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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圆 汤圆 团圆
吴松山

正月十五闹元宵，这一天是很热
闹的，也是很开心的。元是开始，宵是
夜晚。元宵充满了温馨和希望，它携
带着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风风火火，
如约而至，把从除夕开始的喜庆气氛
推向高潮，为多姿多彩的春节锦上添
花。天上月圆，碗里汤圆，家人团圆，
是元宵节期间人们对“圆”的向往和追
求。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古往
今来，天空那轮明月被认为是团圆的
象征。父亲不在家的时候，每次看到
月亮，我都会忍不住问祖母，父亲什么
时候回来？面对此刻的月亮，我内心
感觉有些酸楚，那是亲人之间的离别
伤感。

父亲独自一人在山东工作，平时
难得一见。期盼父亲回家过年，实现
家人团圆，是我们一年中最大的奢
望。据父亲说，当时的交通远不如现
在发达，要转多次车，买不到票是常有
的事。空手回家尚且辛苦，何况还要
肩挑手提，旅途的艰辛可想而知。最
长的一次，在路上足足花了半个月时
间。一家人团团圆圆过一次元宵节，
对我们来说实属不易。

正月十五元宵节，父亲是当之无
愧的主角。元宵之夜，我们围坐在父
亲身边，一边赏月，一边拉家常。又大
又圆的月亮，一伸手好像可以触碰到，
我便伸出手，张开手指去触碰，明知不
可能，还是要去试一试。这时，弟弟妹
妹便开心拍手叫道：“今晚的月亮真
圆！今晚的月亮真美！”一家人沉醉在
这迷人的月圆之夜。

一年明月打头圆。元宵之夜的月
亮与平时不同，炫目多彩，特别多情。
在我看来，月亮是有颜色的，蓝色的月
亮属于男人，代表了力量；紫色的月亮
属于女人，充满了柔和芬芳；绿色的月
亮属于孩子，尽显生机与活力。我心
中的蓝色月亮代表了父亲，他是我们
家的顶梁柱；紫色代表了祖母和母亲，
她们耕耘农田、操持家务；绿色代表了
我们，我们就像刚刚发芽的小树，在祖
母和父母亲的悉心呵护下茁壮成长。
月亮代表我的心，希望新一年我们的
生活能过得开开心心、多姿多彩。

元宵节，吃汤圆。汤圆，寓意团团
圆圆。小时候，物资贫乏，吃顿汤圆很
难。元宵节那天，注重仪式感的祖母
拿出绝活，做了一锅正宗汤圆。对我
而言，过元宵节的所有意义就是趴在
灶台边，看着锅里上下翻滚的汤圆直
咽口水。“快来吃汤圆啦！快来吃汤圆
啦！”闻讯，我们赶紧围坐在一起。祖
母端着一大盆汤圆小心翼翼地放在桌
子中央，把汤圆分盛出来。我用汤匙
捞出一个，仔细端详，这汤圆好像天上
的月亮。我咬了一口，浓香的花生、黑
芝麻馅流了出来。天上的月亮圆圆
的，代表着团团圆圆。我们吃着圆圆
的汤圆，香甜可口，沉醉于团圆的温馨
时刻。

获悉父亲明天一早要走，邻居都
赶来话别。为了应节和活跃气氛，父
亲提议大家轮流猜谜语。轮到我猜
时，便绞尽脑汁，试图在大家脸上找答
案。可看到每个人都是笑眯眯的样
子，我只好胡乱猜测，引来阵阵笑声。

过了元宵，一切恢复正常。
吃汤圆和热闹的日子告一段落，
和父亲相聚的短暂日子也结束
了。过完元宵，对我们来说，多
了一层离别的意味。我们心照
不宣，尽量回避离别的话题，担
心引起伤感。父亲在家的日子，
让我们沐浴了父爱的阳光。

过完元宵，年就算过完了。
父亲又要跟我们告别，重返工作
岗位。依依惜别之际，祖母让我
充当她的传声筒，把她对父亲的
叮嘱通过我去转达，父亲默记于
心。靠着良好家风的传承，父

亲对家的担当多了一份
沉甸甸的责任。过完元
宵，春天也就来了。祖
母和母亲也将走向希望
的田野开始春耕，播种
新一年的希望。

元宵记忆
王同举

元宵是新年的一个重大节日，延
续着春节的余温，一切都充满了热闹
和喜庆。“月半大如年，汤圆粘又甜。
观花灯，踩高跷，舞莲船，走乡串村真
热闹。”在熟悉的儿歌声中，往日的元
宵记忆片段纷纷漫上心头。

民以食为天。盛大的节日往往
与各种传统美食相关联，齿间的记忆
总是最令人回味。汤圆，无疑是整个
元宵的主角，其字音与“团圆”相近，
寓意合家团圆、生活幸福美满。

每年，父亲都会挤出一两分地，
种上糯谷。在父亲的精心照料下，糯
谷长势很好，一般都能有一个好收
成。产出的糯米除了少量用以酿制
糯米酒外，大部分都被磨成了糯米
粉。老家的元宵远不及其他地方的
花哨，元宵中没有任何馅料，只是糯
米粉团与白糖的简单组合。元宵前
夜，母亲就开始早早准备，糯米是需
要精心挑选的，必须剔除其中的杂质
或霉变的米粒。母亲戴上老花镜，细
细挑选，再把精挑细选后的糯米倒入
一个大瓷盆子，加入干净的井水浸泡
过夜。元宵当天，母亲把浸泡好的糯
米倒进石磨，碾成细粉，加入热水、白
糖调和，再揉搓成团。母亲把成型的
糯米团搓成细条状，掐出一个个小
段。我和兄妹们洗净了手，争相将这
些小段搓成一粒粒圆溜溜的汤圆。
趁沸水下锅，汤圆上下翻滚，厨房里
弥漫着一股糯米的清香。母亲总会
先盛一碗供在祖宗牌位前，感恩先祖
的教诲和抚育，再盛一碗祭拜土地，
感谢土地的恩惠与厚待。母亲在做
这些事的时候，那种仪式感、那虔诚
的神情，我至今记忆深刻。那个时
候，日子过得虽然清苦，母亲却能用
她的一双巧手让我们感受到家的温
馨。在依然是寒气逼人的正月十五，
吃着香甜软糯的汤圆，从内到外感受
到的都是通透的暖。

吃完汤圆，孩童们最喜欢的就是
去看“采莲船”。

家乡河流众多，水网纵横，水系
发达，水生作物品种多样，莲藕就是
其中之一，种植面积相当大。每年立
夏过后，农人都会驾小船去采摘莲
蓬、收菱角。为了纪念这一农业生产
活动、预祝丰收，农人们发明了“采莲
船”这一民间娱乐，并逐渐演变成当
地新春期间恭贺新禧的一种民俗。

采莲船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船，
而是竹扎纸糊的表演道具船。船身
糊满了花花绿绿的纸。船的两头尖，
底部还开了个洞，方便采莲女站立其
中。“采莲船”由鼓乐队和表演队组
成。鼓乐队有锣手、鼓手等。表演队
是“采莲船”的核心，由三人组成，分
别是采莲女、艄公和艄婆。采莲女由
村里最漂亮的大姑娘扮演或由长相
相当俊俏的小伙反串，身穿一套红绸
衣服，系着绿绸带子，化了浓妆，头饰
也非常抢眼，有点像戏里的花旦。艄
公基本上是由有了一定年岁并且能
说会道的男子担当，执木制船桨走在
船头前。艄婆由中年女子扮演，手持
一把破烂的芭蕉扇，脸腮涂得通
红，梳着很夸张的发髻，扮相滑稽，
相当于丑角。“采莲船”行进到
某家门口，主人会鸣炮仗以示
欢迎。艄公持桨作划船状，采
莲女碎步轻移，艄婆扭腰摇
扇。随着鼓乐节拍，三个人唱
合起来，“采莲船啊哟嘿，划一
划啊呀嘿哟……”大部分是祝
福语，也有些是幽默搞笑的唱
词。表演队中，采莲女表现端
庄，而艄公和艄婆经常以夸
张的动作、搞怪的表情
以及幽默的唱词，逗得
现场观众开怀大笑。

吃完滚烫的汤圆，
看完精彩的民俗表演，
元宵就过了，年也就画
上了圆满的句号，春节
落下帷幕，即将迎来春
暖花开的日子。

我们的节日·元宵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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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一年元宵时
黄明亮

元宵节到了，又想起母亲做的元宵。
说实话，直到现在，我也没有搞清楚元宵到

底应该是什么样的。很多人说元宵就是汤圆，
我周边的人确实是元宵节吃汤圆应节的，但我
的家乡正月十五是吃团子应节的。我内心也一
直认为，团子才是元宵。

一个地方的特色食品大抵是与当地的优势
出产相关的。我的家乡是湖北江汉平原上的一
个小村庄。这里是名副其实的鱼米之乡，大米、
黄豆、蚕豆、芝麻、花生、高粱、玉米……几乎种
什么长什么；密布的湖泊水网出产各种水产品，
鱼、虾、蟹、龟、甲鱼、鳝鱼、泥鳅、莲藕、菱角、茭
白……几乎是养什么长什么。家乡的巧妇们更
是把这些物产利用到了极致，一种食材可做出
出无数的特色美食。

小时候，每到过年，我们最高兴的是家里
熬麻糖、炸麻花、卤菜、做团子。这是每家每
户都会做的东西，这也许就是乡间过年的仪
式感吧！

父母早在除夕前十天左右就开始准备这些
过年的东西。熬麻糖耗时最久，要先将碎米泡
一晚上，第二天用石磨将泡好的米磨成米浆，在
家里或户外空地架一口大铁锅煮米浆，煮到一
定时候要用一个大布包过滤，将过滤后的米浆
继续煮，然后再往里加麦芽粉。熬大半天左右，
米浆逐渐变色变粘，就熬出糖水了。继续熬，还
要不断搅拌，糖水越来越稠，最后变成棕红色，
搅不动了，糖就算熬成了。从开始到熬成，需要
整整一天的时间。熬糖是一个技术活，对配比、
火候、时机要求很高，不是每个人都会做的。我
家熬糖都是请我大舅伯掌勺的。熬出糖只是第
一步，接下来还要拉麻糖和做麻叶子。将熬好
的糖捧出锅，环在一个木桩上反复来回拉扯，糖
的颜色由棕变白，糖也由软变硬，麻糖就成了。
拉好的麻糖用刀背轻轻一敲，“嘣”的一声就会
碎裂下一些小块。硬硬的糖块放到嘴里马上就
变软了，甜津津，软绵绵，黏糊糊，是我们儿时最
爱的零食。麻叶子则是在糖里加入炒米花，或
者芝麻、花生，用木范框住，待冷却到一定时间
切成片就成了。麻糖和麻叶子都要用炒米花煨
在坛子里，才能保持酥脆。

炸油货除了油炸麻花、散子，还有玉兰片。
玉兰片是糯米做的，将糯米饭捣烂，搓成条切
片，晒干，放油锅里马上膨大成白色的一大锅，
吃起来又香又脆，如同现在的薯片。讲究的人
家还在玉兰片里加上各种颜色，就更好看了。
这些都是为迎客和应节准备的零食。

备完零食，大人们就忙着制作卤菜。卤菜
是将猪头肉、猪耳、猪舌、猪肚、猪肠、牛肉、兔
肉、鸡等肉类和海带、莲藕、豆皮、千张、鸡蛋等
放在大锅里，加上各种调味料和香料煮。卤好
的菜会装在一口大缸里，要用的时候就拿出来
切，拌上葱、蒜、辣椒、香油，装盘上桌，待客时是
早餐的主菜和正餐的冷盘，好吃好看还方便。
卤一次菜可管很多天。一闻到卤香味，孩子们
就会跑到灶边候着。卤好了，大人会从锅里捞
点鸡爪、煮散的鸡蛋给孩子们解馋。

团子是正月十五才做的。每到这一天，母
亲会早早起床，用家里的石磨先将碎米磨成米
粉。米粉不能太粗，也不能太细。然后，把米粉
放到锅里不断翻炒，这个翻炒很讲究，火大了会
糊，火小了达不到要求，炒得太熟会粘，炒太生
又粘不起来。所以炒米粉时，母亲只让父亲加
柴火，不让我们挨边。炒好的米粉加热水和
面。父亲和面时，母亲就做馅料。馅料里有肉、
卤豆干、卤千张、卤海带，都是过年剩下的卤菜，
还有蒜苗、粉丝等。馅料切好了还要炒，炒馅料
时我们都被香馋了。炒好馅料就开始包，取一
团米面，捏个窝，将馅料填进去，封好口，一个拳
头大小、白白圆圆的团子就做好了。做团子时，
我们总是围在盆子边要自己做，母亲并不阻
止。看母亲做好像很容易，自己做才发现并不
容易，米粉黏性不大，很容易做出来厚皮，或者
破皮。我做出来的团子样子很丑，母亲并不计
较，与她做的团子一起放到木蒸笼里，大火蒸3
个小时以上，才能蒸熟。蒸好团子后，母亲会趁
热拿几个装盆子里，用毛巾盖着送给对面住的
二伯和隔壁的朱奶奶。

新蒸的团子外皮香绵软糯，馅料又鲜又
香。做一次团子可吃几天。冷团子可蒸热吃，
也可煎着吃，用油煎的团子是另一种风味。小
时候，我只喜欢吃团子里的馅，不太喜欢吃团子
皮，随着年龄增大，发现团子皮也很好吃，也许
因为这是家乡的味道、妈妈的味道吧！

做这些年节食品费时费力，但所谓的年味，
不正是从这些烦琐的准备和劳作中伴生出来的
吗？现在，这些年节食品都可以从市场上买到，
自家做的越来越少了，这或许就是大家感觉年
味越来越淡的原因吧！

后来，随着父母年迈，老家已很少做这些东
西了，但只要我回去过年，母亲就会做团子。而
今，母亲离开我们已6年了，她走后，我就
再也没有吃过团子。

这时，不禁想起了欧阳修的几句
诗：“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
去年人，泪湿春衫袖。”只不过，我思念
的是母亲。

那一碗汤圆
梁荣

年年乐事，华灯竞处，人月圆时。

（一）甜汤圆

“妈，吃汤圆了。”二嫂把热气腾
腾的汤圆端上桌，朝正在房间逗侄女
的母亲喊道。

“吃汤圆了，妈妈把汤圆煮好了，
我们的小嘉彤有汤圆吃了。”
母亲抱着小侄女念念叨叨地
走出来，“小小汤圆，团团圆
圆；小小汤圆，甜甜蜜蜜
……”

望着一脸幸福的母亲，她第一次
吃汤圆的情景历历在目。那是二嫂
嫁到我们家的第一年，元宵节当天，
二嫂把糯米粉揉成团，揉成汤圆坯
子，一个个白白胖胖的小圆子摊开在
簸箕上。母亲望着开水锅里游动的
汤圆，一脸好奇地问：“这圆圆的小东
西是什么？”

“妈，这是汤圆。”二嫂微笑地看
着母亲，一脸自豪地回答道，“今天是
元宵节，要吃汤圆。”

“这小小的糯米团，有什么好吃
的？”母亲注视着锅里来回翻滚的汤
圆，疑惑地问。

“妈，这汤圆可好吃了。”二嫂边
说边舀了一碗，递给母亲，“汤圆有馅
的，软而不粘牙，甜而不腻，香甜可
口。”

母亲迟疑地接过那碗汤圆，轻轻
舀起一个汤圆，小心翼翼地放进嘴
里，慢慢地咀嚼，突然，眼睛一亮，那
满脸的皱纹如月牙般笑了，“入口绵
甜滑润，甜甜的，真的好吃。”

那是2019年的元宵节，那是母
亲的第一碗汤圆。母亲一辈子生活
在大山里，没见过汤圆，更没吃过汤
圆。那一碗汤圆是婆媳间的和睦相
处；那一碗汤圆是一个家团团圆圆的
象征。

（二）咸汤圆

“梁老师，早上好！”一大早，泳儿
妈妈的电话打了进来，“今天是元宵
节，我想煮点汤圆下午带过去给孩子
们尝尝，可以吗？”

“可以啊，这多有节日的气息，感
谢您为班上的孩子们着想，感谢您的
分享。”这是多好的事情，在传统节日
里不但可以和孩子们一起共享元宵
美食，还可以乘机引导孩子们了解一
下中国的传统文化。

“好的，我煮好了就送过去，到时
您也跟孩子们一起品尝我们台山的
咸汤圆。”泳儿妈妈在电话那头很是
开心。

咸汤圆？我一下子疑惑了，虽然
吃过不少汤圆，有黑芝麻馅的、花生
馅的、豆沙馅的……但都是以甜为
主，第一次听说汤圆有咸的。汤圆里
包着肉馅？汤圆里放了盐……

下午，汤圆送过来了。轻轻揭开
锅盖，一股咸香味扑鼻而来，只见锅
里“五彩缤纷”：有雪一样白的汤圆，
有煎得金黄、切成块的鲮肉鱼饼，有
广府腊肠，有切成条形的萝卜，有咸
香的鸡块，有鲜红的虾……原来，咸
汤圆是汤圆里什么馅都没有，但那锅
里咸的鸡块、鲜的鱼虾味浸透进汤圆
里，吃起来咸香鲜美，与众不同，亦然
一道别样的美食。

那是2016年的元宵节，那是我
来到江门台山市的第二年，那是我人
生中的第一碗咸汤圆，那是我和孩子
们一起共享元宵的美好时光。

（三）传承之圆

“元宵节，中国传统节日之一，又
称上元节、小正月、元夕或灯节，时间
为每年农历正月十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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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年元宵节前，我都会和孩子
们分享元宵节的常识，和孩子们在

“桂花香馅裹胡桃，江米如珠井水
淘。见说马家滴粉好，试灯风里卖元
宵”的诗词中了解古人制作汤圆、叫
卖元宵的过程。有时也会跟家长一
起组织孩子们做汤圆、煮汤圆、吃汤
圆……引导孩子们一次次了解中国
传统节日，在小小汤圆里传承元宵习

俗，传承中国传统文
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