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元宵节放焰
火是重要的文娱活动，由于品类繁多、
可观可听、参与性强，因而更富感染
力，令人回味无穷。

初五刚过，“火匠”们便被请到了
村里，开始做火。那时的火没有现在
这般光鲜与震憾，但却别致而精巧，它
把纸艺、火艺紧密结合起来，给人以不
同的感受。“火匠”们首先展示的是纸
艺，即用竹子和各色彩纸等为原料，糊
制成猴子、龙、鱼、鸡、马、牛、羊、菊花、
莲花等各种动物或花卉形象，同时将
各种焰火巧妙地融入其中。放火前
夕，他们将这些纸艺形象在一块较大
的场地上悬挂起来，供四乡八邻的群
众欣赏。接着，便用各种炮仗筑成老
杆、城楼，也用各色彩纸加以装饰，老
杆犹如一座牌楼，雄伟而花丽，城则矗
立于中央，坚不可摧。此时，各个关键
部位还未安装炮捻，但“火匠”们仍会
小心翼翼地巡视四周，生怕哪家小孩
不小心给点着了。此刻，邻近乡村的
人们早早赶来，他们观看这惟妙惟肖
的各种动植物形象，从那色彩斑澜之
中寻找着生活的快乐，从那栩栩如生
中探寻生命的真谛，人们议论的话题
不是焰火的好坏，而是纸艺的高低。
这到底算是“火”还是“灯”啊？恐怕许
多人都说不上来。

傍晚时分，“火匠”们才开始装
捻，并把相应的“火”种连接起来。在
现场人员的维持之下，首先燃放的是
较为温和的“火”。在人群之中，“火

匠”们首先点燃了龙，然后在炮捻的
引导下，各种动物、植物相继点燃，于
是就出现了鹅下蛋、猴尿尿、凤凰展
翅、金牛闹春、菊花满园、金蝉齐鸣
等场景。瞧，大白鹅的肚子下一颗
一颗泛着白光的“蛋”不停落下；俏
皮的猴子搔首弄姿，尿出一串串清
亮的尿……紧跟着，地老鼠突然钻了
出来，在人缝中钻来钻去，惊得人们
大呼小叫、笑闹不已，满树林火树银
花，照亮了天地。最精彩的当属“人
顶火”，火匠头顶着一只盛满起火与
满树林的箩筐，在场地中央跑来跑
去，头顶上的焰火彩花四溢，惊得在
场的人大呼小叫、四处躲藏，直喊过
瘾。当所有的动物花卉燃烧殆尽，人
们的注意力开始转向那老杆与城。

老杆与城当然属于低空焰火。当
炮捻点燃之后，率先施放的还是满树
林，接着是一串震天响的麻雷，跟着便
是各种色彩的起火、流星飞雨，间或夹
杂着钻天雷、麻雷等，满天飞舞的焰
火，把黑暗的夜妆扮得格外迷人，震耳
欲聋的响声又似乎要把人的五脏六腑
震出来，人们捂着耳朵，伸长脖子，生
怕漏掉一个细节。接下来便是攻城
的开始。矗立的城开始被各种火器
包围，大小麻雷、各色起火，有的向上
钻入云霄，有的四处乱飞，真如战场
上的一次攻坚战，直震得山川回响，
直燃得火光四溢。那老杆在燃尽之
际，会突然出现一座楼阁式建筑，如在
白天看到的一样，只是色彩更艳，形象

更逼真。
在老杆与城即将熄灭之时，几发

礼花腾空而起，天女散花刚罢，星空灿
烂又起，银蛇狂舞刚熄，孔明灯又悬于
夜空，令人尖叫称奇。

传统的焰火真是令人陶醉，那是
纸艺、火艺的结合，是昼看、夜观的组
合，是人与焰火的亲密接触，也是人们
对火红生活的祈盼。我记起了唐代诗
人苏味道的诗《正月十五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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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歌径落梅。
金吾夜不禁，玉漏莫相催。
是的，元宵佳节，火树银花，催生

了故乡人民对未来幸福生活的殷切期
盼，也催生了传统焰火别具一格的艺
术魅力。看当下的焰火表演，不过几
十分钟或几小时，当满天银花散去，置
身其中的我们也仅仅获得了一时的视
觉享受，实在是一种遗憾。而过去那
种焰火的色彩、形象、丰富的内涵、长
久的领略，真的如一份文化大餐，人们
可观、可听、可品、可触、可及，完全置
身其间，这样的大餐才是最真切、最迷
人、最令人心动的啊。

我想，在享受现代焰火晚会的同
时，我们该记住那凝聚了中华民族智
慧与文化内涵的传统焰火，记住那不
该逝去的浓郁厚重的传统民俗，至少，
该让我们的后代知道，焰火之中蕴含
着厚重的文化，是不该忘记的传统的
民俗。

林漫步林漫步
诗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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莉异彩纷呈放焰火异彩纷呈放焰火

■吴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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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时
光流影光流影

过过 年年
■李雨佳

喜迎元宵节
■强喜娥

灯灯
下漫笔下漫笔

呼和浩特元宵节乡俗
■高培萱

金蛇腾飞迎春到，
元宵赏花心如愿。
流光溢彩灯光照，
五福临门聚华宴。
迎财接福好征兆，
喜福全聚富贵年。

龙飞凤舞金狮跳，
畅怀抒情皆所愿。
佳节快乐心高傲，
天地祥和家团圆。
锦绣前程鸿运绕，
万事胜意开财源。

锣鼓喧天踩高跷，
秧歌扭起舞翩跹。
笑语温馨共良宵，
彩灯璀璨日月圆。
欢度元宵人俊俏，
天涯海角共婵娟。

全家观花放鞭炮，
瑞祥蛇年新岁添。
掌声欢呼昂首笑，
天道酬勤幸福甜。
举杯邀月情义表，
感恩诚信友谊暖。

吉祥如意乐逍遥，
乘梦飞翔迎新年。
风调雨顺收成好，
雨水滋润百花艳。
五彩斑斓星光妙，
旺气冲天礼花燃。

春光明媚新面貌，
诗词歌赋绘画卷。
事业兴旺前途耀，
共享美好盛世缘。
心灵敞亮勇攀高，
明月照耀华灯灿。

正月十五是元宵节,这一天呼和
浩特各族人民家家要吃元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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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呼和浩特托县和土

左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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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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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定走红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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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发笑的人去当灯官。灯官身穿翎
顶袍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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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多由各级政府组织闹

“红火”队，迎“灯官”的习俗已不多
见。

灯火可亲

澄澄的街灯明了，像无数的心灯。
走在中山东路，道路两旁垂下一树树灯柱光影流转

间，如千万条黄丝绦静静流泻，照在街头，映在心头。
岁岁年年灯不同，年年岁岁愿不改。
多年前，也是这样一个岁末时节，我的一篇新年贺卡

制作的作文被语文老师在全年级作为范文讲读后，鼓励我
投稿。我有点惶然，我可以吗？认真誊抄了三遍，终于满
意。将稿纸装在信封，对着空白的封皮犹疑了，不知如何
落款。张老师笑着接过，在牛皮纸信封上用小楷工工整整
地写下了一个地址。不久后，一天上课前，张老师将一封
厚厚的信件放到我的课桌上，高兴地说，编辑部来信了，

《初中生》是全国性刊物呐。你有很好的驾驭语言的能力，
坚持写作，将来一定行的。我迫不及待地打开信封，带着
墨香的《初中生》闪着新悦的光泽，张老师的话更是点燃了
我的写作热情，经年的坚持，如今写作成为我的信仰。

那日回到家，母亲亦很高兴，做了一个小巧的古风的
彩色灯笼，挂在了我的床前。时隔多年，故居不再，那盏灯
笼一直照在我的心上。

此时，街灯亮起，万盏齐放，像泰戈尔的吟诵：
“你有什么成就、地位、家庭背景，
我也不感兴趣，
我只想知道当所有的一切都消逝时，
是什么在你的内心支撑着你。”

点睛窗花

窗户是千家万户的眼睛，窗花就是开在人们心上的花
朵。

腊月二十三小年祭灶，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做烧肉，
二十六包饺子，二十七做丸子，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蒸馒
头，年味一日浓似一日。除夕，一整个腊月的忙碌接近尾声，冻好的饺子，滚圆的
肉丸子，绞了荷叶边两边夹着红枣的馒头、年夜饭上不可或缺的蒸碗的红酥条形
烧肉簇拥着，整整齐齐摆放于凉房一溜排开的粗瓷大缸里。

刚粉刷过的墙壁雪白，泛着土腥的轻潮，新换的藕色床单，满天星的碎花窗
帘，散发着樟脑清洁的气息。一切就绪，迎接最后的仪式，贴窗花——新春的点睛
之笔。

明净的玻璃上，鱼儿扑莲、吉庆有余，通谓人家、百蝶恋花、喜鹊登枝、柿柿如
意的图案一一跃然而出，一点点绽放。

儿时，逢着贴窗花，我总是兴奋地上窜下跳。一会儿递窗花，一会儿举桨糊，
还不时煞有介事的指挥着忽左忽右，忽上忽下地乱点。比大人都忙乱的样子让母
亲着实好笑，点着我的额头嗔道：“你呀，做旁的事儿耐心都有限，抓起盆儿撂下碗
的，贴花这会儿倒是上心，瞧把你忙的。”

看着红彤彤的窗花，小时总疑心那窗上的鱼儿将要跃出，明早起来，说不定就
能听到鹊儿的欢叫呢。

人人都说嘉庆颀，窗花只合春日新。烙在心头的景，如经年酿造的老酒，忙忙
碌碌里熬出的香甜，上下求索中熬出的一点红，成了印在我心口的朱砂，梦中的图
腾。

飞雪迎春

飞雪迎春到，雪的登场不可或缺。
新春的书签里，翩跹雪花驻岁月丰盈，纷扬瑞雪兆丰年喜悦。
千家红彤彤的春联，万户氤氲灯火的窗花，门楣红彤彤的灯笼，点点爆竹屑与

洋洋洒洒的雪花飞舞着春的气息，山河焕然一新。
夜幕降临，全家人围坐一起守岁。孩童们在广场燃放鞭炮、嬉戏打闹，欢声笑

语不绝于耳。腾空的烟花如一朵朵莲花在心上生灭。绽尽处，意味犹长。
子时一过，依循长幼有序相互拜年。吉言吉语如打春的风拂过眉间心上，暖

暖的。
腊酒待春风。佳节欢聚必不可少。风萧雪纷，窗前的一盆红梅，与白雪呼映

愈显精神。想古人围于红泥火炉，看雪，唱词，赏诗，夜话，亦可借来几分闲情，约
三五好友，温酒慢酌，闲话当年，细数时光，亦是不胜欢喜，观照内心的时间与空间
里，生活的滋味便在这里了。想来仓央嘉措问雪亦是此情此景：

我问雪，你最美的时刻是什么？
雪曰：当我覆盖大地，万物皆白，盛世纯洁
那便是我最美的时刻。
也是我对世界最深情的告白！
历添新岁，春满山河。
眼望春满乾坤，常自觉得拥有了崭新的光阴。仿若置身山顶之前的一座亭

台，春山可望。王旭烽曾在《望江南》中写道：“对茶来说，一年之际实际上并不在
春，而在冬。”

树犹如此，况于人乎？嘉庆与日新，莫不如此。

年是中华文化的浓缩，年是中国
人抹不去的情结，中国年俗有说不完
的故事，道不尽的风情。对于每个中
国人来说，春节绝对是一年当中最隆
重、最热闹的一个传统节日。

一转眼，已是农历十二月，也就是
民间俗称的腊月。进入“寒冬腊月”，
意味着人们迎来了一年中最冷的时
节。而一进“腊月”，年以倒计时的脚
步临近，人们就要开始“忙年”了。街
道两旁，红灯笼高高挂起，五彩斑斓的
彩灯点缀其间，宛如星河璀璨，令人目
不暇接。走在宽阔的大道上，温暖的
灯光映照着行人的脸庞，仿佛每一个
角落都洋溢着节日的喜庆。

小时候，我的寒假常常在奶奶家
度过。临近过年，爷爷买来对联、福字
和窗花。奶奶把家中窗户擦得澄澈明
亮，冬日暖阳照射着，散发出耀眼的光
芒。我小心翼翼地拿出窗花，在四角
贴上透明胶，踩上小板凳，拿着窗花的
手左右摇摆，奶奶在下面指挥着：“再
高点，再往右。”我把窗花对准窗户，轻
轻地贴上去。红色的光影投射进屋
内，满是温馨与喜庆。

“二十八，把面发。”奶奶把适量面
粉倒入盆中，加少许酵母，再打入两颗
鸡蛋。她用200毫升温水和面，一边倒
一边搅拌，先搅拌成面絮状，然后用手

揉成团，放进铁盆，盖上盖子，放至温
暖的阳光下。那时的我没有学过物理
知识，总是好奇地看着铁盆。两小时
后，面团发酵至两倍大，内部充满气孔
呈蜂窝状。奶奶把面团移到案板上反
复揉搓排气直至表面光滑。随后，她
把面团擀成长方形，均匀地刷上底油，
撒上红糖。再从一侧把它卷起来，切
成 8 份。最后，取两个剂子叠放在一
起，中间用筷子压出印，两边翻卷成
型，一个好看的花卷就完成了。奶奶
起锅烧水，往蒸屉上放花卷，我赶忙跑
去计时。二十分钟后，香喷喷的花卷
出锅，我顾不上热气，伸手拿了一块，
放进嘴里，红糖的香甜与面粉的麦香
完美融合，口感松软，香甜细腻，令人
回味无穷。

姥姥家、奶奶家都搬到了市内，过
年我们照例都要去拜访。除夕中午，
我们一家三口到姥姥姥爷家吃饭。姥
爷是地道的东北人，做得一手好菜，其
中东北味一应俱全：酸菜冻豆腐，猪肉
干豆角，清炖草鱼，红烧茄子，凉拌皮

冻，酸菜饺子。伴随姥爷的一声：“开
饭咯”，我像接到指令一样，跑进厨房
帮大人们盛饭、摆餐具。酸菜经过清
洗和切丝处理，保留其独特的酸味和
爽脆口感；冻豆腐内部形成蜂窝结构，
使得口感多汁且富有弹性；五花肉鲜
香醇厚，粉条口感细滑，使整道菜更加
丰富和满足。猪肉干豆角作为东北的
杀猪菜，在餐桌上必不可少，干豆角经
过炖煮充分吸收猪肉的油脂和香味，
变得软糯而有弹性；猪肉肥而不腻，软
烂适中；两者相互渗透，味道鲜美，营
养丰富。姥爷做的清炖鱼是我的最
爱，草鱼肉质细嫩，经过清炖后，鱼肉
变得更加柔软，轻轻一抿即可在口中
化开。汤汁清香鲜美，令人回味无
穷。

年夜饭，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举杯
畅饮，品尝美味佳肴，欢声笑语，其乐
融融。这不仅是一顿饭，更是一种情
感的寄托。它让我们感受到家庭的温
暖，也让我们珍惜身边的亲人，共同迎
接崭新的一年。夜幕降临，华灯初

上。我和父母伴着鞭炮声一起到奶奶
家吃年夜饭。一进门，香喷喷的味道钻
入鼻翼，奶奶在厨房忙碌着，我们也赶
去帮忙。不一会儿，年夜菜上桌了，盆
装碗堆满满一桌。清蒸鲈鱼象征“年年
有余”，香菇滑鸡象征“吉祥如意”，卤牛
肉象征“扭转乾坤”，油焖大虾寓意“招
财进宝”，四喜丸子寓意“团团圆圆”，干
煸四季豆寓意“四季平安”，白菜豆腐寓
意“百财如意”，红糖花卷寓意“花开富
贵”，饺子寓意“幸福美满”。色香味俱
全，热气腾腾，香飘四溢。那蒸腾的热
气里，是家的味道，是团圆的幸福。一
家人坐下来，品尝各种美味，举杯欢庆
团圆。回忆过去的岁月，畅聊眼前的生
活。

晚上八点，春晚开始。晚会节目精
彩纷呈，歌舞表演美轮美奂，相声小品
爆梗不断，魔术表演精妙绝伦。我们对
每个节目评头论足，分享着自己的感受
和喜好。外面鞭炮声此起彼伏，烟花在
夜空中绽放出绚烂的花朵，点亮了整个
苍穹。每一朵烟花炸开的瞬间，都好似

在诉说着过去一年的故事，有欢笑，有
泪水，有遗憾，也有收获。

守岁时，大家欢声笑语不断，分享
着对未来的期许，眼里满是憧憬。除
夕就像一场盛大的仪式，让我们告别
旧时光，怀揣希望与勇气，迈向全新的
旅程。它提醒我，无论岁月如何变迁，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而新年，永远
承载着无限美好的可能。

大年初一，是新年的第一天，也是
拜年的日子。天刚亮，我就被父母叫
醒，梳洗打扮，穿上新衣，跟着父母去
给长辈们拜年。走在路上，空气中弥
漫着淡淡的硝烟味和泥土的芬芳，偶
尔还能听到远处传来的鞭炮声和欢笑
声。见到长辈，我们会恭敬地鞠躬问
好拜年，祝他们幸福安康、笑口常开，
长辈们则会微笑着递上红包，并叮嘱
我们要好好学习，健康成长。每到一
户人家，都会被热情地邀请进屋，品尝
瓜子、糖果、水果等，大家围坐在一起，
互相问候，送上新年的祝福。

年味，其实就是浓浓的人情味。
它让生活多了几分温馨与感动，让人
心生暖意。年是中华民族血脉中流淌
的文化基因，是我们对家的眷恋、对根
的追寻。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它都将
如影随形，在岁月长河中熠熠生辉，永
不消逝。

一个福字
可以容纳平安，和谐，幸福
以及更丰富的意象

平安，是从少年到白头
亘古不变的祝愿
一句祝福，轻盈而厚重
将心心相印镶进岁月漫长

内心充盈的喜悦，不可言说
一切不肯圆满的事物
都被拒之门外

祝福大地不再有伤疤
河流不再有痛苦的呻吟
蓝天坚持它的蔚蓝
白云守住它的洁白
鸟儿能在自己的领地自由飞翔
清风说出万物皆安的意愿

时间和空间都有记忆
跨越千年，远隔万里，都无法阻挡
祝福的奔赴

天空慈祥，大地深情
每一颗心都在平安与祥和间奔走
群山巍峨，细水长流
朴素的阳光，无限慷慨
将世界的每个角落点亮

爆竹声声 锣鼓喧天，
日历翻开了新的一年。
良辰美景 心里多温暖，
人人脸上笑开颜。

彩灯高挂 旺火点燃，
喜庆萦绕在家家门前。
吃着饺子 美酒多香甜，
人人快乐似神仙。

吉祥的话语 说也说不完，
祝你一切顺心，和谐美满。
每一天都充满阳光的温暖，
幸福陪伴 好运连连。

欢乐的歌声 唱也唱不完，
祝你事业发达，身体康健。
每一年都称心好梦都能圆，
年年有余 岁岁平安。

福
■北琪

辞旧迎新
■童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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