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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节日·元宵之

拉盏兔灯闹元宵
钟穗

春节刚过，当人们还沉浸在浓浓的年味里
时，元宵节已悄然来到身边。喜庆的氛围，再度
被推向一个新高潮。

作为中国年的压轴大戏，元宵节的重头戏
素来都是一个“闹”字，譬如赏花灯、猜灯谜、踩
高跷等等。但自小生活在农村的我，对这些并
没有太多印象。当然，与佳节相关的热闹事物
还是有的，拉兔子灯便是其一。

记忆中，每年正月十五家里的那顿晚餐，照
例会较平时提前些，因为饭后还有一个令孩子
们早就盼望着天快点暗下来的仪式——拉兔子
灯。

当一碗碗飘溢着团圆喜气的汤圆，在全家
人的欢声笑语中被端上桌时，早就等不及的我
们兄妹，抢先围上去，争尝到那一口又粘又甜的
滋味后，便火急火燎地缠着外婆取出备好的兔
子灯，系上绳子，点燃蜡烛，欢天喜地出门招摇
去了。

左邻右舍的同龄孩子，此时大多也早早吃
过了汤圆，牵着一盏盏造型别致的兔子灯，在小
巷里蹿来蹿去。不一会儿，又吆吆喝喝、你追我
赶地聚到一处，纷纷晒起了自家的灯，比一比谁
的更漂亮，看一看哪一款的样式更新颖。该种
心情，小时候只觉得开心，长大后才知道这就是
过节的感觉。

我家的兔子灯，乃是由二舅“高级定制”。
莫看二舅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却有着一双灵
巧的手，不仅会制作各类农具，还很擅长扎兔子
灯。

二舅扎出的兔子灯，有着圆滚滚的身子、长
长的耳朵、溜溜的眼睛、短而干练的小尾巴。尤
其是兔身贴的细细密密的彩纸，灵气鲜活，非常
引人注目。风一吹，那毛茸茸的，可爱极了。

故此，邻家的小伙伴见了，无不一副羡慕神
情。有的为了能亲手拉一下这灯，甚至不惜拿
出心爱的鞭炮作交换。听着大家“啧啧”地称
赞，妹妹的骄傲神情溢于言表。

二舅扎的兔子灯，不单模样好看，还经用。
依稀记得有一年，家住巷口的“小黑皮”为了在
伙伴们面前显摆一番，拉着自己的兔子灯，一个
劲地往前飞跑。未曾想，忽然间刮起了一阵风，
眼瞅着灯里的烛火倒向了兔子灯的身体，瞬间
成了一个火球，并借着风势，越烧越旺。

瞧着这情形，胆小的女孩们被吓得惊叫起
来。而调皮的男孩子则大多幸灾乐祸：“哦，哦，
烧兔子了！能吃兔肉喽！”急得“小黑皮”拼命用
脚踩那燃着的兔子灯。虽说火是被他踩灭了，
但竹条框架的兔子灯也不可避免地散了架。呆
呆望着地上这堆灰烬，当时的“小黑皮”哭得那
叫一个惨。

而我家的兔子灯，由于用了铁丝框架，便没
有这份顾虑。即便被烛火燃到，只需重新糊上
新纸便可。

夜色越来越深，孩子们却依旧兴致盎然，拉
着兔子灯，怀着对新一年的期盼，按固定线路进
行绕村环游。当时的村里没有路灯，路上黑乎
乎的，但一盏盏兔子灯内闪烁的着、忽明忽暗的
烛光，不仅驱走黑暗和迷途，照出前方的路，还
映着孩子们一张张满溢喜气的笑脸。

每个年代都有属于自身特色的欢喜。就说
这元宵节的兔子灯，尽管随着时代在变，喜庆与
快乐却始终未改。每每看到当下的孩子们在节
日里提着各种科技感十足、能投射出福字与绚
丽图案的灯笼，编织起童年色彩斑斓的绮梦时，
我便仿佛看到了那年那时的自己，以及身旁那
盏手工制作、带有烟火气的兔子灯影里，藏着的
一个个绚丽流年……

新会元宵看鱼灯
杨肖坤

“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暗尘随马去，明
月逐人来。游伎皆秾李，行歌尽落梅。金吾不禁
夜，玉漏莫相催。”唐神龙元年（公元705年）正月
十五夜，长安城大放花灯，特许夜行，观灯者人山
人海。人潮中，有位叫苏味道的诗人有感而发，
挥笔写下这首传世之作《正月十五夜》，留下了元
宵灯节的盛况。470年后，宋代词家辛弃疾写就
《青玉案·元夕》，以“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
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
转，一夜鱼龙舞”的生动语句道出元宵节灯饰璀
璨夺目，街上一片繁华热闹、让人目不暇接的景
象。可见，古人的种种记载，都印证了元宵节的
观灯习俗。

元宵节相传始于汉代，起源于民间开灯祈福
古俗。汉明帝永平年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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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十五
夜燃灯的习俗也随着佛教文化影响的扩大及后来
道教文化的加入逐渐在华夏大地扩展开来。到汉
文帝时，更是下令将正月十五定为元宵节。

元宵节在唐宋时已变成一个盛大的节日，而
关于新会元宵节的记载，也可见于明代万历《新会
县志》，当中写道“元宵灯烛箫鼓彻夜为乐”，展现
了人们用蜡烛、吹箫、敲鼓等方式来庆祝元宵的情
景。到了400年前的清代初期，新会鱼灯开始走
上历史舞台，这个习俗也被人们记录下来：“在新
会，县城翰禄桥（今惠民东路）之鲤鱼灯最具名
声。相传，清代每年元宵节期间，桥之中央搭建一
庞大灯棚，桥之两岸挂上各式大小不一的鱼灯，中
有一巨型鲤鱼灯，其身长约8尺，造型别致，形态
生动，前往观赏者络绎不绝。”

作为土生土长的新会人，我自小便见识过鱼
灯的精美，每逢新春佳节，就跟着父母逛街赏灯，
仿佛当年的祖辈一样，在光彩中迎接新年的到
来。长大后，从长辈口中得知，原来著名画家黄
永玉是新会女婿，在陪夫人回新会娘家过年时，
与新会鱼灯产生了一段不解之缘。那是抗日战
争胜利后一个春节的晚上，黄永玉和夫人张梅溪
散步到会城西隅街。当时，街上挂满了各式各样
的鱼灯，看到这一幕，他瞬间感到深深的震撼，从
此心里烙下了鱼灯印记。1991年，黄永玉绘画
出代表作《新会鱼灯》，并题写“五十年前（大约时
间，应该是指19世纪40年代末）新会春节闹市街
中连串悬挂大小鱼灯，此中甜美景象不复存在
矣”，来表达对新会鱼灯的念念不忘之情。他曾
在央视的一次访谈中说：“我一辈子见过很多灯，
但新会的鱼灯是最漂亮的。那时街的两边都是
茂盛的树，就像一条绿胡同。树上串着铁丝，铁
丝上面挂着各式各样的鱼灯。透明的灯放出红
色的光，足有两三里路长，人们感觉就像置身在
水里，这么美好的情景，在全国其他地方都是从
来没有见过的。”

今年春节，鱼灯又挂满了街道，特别是新会人
民会堂旁的树荫下，鱼儿们成群结队，畅游在大海
般的夜幕下，浓浓的年味如春风般扑面而来。它
们大大的眼睛、嘟嘟的嘴巴、鲜红的鳞衣、翘起的
尾巴，每一寸都可谓充满喜感，男女老少，无不喜
欢。更让人欣喜的是，在地方政府对非遗文化发
展的大力推动下，作为特色民间工艺的新会鱼灯
得到了更多人的热爱和传承，他们用满腔热忱和
精湛手艺，让这种传统文化、这份吉祥寓意薪火相
传，生生不息。

雪国的元宵节
覃强华

又是一年元宵节，记得在武汉求学的
时光，第一次在异乡过元宵节，别有一番
风味。大雪纷飞，沉淀了一夜的春雪覆盖
了整座城市，也给这座城市带来了诗情画
意。

他乡的雪，是洁白的种子，扑入多情
的大地，播撒一片相思。人们对雪不惜用
最美的词句赞美它，如“忽如一夜春风来，
千树万树梨花开”对突如其来的奇丽雪景
表达慨叹；“积雪满阡陌，故人不可期”表
达因大雪阻滞无法与朋友相聚的无奈；

“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则表达像雪一样宽
广的胸怀。

我喜欢武汉的雪，大地上铺满了洁
白的雪花，寒冷虽给人们带来许多不便，
但在元宵那天，依然无法阻挡人们欢度
佳节的脚步。雪花纷飞，人们会穿上厚
重的衣物，踏着雪地，游览元宵庙会，在
雪中逛庙会、灯市别有一番风味。庙会
上张灯结彩，热闹非凡，人们欢笑声此起
彼伏。小朋友手里拿着小灯笼，笑着跑
着，他们为了能看见最美的灯光，也为了
能够拿到自己理想中的糖果，嬉戏着，寻
找着。这时，天空中飘洒下来的雪花就
像一颗颗糖果一样，给了小朋友们极大
的惊喜。

千里江山雪，天下江山第一楼，此刻
黄鹤楼的意境划破苍穹，穿越时空。枯树
雪花间掩映着重檐楼阁，淡远、空灵、飘
逸，仿佛是从古画中走出来一般。当游
人、市民趁着雪花纷飞走进黄鹤楼时，覆
盖了白雪的京广线轨道不时往来火车，或
驶向武汉长江大桥，或路过黄鹤楼脚下，
不经意间就产生了时空交错感。雪花纷
纷扬扬地飘落，将这座江城装点得如诗如
画。行走在街头巷尾，踩着积雪，听着雪
落下的声音，感受着雪花的温柔，仿佛置
身于一个纯净的童话世界中。

“地上有多少游子，天空就飘落多少
雪花。”那是来自家乡的信使吗，携带着
洁白的思念，作一次深情的探望。在中
国的文化传统中，雪被赋予了许多象征
意义。雪是洁白的，纯洁无瑕。雪是寒
冷的，犹如寒冬，给人们带来震撼和警
醒，提醒人们珍惜温暖与友好。元宵节
的雪是人们喜闻乐见的。它给人们带来
欢乐、温暖和冷静，也给人们太多美好的
回忆，让我们怀着对这个传统节日无限
的热爱，在每年的元宵节都期待着它如
约而至。

有人喜欢那洁白的云朵，有人眷恋那
蓝色的海洋。而我最爱他乡那纷纷扬扬、
飘飘洒洒的雪，雪给他乡增添了无限魅
力。

元宵节的雪，是我心中那化不掉的思
念，天空用它的行为艺术，渲染了我的心
事。元宵节来临，有多少期盼和回味，像
那漫天的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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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元宵节
刘红菱

在古代，元宵节又叫上元节、灯节。作为
一年中的第一个月圆夜，元宵节天然极具浪
漫，所以它也是中国人的情人节。

每到元宵节，总会不由得想起欧阳修《生
查子·元夕》中的那句诗：月上柳梢头，人约黄
昏后。眼前总会浮现出这样的画面：亮如白
昼的夜晚，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在花灯下邂
逅，上演一场场浪漫的爱情故事。“天上元宵，
人间灯夕”，元宵总和花灯连在一起。元宵节
的重头戏在晚上，在火树银花不夜天的梦幻
里，唯有美好的爱情才不负此景。

影视剧里很多爱情故事的初遇都发生在
元宵节。印象最深刻的是《大明宫词》：元宵
节这天，长安街热闹非凡，14岁的太平公主和
韦姐姐看花灯时走散。惊慌失措的太平公主
揭开一张张面具找她的韦姐姐。最后，她揭
开一张昆仑奴面具，面具下是薛绍明亮的脸
庞。一瞬间他们的爱情在元宵节漫天的灯火
中开启。

而我关于元宵节的回忆则停驻在19岁那
年。

那年元宵节，家乡小城举办了盛大的灯
会。听说有元宵灯会，我和闺蜜欢呼雀跃，几
天前就商定好元宵当天得早早去看灯。闺蜜
住在离县城十几公里的乡镇，元宵那天她中
午饭没吃就从家里坐车来我家了。

看灯是要趁早的。和闺蜜汇合后，我们
草草收拾了下，晚饭没吃就迫不及待去看花
灯了。元宵节前一天，许是为了应景，天空竟
扬扬散散飘起了雪花，到元宵这天，地上已铺
满厚厚的积雪。踩着积雪没几分钟我们就到
了十字街，灯展以小城十字街为中心向东南
西北四条街辐射，每条街大约长二里多，每棵
树上都挂满了不同形态的灯，有宫灯，纸灯，
纱灯，还有春灯、兔子灯、元宝灯、蛤蟆灯、荷
花灯、鲤鱼灯……灯上绘有花草树木还有鸟
雀龙虎各种图案。虽然夜幕还没降临，但每
条街上早已挤满了人，四里八乡的老老少少
已从不同的地方赶来。每条街上的灯已依次
亮起，无数绚丽的灯束舞动起来，白色的楼
房、树木、街道无不披上七彩的光芒。这时才
发现诗人写的每一句诗都是那么的真实可
信。

我和闺蜜兴高采烈地行走在观灯的人流
中，尤其是我，一边走一边跳，一不小心摔倒
在地，惊人的尖叫声引得一旁的人全朝我们
这边侧目，闺蜜羞涩地把我拉起，叫我小心
点，我舌头一吐，朝她做了一个鬼脸，又旁若
无人地大笑起来。突然，闺蜜扯着我的胳膊
猛地摇了摇，又指了指前面。虽看得不太仔
细，但近视眼的我还是认出了站在不远处望
着我笑的那个男孩，他是我一直倾慕的隔壁
班的那个男孩。那时的我觉得他是我们学校
最好看的男生之一，做课间操时总希望看到
他，在学校溜达时也希望遇到他。却不承想
自己最不淑女的形象尽入他眼底，我用力绞
着围巾，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

这时一阵“噼里啪啦”鞭炮声响起，人群
拥挤起来。原来是踩高跷、划旱船、扭秧歌的
大队伍过来了，蚌壳精、孙悟空、猪八戒等我
熟悉的小说里的角色都出现在队伍里。在这
些队伍中，我竟然看到了妈妈的同事，她拿着
个花手帕在轿子前扭来扭去，脸上搽着夸张
的胭脂，嘴角的大黑痣在灯光下格外醒目。
一时间很多的人朝我们站的这边涌过来，男
孩招呼大家赶紧靠街道边站稳，然后男孩一
手拉着我的衣襟一手拉着闺蜜的袖子来到紧
挨路口的一个商铺前的石狮前。望着他的背
影，我的心情特别快乐，特别兴奋，仿佛有万
千烟火在心中盛放。一切像是在梦中，我已
经记不得后来我看到了什么。雪簌簌地下，
我踩着他踏在雪地里的脚印，亦步亦趋地跟
在他身后。这个夜晚是属于他的，然而，他并
不知道我的心思，我的心思就像一粒种子，埋
进土里，等待来年开花结果。

……
一晃多年，我们三个人早已散落在这世

界的不同角落各自安好，彼此并无联系。岁
月早已让我添了丝丝白发，我的想象力似乎
已退化。但回望往事，我仍然会想起那年元
宵，它让我依然能在每年的这个时候，追忆我
逝去的青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