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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和浩特元宵节乡俗呼和浩特元宵节乡俗
■■高培萱

正月十五是元宵节，这一天要吃元宵，挂红灯，
处处闹红火。尤其是在农村，元宵节异常热闹，可
以说是中国式的“狂欢节”。

按照习俗，元宵节一般要过三天，从十四到十
六。正月十五挂红灯，元宵节是灯笼艺术的竞赛：
西瓜灯、韭菜灯、白菜灯、芫荽灯、黄瓜灯、走马灯
……各式各样多姿多彩的灯笼竞相挂出。这三天，
家家户户门前还要垒旺火。城乡都要表演传统的
文艺节目，其名目有：踩高跷、耍龙灯、扭秧歌、跑旱
船等。在呼和浩特托县还有两项传统节目即“抬

阁”和“脑阁”。这是由单人或多人身负铁架或其它
道具，将若干化妆的儿童置于其上，随着大人的扭
动而做出的各种动作。

元宵节是春节期间最热闹的，也是春节的尾
声。这三天往往天降瑞雪，故有“正月十五雪打灯”
之谚。元宵节的夜晚还要施放焰火，呼和浩特的民
间传统焰火名目繁多，大型的有“炮打城门”、“鹅下
蛋”、“猴尿尿”等，小型的有“满树林儿”、“大起火”、

“转花”、“连珠弹”等。另外，还有逛九曲的热闹节
目。大一点的村庄，往往要摆九曲灯会，灯多的有

400多盏，称为“黄河九曲”。据说，人进入九曲阵
内，游走一遭，就能免灾，这一年定走红运，所以人
人都争着逛九曲。

在元宵节的前一天要迎“灯官”。灯官由灯社
推举，选择语言滑稽、引人发笑的人去当官。当官
的也真的像当官一样。身穿官服，乘着肩舆到龙王
庙焚香。焚香叩拜，然后呵殿而出，这就等于领了
许可证。而后，执旗的、背印的都骑马随后，龙灯在
前领路，欢迎灯官就职。现在迎“灯官”的习俗已不
多见。

元宵元宵的记忆的记忆
■■张植祥

正月十五吃元宵，看花灯，闹元宵。
可惜，现在超市里卖的都是汤圆，没有元宵。
儿时，记得没有汤圆，只有元宵。
那时候，元宵不便宜，一两粮票只能买三个元宵。元宵的个头也不怎么大。
记得我家有好几年都是自己做元宵。
自己做元宵很麻烦。先是将糯米泡上一天，捞出来，摊开晾干，用擀面杖连

擀带压，碾成面粉状备用。将糖熬开，里面放上青红丝、粉碎了的核桃仁、瓜子仁
等等，再切成一个个半厘米左右的小方块，就成了元宵馅。

元宵馅料蘸了蘸水，就放在糯米面里，双手端着盛放糯米面的盆子，来回晃
动。元宵馅料在晃动过程中，渐渐地沾满了糯米面。直到再也沾不上糯米面时，
再依次一个一个地将半成品的元宵取出来，挨着个再蘸一次水，继续放在糯米面
当中晃动……反复好几次，等到盆里的糯米面粉几乎都沾到元宵上，元宵才算做
好了。

因为做元宵馅比较繁琐，还尝试过用水果糖直接做元宵馅，也买过做好的元
宵馅。

元宵是滚出来，汤圆是包出来。
我小时候，还听说过有外国人吃元宵，琢磨着元宵里面的馅，是怎么放进去

的？怎么也琢磨不清楚。看到元宵的加工过程才明白过来，直说中国人聪明。
最近这些年，为省事，过元宵节，都是买些汤圆煮煮吃了，勉强应个景儿。
住所周围没有元宵可买。懒得为了一口吃食跑远路。
心里终归还是觉得差点意思。

在我们家乡有月半（元宵节）的说
法，过完月半才叫过完年，好像要给喜庆
祥和的春节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从而
格外热闹，小孩子特别喜欢元宵节，因为
在我们乡下，元宵节孩子们都要玩灯笼，
穿新衣服逛庙会，因为火红的灯笼和新
衣服可以带来一年的好运。每年月半
前，大人总会给孩子买灯笼、做新衣服。

我们那里过元宵节的习俗有划旱
船、舞狮子等活动，孩子们就会提着各式
各样的灯笼跟在后面。在灯节上，打出
一个好灯笼，是值得炫耀的事，能吸引很
多艳羡的目光。

年一过，我们就盼着过月半，希望有
个好天气。过完年，街上、村里就开始有
人卖灯笼了，大人们根据家境为孩子选
回一个灯笼和几根红蜡烛。这种蜡烛下
端有孔，可以插在灯笼里的灯座上，但大
多数孩子玩的灯笼都是自己家人给扎
的。

手巧的大人，用写完对联剩下的红

纸，再砍来竹子，劈成篾条，先扎成需要
的形状，然后把红纸糊上就可以了。

父亲每年都会给我们扎灯笼。他扎
的最好的是直筒和圆球形的。这种灯笼
简单不费事，而且用料也不那么考究，其
实就是让孩子有个玩的，在那个时代也
没有那么讲究，有个灯笼就会美滋滋的。

划船、舞狮子从大年初一就开始了，
正月十五达到了高潮，孩子们就是跟着大
人点亮各自的灯笼，围着村子绕一圈，最
热闹的当然是十四、十五晚上。十四、十
五晚上，我们要跟着旱船和舞狮者打着灯
笼，成群结队地挨家挨户地划船、舞狮。
一个村子所有家都要去，走完了才能回家
睡觉。经常有一些孩子跑得急，摔倒了，
或不注意打歪了灯，蜡烛一倒就烧着了灯
笼，来不及扑救，灯笼就只剩下了骨架。
有些孩子会哭，大部分一笑置之。

唐代张祜在《正月十五夜灯》中写
道：“千门开锁万灯明，正月中旬动帝
京。三百内人连袖舞，一时天上著词

声。”意思是：元宵佳节，千家万户走出
家门，街上亮起无数花灯，好像整个京
都都震动了。许多宫女尽情地欢跳连
袖舞，人间的歌舞乐声直冲云霄，传到
天上。老家闹花灯的习俗始于什么时
间我没有考证，但很有意思，也很有规
律，时间上从我记事就没有变过。我
们闹花灯则简单得多，那就是“拼灯”，
在全村的孩子之间进行。十六晚上，
村里的孩子聚到村头，灯撞灯，拿西瓜
灯的专门找花篮灯撞，花篮灯却要去
撞狮子灯，这样你撞我、我撞他，直到
所有的灯笼都被烧完，所谓的升上了
天吧，才高兴但还留有一丝遗憾地离
开。

如今，科技发达了，生活条件也好
了，灯笼各式各样，而且档次也很高，但
就是没有以前有仪式感，也没有以前玩
得快乐。其实快乐是简简单单的事，现
在的孩子再也没机会体验“拼灯”的乐趣
了吧。

月半闹花灯的乐趣月半闹花灯的乐趣
■■谢祥涛

曾子的妻子到市场上去，她的儿子
要跟着一起去，一边走，一边哭。曾子
的妻子对儿子说：“你回去，等我回来以
后，杀猪给你吃。”曾子的妻子从市场回
来了，曾子要捉猪来杀，妻子拦住他说：

“那不过是跟小孩子说着玩的。”曾子

说：“不可以跟小孩子说着玩。小孩本
来不懂事，要照父母的样子学，听父母
的教导。现在你骗他，就是教孩子骗
人。做妈妈的骗孩子，孩子不相信妈妈
的话，是不可能把孩子教好的。”随后曾
子就依约把猪杀了给儿子吃。

小时候，大年三十这天，我家兄妹几个分工明确：担水扫院，贴年画、贴
窗花，上坟祭祖，是弟妹们的事情；我只负责写对联、糊灯笼。

我家的灯笼，是木匠父亲亲手做的四方灯笼，四面糊上白麻纸，里面底
座上放个墨水瓶做的小煤油灯；宫灯模样，虽然简陋却很实用。每年，我都
一如既往地写上：明灯高照。现在想起来，以我一个初中生的认知水平，贫
困的生活，闭塞的信息，限制了我的思维与目光，想都不会想到灯笼上除了
写明灯高照，还可以写福星高照、吉祥如意……

陕北人过年挂红灯笼，还有一个传说。唐朝末年，黄巢带领起义军攻打
浑州（今安塞县王窑乡一带）。攻城三天未破，他大怒，扬言攻下城池赶尽杀
绝、烧焦全城。天寒地冻，黄巢当时扮成农夫进入浑城侦探军情，被官军发
现 ，穷追不舍。危急关头，一个老人救了他，并指给他攻城的秘密路线。黄
巢深受感动，让老人正月十五元宵节用红纸扎个灯笼在自家窑檐下挂起
来。他走后，老人一传十，十传百，元宵节夜全城百姓门口都挂上红灯笼。
此时，黄巢率五千精兵，按照老人所指的进城路线杀进城来，不多时就攻克
浑州。凡是门口挂红灯笼的，起义军一律不进；不挂灯笼的，起义军冲进去
抓赃官老财，只一宿时间就把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杀光。从此以后，正月十
五挂红灯笼的民俗就在陕北高原流传下来。

“正月里来是新年，纸糊的灯笼挂在门前。风吹灯笼呼噜噜转，我和三
哥哥过新年。二月里来是春分，我爱我那三哥哥好后生。马兰花开根连根，
我和三哥哥一条心。”这首陕北民歌《挂红灯》，在陕北高原、晋西北、包头、呼
和浩特传唱了一代又一代，感动了无数高原人，成为中国民歌中的经典。从
这首民歌中，听出了陕北人发自肺腑的心声：对生存的渴望，对爱情的执着，
对光景的期盼，对黄土高原的热爱。哦，这金子般灿烂的红灯笼，这天籁般
奇妙的《挂红灯》，永远是陕北人的精神家园。

大年三十雪打灯，瑞气盈门。此时，村庄四周群山肃穆，寒气袭人。村
里庄户人家院落中，大红灯笼高高挂，喜乐祥和。风平雪飘，鞭炮声声，诗意
盎然。家家窑洞里灯光明亮，暖意融融。每当此时，我常望着那些错落有
致、或亮或暗的红灯笼遐想：如果说，窑洞是陕北高原温暖的眼睛，那么红灯
笼就是高原上的太阳，永远光芒四射，照耀着人们前行的大道……

古郡霓虹不夜空，华灯绮树映苍穹。
欢腾盛世金龙舞，纵目天宫礼炮隆。
腊雪梅花添锦绣，乡村振兴建新功。
春临大地吉祥溢，兔步青云伟业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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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律·癸卯元宵节感怀
■高银

大红灯笼高高挂大红灯笼高高挂
■■耿永君

春风一春风一到便繁华到便繁华
■■卢海娟

裹紧大衣，系好围巾，每一天的清
晨和黄昏，匆匆行走在上班的路上，天
总是干冷干冷的，雪还没有化尽，所有
被阳光忽略的地方，白雪仍然在静静
地躺着。风像铁制的刷子，刮在脸上
划得肌肤隐隐作痛——我一直笃信，
这仍然是冬天肃杀的北风。

朋友却雀跃说，天快暖了，春风起
了，春天快来了。

我四处张望：裹挟在尘霾里的树
没有一星儿醒来的新芽，皴裂的枝条
没有一点儿水润的痕迹，不是说“十里
春风，二分明月，蕊仙飞下琼楼”么？
没有春花，没有春草，更别说蜂蝶与燕
子了。“律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
木知。”连草木都睡着呢，在冰冷的天
气里，哪里有一点春的消息？

朋友却执拗地说，春天的确来了，
整日疯狂炫舞刮来刮去的，就是春风，

“二月春风似剪刀”。
怎么会呢？春风，应该是缱绻的、

温存的，带着柔情。不是说“吹面不寒
杨柳风”吗？春风来的时候，应该安
静、温情，带着阳光的暖，带着大地的
爱，“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应该
像婴儿的襁褓，像少女的裙裾，款款送
出花朵，送出一缕暗香来，“春风如贵
客，一到便繁华。”

春风来，应该是喜悦的、干净的、
光明的，“东风好作阳和使，逢草逢花
报发生。”它来，应该是娴静的、甜蜜
的、氤氲的，“春风骋巧如剪刀，先裁杨
柳后杏桃。”它来，冻僵的心就会缓缓
苏醒，想起爱，想起青春，想起所有温
软的往事，想起丢失已久的博大温存
的怀抱，“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
情。”

春风是恩泽，“雨洗青山净，春蒸
大野融。”它来，万物萌发，生命蓬勃。

它是最接近禅意的静宁氛围。是
唐代李华“芳树无人花自落，春山一路
鸟空啼。”中默默摘下花瓣的那一缕，
轻轻推送鸟鸣的那一羽；是“春风伴舞
雩，流月照芙蕖”的空灵与了悟。

它是诲语谆谆如沐春风。宋朱熹
《伊洛渊源录》卷四云：“朱公掞见明道
于汝州，逾月而归。语人曰：‘光庭在
春风中坐了一月。’”朱光庭是理学家
程颢的弟子，他在汝州听程颢讲学，如
痴如狂，听了一个多月才回家，回家逢
人便夸老师讲学的精妙，如沐春风。

它是绽放在脸上的无法掩藏的惊
喜。“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
花。”好运气扑面而来，从此可以别开
生面、风云际会、龙腾虎跃一番了：“春
风得意归来好，衣锦联镳入故乡。”功

成名就，荣归故里。
它是如花美眷。“云想衣裳花想

容，春风拂槛露华浓。”云霞是它的衣
裳，花儿是它的容颜，春风吹拂阑干，
承露的花儿更加娇艳。

它是浓情蜜意，是写不尽的艳曲
春词……

“春风先发苑中梅，樱杏桃梨次第
开。荠花榆荚深村里，亦道春风为我
来。”这是白居易的春风。春风吹遍大
地，云在轻轻游走，水在微微荡漾，草
把大地染作鹅黄……春风是大地的裙
裾，抚着花琴，弹奏着抒情的序曲，繁
华盛开，万物峥嵘，生命将有一场盛宴
要去赶赴。

春风一到便繁华，走在春风里，我
的脸，因风的抚摸有一丝细细的痒，加
上围巾作怪，偶尔在脸上拂一下，让人
不由得一凛。我的大衣，遮不住裙角
飞扬，在风中舞蹈。连吸在肚子里的
气体也是清爽甘冽的，让人精神振作。

走在春风里，身体一下子变得轻
飘飘，好像可以直上云霄。思想的野
马也改变了方向，我喜欢走在春风里
的那份惬意与舒爽。我喜欢，心猿意
马，喜欢在春天、在路上胡思乱想。

春风一到便繁华，我和这个娑婆
世界，终将有一场美丽的邂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