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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馋嘴媳妇巴年下，年下巴了巴十五
（念wà）。十五巴了没啥巴，拉根麻绳吊死
吧。忽然想起四月八，四月八还能吃根鲜
黄瓜。”这是在村里不知流传了多少年代
的儿歌。年下，即春节。巴望春节，自然是
因为到时候就可以吃白馍、吃大肉了。被
称为元宵节的正月十五，是春节后的又一
个重要节日。当然要改善生活，庆贺一下。

春节已过，好的吃完了，亲戚串完了，
压岁钱没人给了，孩子们多多少少有些失
落感。但十五一到，便又有了一点小小的
振奋。喝茶糊涂、吃枣花馍，还有用玉米面
蒸的灯盏，中间低凹处倒上香油，放上灯
捻，祭祀时当灯点，点完后当馍吃。这自然
是惬意的事。

更具诱惑力的还是玩。春节时各家忙
着赶年，走亲戚，顾不上。节后尚未进入农
忙，正是娱乐的好时候。于是各村的社火
就热闹开了，每年的正月十五是全村最热
闹的时候。不过，十五的乐趣对我来说远
不止此，另有一个多数农村孩子享受不到
的项目，就是进城看社火。

家乡有一种习俗称“游十六”。十五一
过，第二天便关门闭户，全家到集市或城
里来个“一日游”。父亲在县城工作，给我
进城“游十六”提供了便利。三婶的娘家也
在县城。十五这天天刚擦黑，母亲、三婶便

带着我们几个孩子，来到火车站。在三叔
的诊所歇歇脚，然后乘上晚八点半的火车
出发了。对于乡村孩子来说，乘火车是一
件很“酷”的事。坐在座椅上，目送窗外渐
渐远去的灯火，耳听车轮“咣咣咚咚”的声
音，身子随着车厢有节奏地晃着，心里舒
坦极了。

一觉醒来，便是十六。街上已聚集了
不少看热闹的。忽听锣鼓骤响，鞭炮齐鸣，
社火演出开始了。几十个彪形大汉手执梢
子棍在前面开道，以锣鼓镲为主的乐队紧
随其后。接着是狮子、高跷、垛。每组垛都
有一个平台，由四个人抬着，平台上有眉
清目秀、衣着华丽的七八岁的小姑娘或坐
或站，做着各种姿势，类似时装模特。

忽然人们停住了脚步。有人在队伍前
面横出一根条凳，上面摆着香烟点心——
街头临时表演开始了！于是狮子开始舞
动，锣鼓节奏加快，掌声喝彩声不断。抬垛
的人也停了下来。只是苦了踩跷的。这跷
的下端是一根木棍，根本站不稳。行进中，
两条腿交替动作，双臂摆动才能保持平
衡。停止前进，别的人可以歇歇脚，踩跷的
却要不停地做着踏步的动作。否则，慢了
一步，将会人仰跷翻，跌个鼻青脸肿。这次
狮舞时间较长，有的踩跷者坚持不住，只
好溜边靠墙休息。

临时表演结束，人流涌向大操场。这
里才是正儿八经的表演场所。狮子仍是
主角。除了先前的表演，还要上桌子，上

“老杆”。这“老杆”像一根电线杆上钉了
把手，直竖着，两个表演者要披着“狮
皮”，做着各种姿势，爬上去再爬下来，属
高难度动作。操场上有卖鞭炮的、卖糖果
的、吹糖人儿的。但最诱人的还是那一束
束紫红的甘蔗。掏出五分钱，买来三节，
却又舍不得吃。心想：啥时有钱了，我要买
一整棵！

夜幕降临，街灯亮了。各家大门口都
挂起了红灯笼。游人陆续走上街头。孩子
们提着纸糊的小灯笼一边走一边嬉笑着。
皓月当空，星光灿烂，与街上的灯火辉映
着。“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暗尘随马
去，明月逐人来。”小小县城，虽不及苏味
道笔下的长安城元宵夜那么热闹，但也有
几分相似。

十字街口灯火明亮处鼓点正紧。开始
是豫剧、曲剧清唱。接着是一位穿长衫的
表演山东快书。说的是一个小伙找了个秃
头姑娘，心中不悦。这姑娘却人丑嘴巧：

“你别看俺秃子秃，俺可秃得还有福。不生
虮子不生虱，省篦子来省木梳。相公夜晚
来念书，俺站在桌前当蜡烛……”逗得大
伙哄堂大笑。

巴望十五
□王经华

记忆深处

情人节，其实我们中国也有，那就是我
们的元宵节。一直记得多年前看过的电视剧

《大明宫词》，里面有一个经典的画面：上元
夜，少女时代的太平公主悄悄溜出宫去。宫
外，花灯如海，夜暖风香，人流如织。年少的
太平公主，踩着细碎的月光，眼眸低垂，轻移
莲步，夹杂在人流中，观焰火，看花灯。

天空中绽放着美丽的焰火，长街上人潮
涌动，火树银花不夜天，在这样的背景下，年
少的太平公主第一次遇到薛绍，少女单纯美
丽的爱恋，初次盛开在大唐的上元夜里。

电视剧虽然只是后人的想象，但这样美
丽的情怀，这样唯美惊艳的画面，还是深深
地打动了我。这样的想象也算合理，因为上
元节除被赋予了传统的人文元素以外，也是
古代的情人节。

有一首词就是最好的例证：去年元夜时，
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今年元
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

这首词写的是一个年轻女子在上元夜
里触景生情的温婉惆怅。长街还是那条长
街，月亮还是那个月亮，花灯依旧璀璨，焰
火依旧美丽，可是今年的上元夜，再也不是
去年的那个夜晚。所谓物是人非，大抵就是
如此。缺少了那个人，身边的景致就算和从

前一模一样，也不复从前。
这首词，一说是北宋文学家欧阳修的

名篇，也有人说是宋代女词人朱淑真的
佳作。我更倾向于后者，因为这首词表达
的内容，是活脱脱的小女儿情态。当然这
种考证，留待学者们去推敲和研究。

女词人李清照在《永遇乐·落日熔金》里
追忆了自己少女时代在都城汴梁过上元节
的情景。“中州盛日，闺门多暇，记得偏重三
五。铺翠冠儿、捻金雪柳，簇带争济楚。”上元
夜，她和女伴们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一起出
去HAPPY。

清朝董舜民在《元夜踏灯》里描写了一
个良家女子上元夜出去看灯的场景。她告别
老公，出去观灯，想起嫦娥偷了灵药跑到广
寒宫，一个人寂寞清冷，不如自己守着老公，
过平凡日子来得幸福。

古时女子被纲常伦理禁锢封闭，所谓三
从四德，笑不露齿，男女授受不亲等一些教
条束缚，上元节却是一个例外，女人也可以
独自出行游玩，因而增加了男女相识的机会
和概率，所以被叫作情人节也不为过。

上元夜，烛影摇红，千年不变。浪漫的
氛围，更适于约会，人潮涌动的狂欢夜，一
不小心遇到个可心的人儿，也未可知。

人约黄昏后

我叫元宵，也有人管我叫圆子。
我很重感情，非常黏人。

“都说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很
明显，这句名言说的就是我，我就是非常
有心的“人”。

我学富五车，肚子里是相当有货。白
糖、玫瑰、芝麻、豆沙、黄桂、核桃仁、果仁、枣
泥，我的肚子简直就是一个小型仓库，应有
尽有。这充分说明我胸怀宽广，无所不包。

我长得胖胖的，圆嘟嘟的，用流行的
话来说：人家看上去珠圆玉润的，整一个
微缩的“杨贵妃”，因此，我总是左右逢

“圆”，人人都喜欢我。
有人说我总是被人争着吃，抢着咬，

是因为我被“陷”（馅）害了。
我喜欢有人给我按摩，那很享受。只

有经过反复的按摩，我的皮肤才会变得光
滑，有弹性。

如果为我按摩的人手法不够娴熟，弄
不好就会让我“走光”，把我原本该呆在肚
子里的玩意儿沾到我的皮肤上，成了影响
视觉的“大麻子”。

有人笑我肚子看上去很大，可气量相
当小。其实不是我气量小，而是我的“脸

皮”比较薄，稍不留神，就会不给人面子，
撕破“脸皮”。

我热衷于高台跳水，而且跳的都是开
水。我跳水非常有气势，别人都是要么是
单人跳，要么是双人跳，我们完全不同，是
一个接一个，浩浩荡荡的团体跳，那场面
蔚为壮观。

在锅里，我总是浮上来又沉下去，沉
下去又浮起来。这就是人生，懂不？人生总
是浮浮沉沉。

我的心态很好，尽管历尽水深火热，
几经沉浮，依然保有一颗真心。

元宵也幽默

欢乐祥和的春节过后，人们又迎来了一
年一度的元宵佳节。面对“神州处处犹歌舞，
花灯绽放不夜城”的红火热闹，我不由得想
起早年过正月十五打秋的往事。

打秋，又叫蹬秋，也就是荡秋千。每到元
宵节期间，乡亲们凑钱，在村子的主要街道
和十字路口搭彩门、设秋千。在高达数米的
木架或铁架上，悬挂两根粗大的绳索，下面
拴上一块横板，人站在板上利用脚蹬木板的
力量在空中前后摆动。

荡秋千的种类尽管多种多样，但最常见
的还是人站在木板上用脚蹬的那种。有一人
独自蹬的，有两人相对同时站在踏板上一起
蹬的。荡者双手紧抓绳子，目视前方。先由人
在背后助推，荡者手、腰、腿、脚协调动作，适
当用力，然后由慢到快，先缓后猛，逐渐游荡
开去。当时农村青壮年男女无不喜欢这项活
动。荡者动作惊险刺激，观者在一旁呐喊助
威，表现了古朴向上的民风。

“黄金强档”时间蹬秋者都是技艺高超
之人，不得要领技艺低下者因怕当众出丑遭

人嘲笑，只有趁午饭没人时荡几下，过一下
打秋瘾。人们不仅白天蹬秋，在月光好的晚
上，也是男男女女结伴而至，打秋者甚多。

蹬秋是成年人的快乐游戏，小孩们只有
看热闹的份儿。但为了满足小孩的愿望，大人
们便稍加改造，选择两棵距离较近的树木，绑
上绳子，小孩就可以坐在绳子上荡秋千了。

当年我家房子后面有一空地，长着许多
碗口粗的椿树、槐树，绑上绳子，一个简易的
秋千就这样设置好了。左邻右舍的小伙伴们闻
讯而至，两手抓住绳子朝上面一坐，先由小伙
伴猛推一阵儿，待摆动开来再猛一松手，竟也
能荡出好高好远。树木被摇得吱吱作响，耳旁只
听呼呼的风声，快乐奇妙无比。因无连续动力，
荡一阵便自动停下，小伙伴们便轮流进行。

就这样，农家的孩子自有农家的乐趣。
当年虽没有电动火车、小汽车、仿真冲锋枪、
机器人、积木、魔方之类的玩具，小伙伴们因
陋就简，玩得仍然十分开心尽兴。

蹬秋，这项简单的运动游戏，伴随着儿时
的我，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快乐的元宵佳节。

正月十五打秋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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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弃疾用其生花妙笔浓墨重
彩地渲染出了元宵佳节的盛况。元宵节，
源于汉代，盛于唐宋。不管是为纪念“平
吕”而设，还是因为“道教”而定，元宵节传
承着传统的文化和习俗，是被民俗文化深
深浸染的节日。

中国自古就有“忙腊月，耍正月，小初
一大十五，月半大于年”的说法，更有“正
月十五闹花灯”的习俗。一个“耍”，一个

“闹”，道出了正月十五的真谛，使元宵节
成为我国又一个大众喜闻乐见的节日，在
历史的长河中源远流长。

元宵节，清晨，清脆的鞭炮声拉开了

闹元宵的帷幕。上午，虽寒春清冷依旧，但
喧闹的锣鼓、欢快的秧歌、滑稽的小丑、精
彩的高跷、有趣的旱船，丰富着人们的感
官，愉悦着他们的心情。晚上，燃放的鞭炮
激动着人们的神经，炸开的烟花璀璨了节
日的夜空，绚丽的花灯冲淡了寂寞的广寒
宫……

此时，“谁家见月能闲坐，何处闻灯不
看来”？真的是“车马往来人看人”“火树银
花不夜天”。自古流传下来的亘古不变的
主题，尽情地演绎了“耍正月”。虽然年年
如此，有些俗，但也能品到超然物外。因
为，俗，也是一种文化，更何况元宵节是雅
俗共赏呢。

虽说春天的脚步一直在季节的门外

徘徊，阳光亦挟裹着寒意，但春天，已经被
隐秘地揉进香喷喷的元宵里，满面笑颜的
人们在热气腾腾中品味着正月十五的风
情，举手投足之间隐藏不住欢欣和喜悦。
即使有忧郁，即使有心痛，也会因此而温
馨。

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元宵节是
年最后的疼爱，又何尝不是又一轮生命疼
爱的开始呢！

“过佳节，品元宵。”品出的不仅是各
种文化习俗，更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祈
祷：在新年的第一个农历十五，人们祈祷
生活就像天上的月亮，圆满美好！那一个
个晶莹剔透、莹润有致的元宵，不是更寄
托着人们的美好愿望和甜蜜祝福吗？

元宵情思
我乡我土

时令走笔

□积雪草

心香一缕
□高庆立

灯下漫笔

□晓彬

□代淑蓉

“一曲笙歌春如海，千门灯火夜似昼。”迈着娉婷的步子，正月十五
元宵节翩然而来。元宵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民间历来十分重
视。在这个农历年中的第一个月圆之夜，人们赏灯、猜谜、闹社火，尽情
挥洒着欢乐，憧憬着未来，表达着爱意与祝福……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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