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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江南·监利好
十首（新韵）

□ 胡跃飞

监利好，自古盛文风。
结社纷纷夸我棒，著书册册比谁精。皓首更挑灯。

监利好，开口便能歌。
岁岁秧抛飞笑意，啰啰咚唱漫城郭。央视也曾播。

监利好，女子喜名娇。
楚地乡音依旧在，章华遗韵未全消。舞展小蛮腰。

监利好，美食誉家家。
团子炸酥销不够，火锅炖鸭更堪夸。梦里也思她。

监利好，农业着鞭先。
鱼稻共生更旧貌，蟹虾同俏绽新颜。羡煞武陵源。

监利好，风物最开心。
骚读离湖魂可铸，水涵岚影画难分。还作玉沙人。

监利好，故事说难休。
海峡情深连两岸，小城爱大动全球。明日倍风流。

监利好，花鼓遍城乡。
铡美案腔追汉剧，站花墙戏媲潜江。韵味好悠扬。

监利好，周老也扬眉。
旗帜争挥芦荡奋，枪声再起贺龙回。处处激风雷。

监利好，建市展新容。
区位已然优势显，要津正欲巨龙腾。大邑立峥嵘！

说到团圆，人们也许会想到圆月，要是用
食物来代替，或许会想到汤圆，但是在监利，
团子则是团团圆圆、和和美美的代名词。在
监利民间就有“年小月半大”之说，把元宵节
看作是比春节还要重要的节日，每到元宵节，
监利百姓的餐桌上都少不了团子。吃上一口
香糯软滑、美味可口的团子，这个年也算完整
了。因为在我们看来，这是一年辛苦劳作即
将开始的最后一次大团圆，所以格外珍视，而
团子的出现就代表着美美的团圆梦。

以前，外婆在老家住的时候，每个月都会
在家做团子给我们吃。后来，年纪大了，做不
动了，只有在每年春节的时候，能吃上一次外
婆做的团子。

以前我总说妈妈的嘴巴刁，这个不爱吃，
那个也不爱吃，只有吃到外婆做的团子，可以
一口气吃六个，吃到撑了还想吃。等我长大
了，我才意识到，对于妈妈来说，外婆做的团
子就是妈妈的味道，怎么吃也吃不厌，妈妈的
味道才是最好的。

妈妈告诉我，在她的童年时代，只有过节
或过年才能吃上团子。团子寓意着团团圆
圆，一般过春节或元宵节，家家户户都要吃，

以图个吉利。在过年的时候，他们总爱把团
子放在熊熊的炭烤炉灶上烧着吃，烧熟的团
子外壳金黄金黄的，味道特别香。

自从外婆做了心脏手术之后，每年家里
做团子的任务就交给了妈妈和姨妈，外婆在
一旁指导，我和姐姐、妹妹也在一旁打下手，
一起帮忙做团子，外公就在一旁守着时钟，算
好时间把我们做好的团子放进锅里蒸。

别看团子小小的，但做法很是讲究。在
我们家做团子，淘米是第一步，将淘好的米晾
干用锅煮到半熟，取出冷却。然后再将其碾
成粉末状，以前做团子之前，外婆都要把米拿
去市场上用绞粉机绞碎，现在家里买了磨粉
机和破壁机，二者齐装上阵，吃多少磨多少，
一点都不浪费。

米磨成粉后，就要开始制作馅料了。我家做
的团子不是纯菜馅或纯肉馅的，外婆做的团子馅
料只有一种——肥廋相间的肉沫，配上外焦里嫩
的豆腐干，再加上咬得嘣蹦脆的榨菜丁。外公把
几种食材准备好后，外婆就上手炒馅料了，以前
我妈和姨妈都炒过，但入不得了外婆的眼，炒馅
料还是得外婆亲自操刀。本以为炒完馅料后，就
可以开始包团子了，但是我家不是，包团子的准

备工作还没有结束，还要等炒好的馅料稍微放凉
后，放入冰箱里冷冻。妈妈说了，这一步骤就是
外婆做的团子好吃的地方。这炒好的馅料经过
冷冻之后，就会把馅料里面的油锁住，等团子做
好了，放蒸锅上一蒸，馅料里的油就出来了，这样
的团子才有油气，才好吃。

趁着馅料冷冻的时间，炉上烧起了一壶
热水，是为和米准备的。待水烧好、馅料冻好
后，就可以开始做团子了。在磨好的米粉中
兑热水，但这热水倒入的比例也有讲究，倒多
了，碎米就成了米浆，倒少了，碎米根本就揉
不到一起。有一次我妈把热水倒多了，被在
一旁指导的外婆骂了一顿，从此，我妈每次倒
热水的时候都小心翼翼的。

倒入适量热水后，就要趁热将盆中的碎米
揉捏在一起，揉捏到有一定粘性，就可以开始
包馅料了。在包之前，还要把手上沾点水，再
从盆里揉好的米团上揪下一小块，在手中搓成
小圆球，外婆说这样做出的团子才能保持湿
度，不会那么干巴巴的。待米团在手中搓成小
圆球后，就需要用大拇指在圆球中心按压出一
个洞来，然后随着这个洞的边缘快速挤压捏制
成一个空心开口圆，就像那种舂米用的石窝

状，再把冻好的馅料放进去，快速按捏将馅料
包裹住，待捏紧、封口后，再整体搓成苹果大小
的砣砣，团子就做好了。

团子做了差不多一锅个数时，外公就会
把我们做好的团子一个个的放入锅中，大火
蒸上二十分钟左右，待飘出香味，团子便熟
了。每当这时，我和姐姐两只小馋猫都会争
着吃上第一锅里的第一个团子，外婆在一旁
看着乐呵呵的笑着。

要是遇上馅料不够、揉好的米团多了的
时候，外婆就会把剩下的米团，放进馅料盆
里，把粘在盆里的馅料揉进米团里，再将这些
米团揉搓成一个个圆柱形状，妈妈说这叫“石
墩子”，等放凉后，可以切成片了配上点青菜
炒着吃，那个味道也是绝美的。

今年元宵节，远嫁的姐姐要带小宝回家
团圆了，外婆早早就开始准备做团子的食材
了，听说今年的团子馅料有了第二种——少
盐少油的胡萝卜青菜肉沫馅，这是特意为第
一次回监利过元宵节的两岁小宝准备的，让
他在监利也能吃上这一口美味的“团圆”，一
大家子在热热闹闹、团团圆圆的节日气氛里
开开心心过大年。

吃上一口美味的“团圆”
□ 顾小洁

上高中前，每年放寒假，妈妈都会把我和
姐姐送回老家，在奶奶家待上一段时间，要是
爸妈单位加班，最晚正月初十才能回家住。
每次去奶奶家过寒假，我都盼着快点过年，因
为快过年的时候，奶奶就会带上我和姐姐去
街上买好吃的零食，要说起我过年最爱的零
食，还是那炸炒米让我一直心痒痒的。

在农村的集市，要想吃到炸炒米，只需要
往小孩最多的地方找去准没错。有炸炒米的
地方，总会有一位老爷爷和一群小孩们，老爷
爷手摇着锅炳，小孩们抱着铁皮桶子蹲在一
旁，着急的等着那“砰”的一声巨响……

随着时代的变迁，现在很难在城市的大街
上见到这种场景了。记得最近一次看到，还是
在四年前。前几天，在回老家的路上，经过城

郊村的一条小路路口，小侄女吵着要买东西
吃，路口有间小卖部，就停好车带她去买吃
的。当走到小卖部前，看到小卖部不远处停着
一辆小推车，一对中年夫妇张罗着生意，给来
往的顾客介绍炒米的种类。一听到“炒米”二
字，我赶忙带着小侄女凑近一看，看到了放置
在塑料袋内的炒米，袋子旁的还有一口熟悉的
老式大炮样式的锅，又闻到了熟悉、心心念念
的味道。急忙让老板给我也炸了一份炒米。

夫妻二人分工明确，男老板负责烹制，女老
板负责介绍和装袋。女老板按照我要的斤数，把
玉米、薏米、糙米、豆子等谷类装进锅内交给男老
板。男老板仔细检查锅的零部件，看螺丝有没有
拧紧，检查完毕后把锅盖拧紧，放在事先烧好的
炭炉上，再调好鼓风机，就开始转动锅炳了，让里

面的米受热均匀。男老板边转动边看着锅上的
压力表，掌握着火候。我和小侄女在一旁静候炒
米的出锅，小侄女还是第一次见到炸炒米的机
器，目不转睛的盯着大炮样式的锅看着，好奇着
这是个什么玩意，居然可以制作好吃的，不停地
问我这是什么东西、那是什么东西。

趁着等待炒米出锅的空隙，我给小侄女讲起
了我小时候吃炸炒米时的囧事。第一次奶奶带
我去买炸炒米，我和小侄女一样，不知道那是什
么东西，一个劲地盯着那口锅看，看得出了神，当
听见一声不知道说得是什么的吆喝声时，奶奶和
姐姐叫我捂住耳朵，还没等我反应过来，“砰”的
一声巨响，眼前一阵热气扑面而来，着实吓了一
大跳，下意识得大哭起来，吓得差点尿了裤子。

故事一讲完，锅里的炒米也要做好了，听

见男老板一声洪亮的吆喝，我知道炒米要出
锅了，急忙把小侄女抱到远处，捂住她的耳
朵，只见男老板把锅放进长长的布袋里套牢，
再用铁棍拧开锅盖，随着“砰”的一声巨响，炒
米的香甜就蔓延开来。女老板将我要的炒米
装好后，我赶忙接过，抓上一大把放进嘴里，
津津有味地吃着这口儿时的味道。

提上一大袋子炒米，牵着小侄女，一人抓
上一把往车的方向走去。身后的炒米摊也围
过来了不少村民，一个接一个的买炒米。

对于我来说，只有吃上了这把用古老的
手工技艺做出来的炒米，才有了浓浓的年
味。这心心念念的炒米吃上了，儿时的过年
记忆又回来了，多希望多年之后，我的孩子也
能吃上这口原滋原味的“儿时过年的味道”。

湖乡的腊月，一般过了腊八，那年味儿就
渐浓了。每当迫近年关，人们总会忙里忙外备
些年货。一家人团聚，过个吉祥如意的新年。

“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诗
人王安石的《元日》诗作，将新春的喜气与吉
祥，描绘得形象生动，给人们带来万般祥和与
希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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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过年，其实还有一段历史典故可

考。据史料记载，远古时期，“年”是一种凶猛
的动物。每到春节期间，常出没村庄伤人。
百姓为防“年”袭击百姓，咬死牲畜，在春节期
间近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集中躲避“年”带来
的伤害。久而久之，过“年”就逐渐形成了汉
民族一个传统节日。

当然，后来这个“年”的动物，消失在人们
的视野里，但过“年”依旧延续传承下来。一
代代人在迎春的时节里，将年过得有滋有味，
幸福康吉。

岁末年初，旧时湖乡春节舞龙，舞狮和采
莲船会准时上演。这些传统的节目，给人们
带来快乐和喜气，祝福湖乡人合家幸福，地方
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舞龙舞狮一般由村或生产队集体组织，
请专业的舞龙舞狮的班子表演。在鼓乐喧
天，鞭炮声响的背景下，这些专业的表演是要
些彩头的，突出一下热闹、喜气的氛围。

舞狮是搭高台表演，除了主办方的底薪红
包外，围观的群众也可随意丢些彩钱。每当狮
子舞到一个关键节点，突然间停顿，这就等于
是在讨彩头了。另外，舞狮还有点睛这一环
节。这个由地方有头有面的人物和地方行政官
员，才能出手点睛，点睛者会有大红包抛出。

舞龙队是进村入户，给每家每户送福送
财。玩上个三五分钟，家户人家会送上彩烟，
利市。有名望的户主则要送个大大的红包，
表示对送福者的抬举。舞龙队在鞭炮齐鸣
中，舞过一家又一家，在热闹的湖乡中成为年
节中的一景。

采莲船则是单个行动，以家庭为主，这也
是走村串户的活。有的采莲船是夫妻档，妻
坐船中，夫为稍公。妻嗓音清亮，夫和声深
沉，配合默契。若唱腔好装扮幽默表演出色，

定会讨得好彩头。还有的是婆媳档，媳当莲
主，婆作艄公，一唱一和。演技俏皮包袱抖得
好，也能喝得众人彩。

还有的家庭采莲船别出心裁，推出的是
翁媳档，这个必定引人笑声连连。不管扮相
和唱腔与否，都会惹得观众喝倒彩，这个创意
在地方能获得大彩。若媳唱腔优雅，翁和声
淳厚，观众都会报以热烈的掌声和笑声。

在湖乡，熬糖、打豆腐、杀鸡、宰鸭、腌晒
腊鱼腊肉、备些年货，这些都是过春节里必备
的一道工序。小孩们穿新衣、放鞭炮、跳房
城、刮铜角子、刷陀螺……玩的方式可谓是多
种多样。

有的小孩还自制弹弓打鸟，那时鸟多，远
望天空鸟儿成群，树林，路边都是鸟儿们的天
堂。白日里打鸟，鸟儿四处逃散，收获不多。
到了晚间，鸟儿静静的栖于树枝竹竿上，小射
手们弹弹精准，一两个时辰就能提回两网兜
鸟儿，以麻雀斑鸠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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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熬糖，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是江

汉农家都能做的水乡特产。
有一年我去外婆家，亲眼看见了熬糖的

过程。熬糖开始时，必须备有一口大锅，将熬
糖的麦芽倒入锅内。这也是一个辛苦的劳
动，熬制中要不停顿的搅拌，以免糊锅。

熬糖时，满屋散发着麦芽的甜香。大人
们趁糖还未熬浓，舀上一碗稀稀的麦芽糖，待
凉后吃。这种称作糖稀的芽糖呈黑褐色，是
麦芽糖的初级产品。很香甜的一种甜食，且
有营养价值，口感妙不可言。

若要做炒米糖，糖熬得不能太浓。等芽
糖稀刚刚好时，就将炒米倒入锅内，操好捏成
条状，待凉后切成片。有的人家还将陈皮（橘
皮干）和鲜橘皮晒干后磨研成桔末，随炒米倒
入。这种炒米糖含有浓郁的橘香，风味更好。

那需要做麻糖的话，糖熬制就要浓稠些，
到一定火候，掌勺人将芝麻倒入搅拌，稍凉后
出锅捏成条状，切片成形。要做白麻糖的话，
那就更费时费工，须请力大的男子来扯糖
了。做法就是将熬好的膏状浓糖汁出锅提
出，扯糖者提起两头，用力不停的横拉，越快
越好。一旦时间到，糖稀逐渐由黑变白，这就

算成功了。成品切成小段，用面粉拌撒一下，
以免糖块互粘。

熬制过程中，趁芽糖稀未浓稠，可盛几碗
留作日后吃。这种芽糖稀，人们称之为“神
糖”，也不知是谁取的名。可能是“神糖”千变
万化，它凉时硬，加热又软，可拉扯出多种形
状。过去小镇上摆摊捏糖人的师傅，用的就
是这种“神糖”。

吃“神糖”的时候，会有点粘牙，小儿不能
多吃。那时我年幼，外婆用筷子给我搅起“神
糖”，像拔丝一样，我吃了一口后感觉好香
哦。吃了第二口就有点粘牙了，特不舒服。
外婆忙递我一杯温水，糖稀这才从牙上化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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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过小年，腊月廿四之前，生产队里都

要杀猪干鱼塘。养猪和养鱼，是湖乡的特产，
也是当时集体经济时代的福利事业。

上午10点刚过，生产队在仓库门前禾场
上，支起的大锅水就烧得滚开。从小镇上请
来的两位杀猪匠，穿着油光光的皮衣，连着长
筒套鞋就上场了。

队里的精壮劳力们，捆住了猪的四条腿，
随着猪的声声嚎叫，一刀下去，嚎声瞬间陡
停，只听得呼呼的喘气声。鲜血冲入事先预
备好的大木盆里，猪渐停止了挣扎。

这时，杀猪匠在开水盆中快速烫过猪身，
趁热刮洗猪毛，十分钟内搞定，不然，冷后老
性就难得刮猪毛了。队里的妇女们打打下
手，十只猪在很快的速度中，变成了一条条白
皮鲜肉。

在杀猪的过程中，小孩们闹在禾场。放
鞭炮，捉迷藏，摔跤，当听到猪的哀嚎声，一众
小孩跑来看热闹，胆小的害怕躲开了。有大
嫂对杀猪匠说，把公猪的尿须泡（猪膀胱）留
几只，给伢们当球玩。尿须泡稍晾干充气后，
用细绳索系好，可当球拍着玩。那个困难的
年代里，物质匮乏，人们总是想办法为子女寻
找好玩的什物。

队里在鱼塘起鱼，一般以养一年的鱼为限，
干塘有一年或两年一次的。干完塘后，要晒底
塘，撒上石灰粉之类的物质，消杀一下塘泥里的
有害微生物。利于明年鱼类健康，另外及时充
氧换池水，减少鱼病和翻塘缺氧的现象。

湖区的鱼塘，一般多以废弃的老河道改建
而成。在我的家乡，就是将老河道改建成若干
鱼塘，每年起鱼都在6000斤以上。养殖鱼类
主要以鲩鱼，胖头鱼为主，兼有少量的鳊鱼。

这一段老河道，是内荆河裁弯取直后遗留
下来的，归街道和生产队共有。干塘起获后分
鱼，街道和生产队各一半。街道的鱼大都分发
给了纯居民（指没有固定职业的居民），端铁饭
碗和有稳定职业的居民没作安排。街道考虑
的是，单位上的居民一般年节都会有福利，所
以，分发鲜鱼向底层居民倾斜一下。

04
“故乡今夜思千里，霜鬓明朝又一年。”诗

人高适的《除夜作》，道出了游子佳节思亲的
情怀和离乡的愁怅。

旧时，每到春节，远在千里的游子总要回
归故里，享受家的温暖和亲情。在信息化来
临的时代，快节奏似乎淡化了年味。确实，现
在过年不一定能回到故乡，有的是在省外大
城市，有的在省内城市过年。

观念已在悄然中变化，但年味在新时代中
又有了新内涵。比如各大饭店、餐厅的团年宴
火爆异常，各大商超年货脱销，市场里人气爆
棚，街头传统特色食品和小吃生意旺象……

这说明年味揉和了新趣味和特色，但还
是淡去了那大团聚时的亲意与氛围。

儿时，大年三十晚上父母要带我们守
岁。可如今人们团年饭吃过之后，各自忙活
去了。有打牌的，有约唱歌跳舞的，有去看电
影的，唯独就难见到与家人，坐在一条凳子上
叙旧叙亲情。

从前大年初一早上起床后，要给爸妈拜
年，是要问候父母平安吉祥的。可现在没有
了这些礼节，加之各地不许放鞭炮，安宁了的
春节，年味清静了许多，但春节依然铭记在人
们心中。

在水乡，人们过春节也还是在闹中度
过。无论形式怎样变化，过年的这一传统形
式还在，过年的气氛还在，过年红红的喜气还
在，过年甜甜的笑意还在。

尽管少了些传统的形式，但大红灯笼高
高挂，红红火火的中国结依然传递着满堂彩
的喜气和不散不弃的永恒亲情！

年味的喜与甜
□ 徐 进

人间最美是团圆。新春佳节图的就是团
圆、平安、吉祥。

癸卯（兔年）的新春佳节的气氛浓厚而热
烈，万家灯火，万家团圆。国家为佳节的团圆
敞开了通行的大门，今年儿媳、孙儿们能按时
回家团聚，平安度新春。

就我家的儿媳、孙儿而言，刚进入农历腊
月，他们就筹划回家过年的议事日程，关注在
家孩子的学习是头等大事，每天必问。家里
准备了多少年货、衣物洗晒没、房间的清洁咋
样、快递的存放等等，都在关注之中。孙儿们
早就打来电话，说什么时候回家、准备同亲友
一同乘车回家等等。作为爷爷奶奶更多的是
一份牵挂、一份祝愿，希望儿孙们能平平安安

回家团圆。
春节，一年一度。作为年老的父母，祈愿

自身的安康，祈愿儿孙们平安顺利！就图个
平安、健康、吉祥、团圆。还记得那些年，在外
打工的儿女靠书信传话，好长时间盼来一封
信，不知何等珍贵，见到了书信就仿佛看到了
孩子。后来有了公共电话，而今有了手机、微
信和快递，通讯工具进入了“快车道”，人们的
交流方便快捷。逢年过节，互致问候，团圆的
氛围不减，传统的习俗更浓。前两年受新冠
疫情影响，家人受困于外地。而今，解封了，
畅通了，兔年的新春，烟火气鼎盛，市场繁荣，
家业兴旺。老人们及早就准备丰盛的年货，
为儿媳、孙儿们准备春节的生活物质。虽然

谈不上豪华的铺张，但是可以说让归来的孩
子们感受到一份温暖，感受到一种至亲至诚
的亲情。

过年了，我们当地的习俗较多。至于吃
团年饭是最为讲究的。这年饭一般在大年三
十的中午，家里的人都到齐了，一大围桌或者
两条桌连坐，还要关门吃年饭。讲究的老人
们在两块大门的中缝贴上“开门大发，对我生
财”的吉言片语。只要看到人家关门吃年饭，
就不要去敲门。这是讲礼节的。如果家里人
有的在外地不能回家，吃年饭时，大门不能全
关，只能半开着。表示对在外家人的一份惦
记和牵挂。此时的家人不在身边，但团圆却
在家人的心中。这团圆的氛围就散发在新春

喜庆的气氛里。
“一辈子不容易就图个团团圆圆，一辈子

总操心就奔个平平安安”流行歌曲的歌词道出
了老人们的心愿。可见“团圆”“平安”在传统
新春佳节中透露出人们最看重的情感。没有
什么比“团圆”“平安”最幸福的了！儿女们、孙
儿们平安回家，与家人团圆，照上一张“全家
福”，该是多么美好、多么幸福、多么有意义啊！

今日的中国，平安祥和；今日的家园，和
气生财。团结、和谐、勤奋、上进，仍然是一个
家庭的主题，一个家庭兴旺的标志！借着新
年的福光，老人虔诚祈祷，阖家团圆幸福多，
一家平安快乐多，兔年吉祥财源多，万事顺利
福气多!

儿时的过年记忆：炸炒米
□ 冯静言

团团圆圆庆元宵
□ 安 频

元宵节使人内心深处流淌着别样的眷恋。阖家团
圆，每个人享受着幸福的滋味。驱赶走孤单、寂寞、痴念、
纠结，迎接新的生活、新的世界。

——题记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这是宋人辛稼轩
眼中的元宵节。的确，元宵节是春节的最后一天，倾注了
人们无限的情感。

在这一天，少不了要吃一碗热气腾腾的汤圆。一个
个汤圆漂在锅里，被热水拨弄着，就像我激动的心跳。嘴
里含着一个，甜蜜传遍全身……真情永在，滋味隽永。每
一个汤圆里，包含着亲人的爱……

我们监利时兴吃团子。据说它的发明与三国时候的
关羽有关。具体情节已不可考。但是从那时到现在传承
了一千多年，一直被民众所喜爱。团子怎么做呢？先将
粘米浸泡，淘洗后倒入甑里蒸，然后用石磨碾成粗粉。接
着，将这种粗粉倒在锅里，一边翻动，一边加水，直至搅成
黏糊糊的泥状才起锅。还没完，必须马上用双手反复揉
压，增加其粘性。大约十分钟后，可以开始捏团子了。首
先捏出一个凹状，再放入豆腐干、肉末等馅料。如此反
复，将全部的团子做好后再放入甑里蒸上一个小时，就可
以吃了。吃的时候，冒出一股香喷喷的米菜香，不油不
腻，越吃越好吃……

离开老家监利七、八年了，我一直在异地过春节。正
月期间到亲戚家走动，离开的时候会从老家带来几十个
团子，包括炸团子、蒸团子等。有一次，拿团子给两个孙
子看。他们不知道这是什么。于是，我给他们讲团子的
历史、味道及做法。一个小孙子觉得炸团子像圆圆的陀
螺，一边滚一边吃，忽而馅里的油喷了他一脸，我笑了，他
也笑了。另一个小孙子生怕污渍流到他身上，赶忙躲开
了。我没有指责他，而是说：“团子是我们老家的传统食
品，是美好的象征，你们喜欢吃就多吃。”故乡的味道，带
着与生俱来的印记，令人感动。家家户户吃团子，体现着
和谐美满，体现着天伦之乐，体现着对未来生活的祝福。
元宵节的团子，散发着浓郁的味道，温暖人心，体现人间
烟火里的美味。

柔情似水，乡情浓郁，月圆无缺，风过无影。甜而黏
的汤圆充满了我的肺腑。元宵节使人有着甜蜜、祝福、回
忆的感觉，那是喜气洋洋的日子。

记得昔日的某个元宵节的夜晚，天气非常好。抬头
看见天空中有很多闪烁的星，浅色的朵朵白云，搭配着一
轮如镜似盘、温润如水的满月。地面的人们纷纷在门口
放响了鞭炮，作为结束春节的最后“献礼”。烟花盛开、飘
落，又零落成满地的碎屑……屋檐下高挂的红灯笼似乎
乐淘淘，也在寒风里笑。

“千门开锁万灯明，正月中旬动地京。三百内人连袖
舞，一时天上著词声。”这是以前的元宵节。但现在的盛
世，人们过元宵节，到处充溢着热闹的气氛。在街上，看
见很多孩子们买了很多烟花，五颜六色，五花八门。不一
会儿，鞭炮声、喧闹声乱成一锅粥。大的烟花轰的一声在
空中绽开了红、黄、绿等一层层的颜色。望向别处，高空
中全是烟花，那光照亮了大地，仿佛是白昼。只可惜很短
暂，又恢复了夜色的朦胧。随着烟火的消散，过去的收
获、成长、欢闹、喧嚣都将远去。让我们出发奔向下一个
有着好光景的日子。

走到街道中心，看见有一队人正在舞狮子。舞狮子
一般由三人完成，二人装扮成狮子，一人充当狮头，一人
充当狮身和后脚，另一人当引狮人。只见狮子时而抖毛、
打滚，时而腾跃、蹬高，引得围观者大声叫好。

前面的街道挂着彩灯，很多人们观灯、猜灯谜，欢笑
声不断。这让我感觉到年味犹在。节日气氛热闹喜庆，
这才是元宵节的精髓。

天初暖，日初长。每个人回忆中的元宵节，凝固着自
己的“独家记忆”。过了元宵，这年才算真正过完。自此，
红红火火的繁华归于平静。

（作者系中国散文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
员、中国明史协会会员、中国著作权协会会员、湖北省作
家协会员、湖北省音乐学会会员。）

团团圆圆度新春
□ 曾繁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