

有江河湖面，所以每年元宵节的晚上，我们小

孩子就到井台边儿滚冰。那时，乡下没有自来

水，人们吃水全靠一口辘轳水井，井工每天早

起吱吱呀呀地摇着木辘轳， 把水从深井中一

桶桶摇上来，然后倒在一个方形的铁槽子里，

村民们用水就担着扁担来井台挑水。 一到寒

冬腊月，滴水成冰，水槽四周就冻结了一层厚

厚的光滑的白冰，每次人们来水槽担水，都得

小心翼翼，稍有不慎就会人仰桶翻。

大人们恨死了水槽四周厚厚的积冰，可

它却成了我们小孩子的天然乐园。 我们每天

放学或放寒假，一写完作业，就会偷偷溜出家

门，来到水槽边溜冰玩儿，常常把衣服弄得很

脏，回家自然少不了母亲的一顿臭骂。但我们

没两天又会忘个一干二净，屡“骂”不改，照样

溜冰不误。只有一天，我们玩冰是不会挨母亲

骂的，那就是在正月十五元宵节这一天，母亲

不但不骂我们，还主动叫我们去井台边滚冰。

母亲叫我们在冰上一边打滚一边嘴里叨咕：

“轱辘轱辘冰，腰不酸来腿不疼，身子轻松祛

百病。”还说，元宵节这天滚冰，不仅能滚走疾

病和晦气，还能滚来健康和吉祥。

滚完冰，每家每户就开始洒灯了。 洒灯也

是我们当地的元宵节习俗， 据老一辈人讲，洒

灯是为了让自家的祖先和天上的神明可以沿

着灯亮回到自己家中，为自己的后辈子孙祈福

增寿。 早在夏秋时节，人们就收集起一些锯木

时产生的锯末子或香蒲等，晒干了收藏起来备

用。 等到了元宵节，人们便把锯末子或香蒲浇

上一点汽油或煤油，然后从自家庭院门口开始，

每隔一两米便洒上一小堆儿浇了油的锯末子或

香蒲，并把浇了油的锯末子或香蒲点燃，一盏盏

飘摇跳动的灯火就卧在铺层坚冰的街道上，弯

弯曲曲一直延伸到村外的祖庙前。第二天，长长

的街上就留下了一坨坨黑黑的“圆牛粪”。

那时，乡下物资匮乏且家家户户都很穷，

撒灯用的汽油昂贵也不好弄到， 因此元宵节

能撒得起灯的人家不多。 我们村子里年年必

定洒灯的只有一户赵姓人家。 赵家男人在城

里做差事，媳妇在乡下教书，日子过得让人羡

慕，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他媳妇给他一连气生

了四个丫头，可他很想要个儿子延续香火。于

是，每年的元宵节，赵家男人都特意从城里赶

回家撒灯， 长长的灯笼一直延伸到村外的神

庙里。后来，他媳妇果然就给他添了一个大胖

小子，自那后他撒灯的积极性更高了，直到他

举家搬进了城里才歇了。

一晃儿， 四十多年过去了。 如今的元宵

节， 乡下人也不时兴撒灯了， 也像城里人一

样，买回鲜艳的大红灯笼，在自家庭院门口高

高地挂起来， 昭示着乡下人的日子———红彤

彤，节节高！

中国春节有北方吃饺子南方吃汤圆的习俗。

我生长在南方，工作于南方，自然对春节吃汤圆的习俗

十分熟悉。 在农村，汤圆几乎都是自制。 进入腊月，女主人就

开始张罗春节的汤圆了。 她们背着稻谷到打米厂，叮嘱打米

师傅要把米多打几次，绝不容许有碎米掺杂其中。

腊月二十三是小年， 女主人往往在这一天就开始泡糯

米。 先将糯米清洗几次，去掉细小的糠壳，再掺上最干净的

冷水，将糯米浸泡在大木盆里。 泡糯米的数量家家不一样，

如果家里的三亲六戚较多，往往泡的糯米就越多，因为春节

亲戚在家做客没有汤圆吃是很丢脸的事情。 一般情况下，糯

米要泡上七八天时间，在这中间，女主人要换两三次水，让糯

米在水的浸泡下发胀。 临近推汤圆的那天，便把粘米清洗后

放在温水里浸泡半天，然后倒进大木盆里，与糯米混合在一

起。多数时候，粘米与糯米的比例为 1：2。如果糯米少于这个

比例，推出来的汤圆则吃起来没有粘性，很是生硬。 也有家

庭富裕的，全部用糯米，不加一点粘米。

汤圆是用石磨推出来的。 为了能让推出来的汤圆细腻，

往往在推汤圆前要请来村里的石匠师傅将石磨“修”一下，让

石磨的“牙齿”锋利一些。 开始推汤圆之前，先在石磨的口子

下面放上一个大盆，里面平铺一些稻谷灰（吸收汤圆里的水

分），再在上面铺上一张洁白的帕子（要成正方形）。 推汤圆

时往往要两三人参与，一人用勺子从盆里舀出米，两人推石

磨。 米从石磨中间的一个小洞渗下去，一股股白色的粘性东

西从石磨的“牙齿”流出来，再从石磨的槽里缓缓流入下面的

帕子里。 正常情况下，稻谷灰能在十多小时就将汤圆里的水

分吸收很多；也有不用稻谷灰吸收水分的，而是直接将汤圆

包裹在帕子里，有力挤压，汤圆里的水分会挤出很多。 大年

初一的早上，家家户户都要吃汤圆。 女主人往往早起，从帕

子里挖出一团汤圆，在刀板上用力搓揉，然后分成柑橘大小

的小团，再往里面倒上红糖、白糖、花生、芝麻等芯子。 所以，

包汤圆前，女主人早已准备好了汤圆芯子。 家境差的，往往

里面不包什么东西，这种汤圆就是“实心汤圆”。家境宽裕的，

则很讲究芯子的内容，将花生、核桃、芝麻炒熟后碾成粉末。

要是遇到天气寒冷，汤圆就会被霜浸透。 煮熟后的汤圆就会

变成红色或橙色，而农村人则认为这是好事，说明来年家人

财运极好。

从初一开始家家就不断有客人来拜年。 汤圆则成为必吃

的食物。 往往在正餐之前，先让客人吃上一碗汤圆，一是让客

人品尝一下主人的手艺，二是让远道而来的客人先打个点心。

正月十五元宵节之后，春节才算结束。 那些汤圆没有吃

完的家庭，便把汤圆用簸箕晒干，然后装进瓦坛子里加以密

封，以便以后栽秧请人帮忙时食用。

滚冰与撒灯

上元彩灯

筅 海巴子

正月里的汤圆

筅 徐成文

立 春

筅 西杨庄

筅 佟雨航

■ 闹元宵（国画） 黄雨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