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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兔奔月传捷报，金龙闹春赐吉祥。
年味是有声的，我在寻找……

年味是爆米花似的甜。黑衣驼背老汉
坐在竹椅上一手不紧不慢拉扯着风箱，一
手慢慢摇着架在火炉上的葫芦般的乌黑铁
罐，眼神盯着压力表，嘴里默默念着什么，
接近压力峰值了，稍稍起身，掏空心管，套
上卡口，以脚用力使劲一踩，嘭的一声巨
响，盖子是盖子，肚子是肚子，肚子里的一
粒粒白白的爆米花将地上扁扁长长的布袋
秒撑成了圆圆的大胖子，抓一把塞进嘴里，
又香又甜，炸的少，有一两脸盆；炸的多，有
一大编织袋。我内心盈盈巴望着老汉能天
天来，我们便能天天追随他的脚步，听那悦
耳的轰炸声，看那骤然升腾的烟雾，我们家
附近的该炸的炸完了，老人便转移阵地到
别的村庄，我们也默默无言跟随，不捣乱不
起哄，这时老人会抓一把布袋里所剩无几
的爆米花塞到我们手心里，奖励我们这些
少年。偶尔，总有胆大的少年极想去拉一
拉，摇一摇，踩一踩，抖一抖，老人总是面带
微笑及时制止我们的莽撞。

没有鞭炮的年味不算热闹，静悄
悄地。只要鞭炮一响，我们便约好似
的从自家蹿出，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奔
向炸点，等不及炮仗炸尽，去抓去抢，

顾不上嗤嗤的冒烟塞进裤袋，噗的一声哑
响，裤子炸开了一个洞。捡到几个未炸的
炮仗如获至宝，引火芯扭成一股，橡皮筋一
绑，俨然一个手榴弹，盖上一个破铁碗，划
根火柴燃炷香，抖抖瑟瑟引燃导火线，嗤嗤
嗤，轰的一声闷响，铁腕飞上了天，半空中
打个旋，直直坠下，只要不砸到人，我们开
心得好像打了胜仗。

年味是有色的。东走走西瞧瞧，哪家
哪户大门上不是贴着一副副红彤彤的对
联，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
绝大多数乃乡贤文人学士挥毫泼墨。茅草
房，泥土房，砖瓦房，家家户户洋溢着节日
的氛围。少年们没了上学的束缚，懒懒散
散地卧在床上，一个个被父母唤了起来，换
新衣，穿新鞋，花花绿绿，五颜十色，见了
面，比一比，划一划，看谁穿戴整齐又漂
亮。门口随便支两个三角架，竹竿一横，便
是腊鱼腊肉的练兵场，经冬日暖阳持续暴
晒，一条条一只只淌着油，黄涔涔的，恨不
得煨了火锅褒了莲藕汤。设若赶上一场大
雪，年味更浓了。踏着没踝的积雪，脚底吱
吱响，迎了照面，双手抱拳打个拱，相互说
句“新年吉祥，恭喜发财”，双方有礼有节有
声有色，一路逶迤，场景蔚为壮观。

年味是有形的。炸腊锅，熬麦芽糖，制
糙米糖，打糍粑，做豆腐，宰鸡鸭，杀年猪，
干池塘，挖莲藕，捉年鱼，赶农贸集市，逛百
货商店，大人们忙得有多么热火朝天，少年

们乐得就有多么心花怒放。年味的形，层
次分明，有条不紊，三十的团圆饭生怕落在
邻里后，早早起床早早投入，一家老小齐上
阵，少年们包揽了贴春联放鞭炮，蹲在灶头
添柴火，妈妈们将各色佳肴端上了桌，父亲
们洗脸烧香燃烛敬祖宗，合上自家大门，恭
请爷爷奶奶入席上坐，一年之中最丰盛的
家宴就正式开始。调皮少年故意留着肚皮
儿敲开叔叔婶婶的大门，又是一顿饕餮盛
宴，吃饱喝足另赚个压岁钱，好不快哉！正
月初一天刚蒙蒙亮，父辈们率领一众男丁，
提鞭炮香烛袱包冥散钱，浩浩荡荡赶往列
祖列宗墓地一一祭奠，告慰先祖，祈求庇
佑。后挨家挨户登门拜访本家爷爷奶奶伯
伯叔叔，作家打拱，相互拜年问好，少年们
往往能获得份额不等的压岁红包，个个高
兴极了。年前进门的新媳妇儿端了茶盘，
新郎提了藕粉蛋羹和糖茶，由嫂子妯娌带
领，一户不落拜探本家长辈，长辈们吃了羹
喝了茶，封个小红包作为回礼，一来一去，
礼数周全，中华民族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
相得益彰，有形传承。正月初二，新女婿上
门，鞭炮迎接，美味佳肴伺候，就怕新郎官
没那个海量肚，一切流于形式，恍惚又高于
形式，乡村礼仪节数尽在少年们身边实实
在在上演。

年味又是舞动的。正月初一开始，闲
置了许久的彩龙船，踩高跷，舞龙队，贴财
神爷等等纷纷出动，锣鼓喧天，游走龙蛇，
乡村活力四射。大人们抓紧时间准备香烛
鞭炮点心茶水，少年们从喧嚣中爬起床，抓
点花生瓜子糙米糖尾随长长的队伍一路行
进。这边彩龙船忽左忽右，白须老叟撑竿，

俊俏姑娘掌舵，摇摇晃晃，船歌号子嘹亮，
“彩龙船哟嗬，过新年哎呀……”十几米长
的虬须金龙仿佛喜从天降，吞云吐雾，一会
张牙舞爪呼啸盘旋，一会龙啸山鸣风雨欲
来，一会雷霆万钧天崩地裂，舞龙队的伙计
们，个个身强力壮精力充沛，他们紧握手中
拍，使出浑身解数，齐心协力，金龙活灵活
现栩栩如生。其实，舞龙队的核心拍位在
首尾和掷珠者，珠活，首活，尾也活，珠笨，
首笨，尾也笨，牵一发而动全身，因而持这
三拍者体力强健是必须条件，灵活机动是
附加，二者缺一不可。持中间拍位者，站稳
脚，立稳身，两手舞动并不需要太多力量，
眼随拍走，以前带后，相互牵引，金龙不活
也活了。一整天，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地舞
下来，着实伤筋动骨，浑身上下散了架似
的，晚上回家耕地犁田的力气都没有。不
过翌日一觉醒来，周身力量满满，照样舞出
活力舞出风采舞出新年那个热闹的劲儿。
这样的活动持续到元宵，才算告一段落，整
个村庄，既是安静的，又是炫动的，皆因金
龙一个舞字了得。

年味更是情感的交融。正月里的走亲
访友，不仅是为了礼仪和习俗，更是为了亲
情和友情的加深。在这个日子里，人们不
论贫富，不论高低，彼此平等相待，欢声笑
语，亲如一家。

岁月流转，时光荏苒，家乡的年味在我
的记忆中愈发浓烈。那是一种独特的味
道，包含了炸米花的香脆、鞭炮的硝烟、新
衣的喜悦、团圆饭的温馨、舞龙的激情……
这些美好的回忆，如同珍贵的宝石，镶嵌在
我们心灵的最深处。

年味最忆儿时浓
□ 常振华

正月初四，儿子媳妇决定乘春风送暖
之际，携一双儿女，偕两位老人，来一次说
走就走的旅行，放松心情，忘却全年的劳
累，解除一身的疲惫，孝敬父母，拥抱亲
情。虽然春寒料峭，但早春的阳光如此灿
烂温暖，我们心情也是如此开朗惬意。

轿车在宽广笔直的高速公路上限速奔
驰，畅通无阻。小孙女童声朗朗，欢声笑语
不断。大孙子躺卧休息，不时闲聊调侃。
闹静结合，张弛有度。车内始终洋溢着和
谐温馨的浓浓亲情。

经过四小时车程，我们顺利抵达目的
地。当走近唐城景区，外围一种浓郁旅游气
氛就扑面而来，巨型广告架上一幅幅“一枕
春梦，浪漫唐城”“寻盛世梦，游夜唐城”宣传
图文，引人注目，扣人心弦。待夜幕降临，华
灯初上，四面八方的游客就蜂拥而来，景区
入口巨型霓虹灯“盛世唐城欢迎您”七个金
光闪闪的大字，璀璨夺目，恢宏壮观的古城
建筑群近在咫尺。通过扫描验证，缓慢进入
城内，只见张灯结彩，灯火辉煌，眼前人如潮
涌，耳畔欢声雷动，唐城顿时成了一片欢乐
的海洋和一座不夜城。襄阳唐城，又叫盛世
唐城，位于襄阳市东南边，距离襄阳古城不
远，这里是一个大型的影视基地，在这里拍
过《妖猫传》《侍神令》等电影，是一个类似于
横店影视基地，三国水浒城的景区，应该也

是襄阳最火的景区了。
唐城面积很大，里面分为宫殿、东市、

西市、御花园等好几个区域，有精巧的凉亭
楼台、水榭楼阁，雄壮的城墙，华美的宫殿，
热闹的集市，仿古建筑和人文景观比比皆
是。在这里，很多游客都换上了古代的唐
服汉装，走在街道上仿佛真的穿越到了千
年大唐盛世，非常适合拍照打卡。这里的
景点全部逛完大概需要两三个小时，除了
风景更重要的还有花样繁多的各种表演，
基本上每隔半小时到一个小时就有一场。
表演的形式多种多样，有模仿古人生活的
情景剧，更多的是歌舞表演，有情景剧、御
花园舞蹈秀，《大唐飞歌》是规模最大，人数
最多的表演。五颜六色的霓虹灯斑斓多
姿，流光溢彩，音乐震耳欲聋，人声鼎沸，人
头攒动，热浪滚滚，陶醉在锣鼓喧天、鼓乐
齐鸣之中。

我们随着人流，漫步在唐城的街道上，
感受着大唐盛世的繁华。街道两旁，繁华
的商铺，热闹的集市，让人仿佛穿越到了千
年前。夜幕下，唐城的霓虹灯璀璨夺目，宫
殿、楼阁、凉亭和水榭，都在灯光的映照下，
显得更加雄伟壮观。

我们兴高采烈地逛古街、观景物、赏夜
景、看表演，游兴十足。特别是仰望苍穹，观
看夜空中数千架无人机编程表演，天幕上不

断变幻出“金龙戏珠”“鲤鱼跳龙门”、孟浩然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
辈复登临”诗行，还有绽放的玫瑰花和“盛世
唐城恭祝全国人民春节愉快”等各种精美图
案和画面，变幻莫测，五彩缤纷，惟妙惟肖，
令人叹为观止，这还是我第一次近距离观看
无人机表演，真是大饱了眼福。

襄阳是汉文化、三国文化之名城，《三
国演义》其中 32回故事发生在襄阳。《全唐
诗》有4000多首写到襄阳。在金庸的武侠
小说里，襄阳更是出现了 260多次。襄阳
多年来在湖北各市 GDP排行榜上雄踞第
二，仅次于省会武汉。就经济体量来说，襄
阳早已成为名副其实的“湖北第二城”，在
如今高铁崛起的时代，襄阳作为华中枢纽
地位极大提升。襄阳在古时被誉为“天下
之中”，襄阳北达中原，南通湘粤，西接川
陕，东临汉江，素有“南船北马，七省通衢”
之称。汉江从陕西入境襄阳，绵延近 200
公里，而汉江在此冲积出一望无际的南襄
盆地，最终汇入长江。讴歌襄阳的诗作不
计其数，其中唐代本地著名的山水田园派
诗人，世称“孟襄阳”诗人孟浩然创作诗歌
存世约 260 多首，其中 14首入选《唐诗三
百首》，在《登望楚山最高顶》中的“山水观
形胜，襄阳美会稽。最高唯望楚，曾未一攀
跻。石壁疑削成，众山比全低。晴明试登

陟，目极无端倪。云梦掌中小，武陵花处
迷。暝还归骑下，萝月映深溪”，高度评价
和全方位地描绘了襄阳的山水美景。

我们在城门旁打卡，在石碑前留影，在
雄伟城墙上眺望，在城垣垛堞抚摸。登高
望远，城内外一派壮美风光一览无余，尽收
眼底。我们在古城内不时驻足观看，长长
的古街两旁商店卖家、酒楼茶肆，鳞次栉
比，星罗棋布。谈笑声、吆喝声、音乐声不
绝于耳。我们在熙熙攘攘的游人中穿行，
围绕着小孙女担心挤散走失，一路走走停
停，玩玩耍耍，拍照留影。这里早已泯灭了
古时群雄角逐、金戈铁马、狼烟四起的拼杀
场面；也没有往昔兵家之争、弹雨纷飞、残
壁断垣的战争惨象。只是一派歌舞升平、
市井繁华、喧嚣热闹的美好画面，是一处供
中外游客观光游览、寻踪猎奇、吟诗作对的
名胜古迹。

今年我与老伴都已进入古稀，有儿媳
孙子陪伴在身边，开心快乐地度过了两天
的襄阳之旅，在我的人生记忆中又留下了
浓墨重彩的一笔。每次与家人出游，常年
和子孙相处，都给我们老人增添了一份活
力、动力和信心、暖心。子孙就是我们晚年
精神上的寄托、心灵上的慰藉、生活上的调
剂。这比物质上的优渥、金钱上的富有更
重要千倍万倍，也弥足珍贵！

乐逛襄阳夜唐城
□ 彭桂生

甲辰新春初一，太阳张开温和的笑脸，
大地一片春光。四周此起彼伏的鞭炮声隆
隆炸响，乡间公路上的车辆奔涌着春天的
气息。赶庙会的人们怀着心中的向往，奔
向杨林仙山。

那一路上的风光就是人的海洋。见
到的是行人，涌动的是人潮。摩肩接踵，
人来人往。赶庙会的车辆排成几条长
龙。国道两旁、村级公路的边上挤满了小

车。堵车了，人们只好下车步行。前往的
人们喜形于色，兴致勃勃；返回的人们，有
的手持细嫩的竹枝，有的敞开着棉袄，微
笑的脸膛就如春花绽放。

杨林山，仙山闻名。人们仰慕，游览
胜景。后山的那条山路，坡道时而陡促，
时而平缓。沿路的小摊贩在一股人流旁
形成一个个小不点的浪花。爬山的人们
虽然有点气喘吁吁，但没有哪一个停歇，

而是一个劲儿向上走。
人们站在台阶上放眼远眺，那是奔流

不息的长江，几艘大轮船停靠在山脚不
远的码头。阳光下的江水波光粼粼。人
们来江边赏江水，望远山，选景拍照，留
下美好的一幕。这里有一家子大人小孩
的玩乐，有一对对情侣的悄悄闲聊，有年
轻姑娘推着小孩在拍照嬉戏，也有年轻
小伙的漫步溜达，还有老人领着孙儿的天

伦之乐……长江滩坡春意盎然。
仙山天妃胜景，游人如织。山下车水

马龙，人流攘攘。子龙岗广场车辆云集，
文化广场热闹不凡，依山傍水的红木桥曲
径通幽，泛着春波的日月塘熠熠生辉，森
林公园傍山而行的文化长廊新颖别致，组
成了一幅鲜活灵动的杨林山风光画廊。

共创美好环境的春风吹拂仙山，杨林
山风光如画，春色怡人。

龙年春游杨林山
□ 曾繁华

京胡演奏者骆一生，出生于三官殿一
户破落商人家庭，小学毕业后参加工作。
他脑子灵活，秉性聪明，热爱学习，工作积
极，写得一手好字。工作中，刻钢板，搞油
印，任文书，写材料，很是努力。

工作之余，利用业余时间练习书法，
模仿画画，拉二胡，唱花鼓，孤芳自赏，自
娱自乐。诸多业余爱好中对二胡情有独
钟，如痴如醉，胡不离身，相依为伴。殊不
知，演奏二胡必须能简谱，懂乐理，会韵
律，抑扬顿挫，把好节奏，否则，不能入
门。骆一生攒下零花钱，买来一把二胡和
音乐读本，聆听录音，观看演出，学习乐
谱，掌握基本知识，一切从头起步，看着曲
谱练习。久而久之，能够单独演奏，以至
边拉边唱，运用自如。年复一年，日积月
累，技巧娴熟，脱稿而就，逐步出道，欣然
登台，充当演员角色，融入表演行业。经
常随同文艺宣传队参加节日盛会公演，或
下乡义演，或出场堂会，或特邀独奏，受到

广大观众喜爱、欢迎。
骆一生能够表演京胡、二胡、板胡等多

种乐器，伴奏的剧种有京剧、楚剧、花鼓戏、
皮影戏等，剧目有《站花墙》《秦香莲》《白扇
记》《平贵回窑》《打渔杀家》《二堂审子》《梁
山伯与祝英台》等经典作品和诸多折子
戏。剧种不同，调门各异，念唱做打、喜怒
哀乐，一招一式，一板一眼，其旋律都在他
的掌控之中，储存在脑海里，拉之即来，如
行云流水，源源不断，悠扬婉转，沁人心脾。

走进骆一生家里，松香味道扑面而
来，音乐气氛满屋四溢。举目张望，但见
墙上悬挂着 5 把京胡，案头堆满乐谱，枕
边摆着录音，面壁见字画，充耳听琴声。
实可谓胸怀俞伯牙，情系钟子期，进出皆
琴友，往来无白丁，房间虽简陋，格调何
高雅。一有时间，就拉起来，京胡飞歌，
余音绕梁，看着注目，听者会神。皆曰：
以京胡为伴侣，把戏剧当益友，情同手
足，相依为命。

为了提高演奏水平和技巧，确定重
点 ，主 攻 京 胡 ，把 演 奏 京 胡 放 在 首 位 。
买来京胡演奏的各种书籍和资料，聆听
京胡录音，认真观看中国京胡之首燕守
平和著名京胡演奏家李祖铭的伴奏表
演和独奏演唱会，一有机会，绝不放过，
废寝忘食，目不转睛，认真学习，刻苦钻
研。拜能者为师，取百家之长，追求阳
春白雪，融入下里巴人。由浅入深，由
表 及 里 ，从 外 行 到 内 行 ，从 娴 熟 到 精
通。为了伴奏各个剧种和各类剧目，他
掌握了 A、B、C、D、E、F、G 七种调门，
以及皮影戏的男迓腔、女迓腔、男悲腔、
女悲腔，无所不会，无所不及。

当 前 ，地 方 剧 种 花 鼓 戏 ，盛 行 于 监
利、天门、潜江、仙桃等地，流传于广大
农村，人民群众喜闻乐见，如鱼得水，无
论何地何时，只要有花鼓戏演出，都要起
早贪黑，徒步前往观看。因此，为花鼓戏
伴奏成为骆一生出场的主要对象，而且

成为花鼓戏伴奏的第一人选。每逢节假
日、庆典、盛会等大型文艺活动，都有花
鼓戏为之捧场，锦上添花。花鼓戏演出，
既有官办，也有民办；既有群众集资合
办，又有广告商、企业家独资赞助；既有
大舞台，又有小舞台。人山人海，热闹非
凡，声势浩大，场面壮观。骆一生演奏京
胡，名噪一时，享誉一方，好事传千里，
京胡歌飞扬。除充当本县戏剧票房伴奏
的常客之外，更有洪湖、仙桃、天门、潜
江等地慕名而至，邀请他去为演出伴奏，
视为座上宾。热情款待，迎进送出，天籁
之音跨越县界，独领风骚，不胜风光。

一 把 京 胡 走 四 方 ，传 承 文 化 当 桥
梁 ，不 为 名 利 作 贡 献 ，以 此 为 乐 享 荣
光。骆一生一辈子视京胡为生命，把戏
剧当食粮，这是他毕生的追求，也是他
成功的梦想，不愧为监北第一把京胡和
传承戏剧文化的引路人。但愿他京胡
之春常在，戏剧之魂永存。

京胡飞歌
□ 陈安雄

《监利新闻》文学副刊，以纯文学作品交流展

示为主，现面向监利籍写作爱好者征稿：

一、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二、作品必须原创，不得抄袭、剽窃；

三、文学作品体裁以小说、散文（随笔）、评论

（读书笔记 、影评）为主，题材不限，5000 字以内，

书法、摄影作品不得超过 3幅；

四、凡向本平台投稿，均视为作者同意授权推出；

五、来稿请附作者简介，不得重复投稿。

投稿邮箱：2115117882@qq.com

征稿启事

鳗 鱼
□ 安频

鳗鱼又名鳗鲡，因其腹部白色，赵辟公在《杂
录》中称之为“白鳝”。李时珍《本草纲目》云：“其
状如蛇”，表皮有细长小鳞，小鳞相互垂直交叉排
列，呈类似席纹状，被皮肤黏液所覆盖。他还说

“大者长数尺”叫“箭鳗”，肉肥而甘美。大概他是
吃过的，不然记录怎么会如此详实。

当然，吃鳗鱼也有禁忌。有人认为背上有
白点且无鳃的鳗鱼不可吃。怀孕的妇女也不能
吃，吃了恐怕对胎儿有坏的影响。

相传北宋时期的越州应天寺内有鳗井，其深
不可知。有人曾撒网下去捞起过很多鳗鱼。那
时的越州就是现在的绍兴，绍兴靠海，或许寺下
的地下暗河与大海相通，鳗鱼可以从海中游来。
只因寺庙不准杀生，后来禁止外人进来捞鳗鱼。

某地的小村出现了一种传染病，村里的长
老为了杜绝更多的人被感染，于是下令将病人
抬到小船上，任其飘走。不久，一个渔夫的女儿
病了，他流着泪把女儿抱到了船上，任其随波流
走。这艘船到了几十里外的金山村，有一个年
轻的打鱼人“见而异之”，走过去一看，里面的女
子还有呼吸，于是将其背到渔舍中。打鱼人也
没什么钱买药，就天天炖鳗鱼给她吃，时间久
了，她的病竟然好了。一年后，两人结婚了，幸
福地过完了后半生。到底是鳗鱼的滋养滋补了
她，使其恢复健康，还是那个传染病不是很严
重，竟然自愈了？没人知道真相。

《韩熙载夜宴图》里的韩熙载酷好声色、美
食，其桌上有无鳗鱼菜，已不可考。但是有一本
野史说他嗜爱吃鳗鱼，他的厨师私底下对人说：

“韩中书一命二鳗鲡。”他大约到了没有鳗鱼就
不能活的地步，实在令人咋舌。到了宋徽宗宣
和年间，汴梁城内出现了鳗丝，也就是将鳗鲡肉
切细，经过晾晒成了丝状。由此可见，在鳗鱼丝
的背后，有一条完整的捕捞、运输、处理、晾晒、
运输与贩卖的产业线。

清人郑辰在《句施土物志》里记载：“鳗鱼生
后海，多骨而肥，最大者仅如指，味绝佳。土人
烘作腊配酒，名曰鳗结。”这样的新鲜水产，当地
人不会吃，偏要烘干了下酒，那便没有柔嫩的口
感了。有讲究的文人如汪曾祺、林斤澜等人，与
渔民的吃法截然不同。他们吃的是红煨鳗鱼，
烧到软烂，看上去深红油亮，吃起来黏软中带有
一点糯性。此外，还可蒸、可煲，各有风味。

近几年，日韩传统的鳗鱼料理也在漂洋过
海来到了中国。年轻人爱吃的有鳗鱼米饭团、
茶浸鳗鱼等等。最有名的是“蒲烧”：划开鳗鱼
的背部，用木炭火烤几下，刷上辣汁再烤，反复
如此，直到烤熟。烤得外焦里嫩，入口即化，满
满的胶原蛋白，是滋补、美容的佳品，有“可吃的
化妆品”的美誉。

话聊元宵节
□ 余祖发

元宵节，又称上元节、元夕节、灯节，时值正
月十五，也就是每年的第一个望夜（初一为朔
日，十五为望日）。元宵节起源于西汉，形成于
南北朝，发达于隋唐，在宋代发展成了最热闹的
世俗狂欢节。

南宋豪放派词人辛弃疾在元宵节这天也情不
自禁地写下了一首婉约风格的词，这就是写元宵
节写得最好的一首词《青玉案·元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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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蛾儿雪柳黄金
缕，花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
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辛弃疾把元宵节的豪
华美景、热闹场面写得如诗如画，把情感写得惟妙
惟肖。

元宵节这天的活动是相当丰富多彩的，燃
放鞭炮，张灯结彩，玩龙灯，划旱船，踩高跷，观
灯猜灯谜。在都市里，那更是热闹非凡，有巨
大的灯轮、灯树、灯柱，满城火树银花，君王与
民同乐，君王及其大臣们与老百姓同赏花灯共
度元宵。所以元宵节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非
常重要的节日，其文化内涵非常丰富。2008
年 6月，元宵节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

在我们的记忆当中，元宵节也是非常热闹
和尽兴的。小时候，每年元宵节晚上，我们都要
提一个亮壳灯到外面玩一玩。亮壳灯就是用竹
篾编扎的，上面糊一层花纸，里面放一支小蜡
烛，灯光一闪一闪的。有时还在家乡的小河里
放纸船，星星点点，随水漂流。再就是元宵节
这天要吃汤圆，有各种各样馅料的，也有不放
馅料的。南方吃汤圆，北方吃元宵，两者很容
易混为一谈，汤圆和元宵相似但不相同，汤圆
是包出来的或者说是掐出来的，元宵则是滚出
来的。在我们小镇上，元宵节玩龙灯、挂灯笼、
放鞭炮是有的，但没有猜灯谜活动。大型灯会
在我们县市还是有的，记得 1999 年监利城区
就举办了一次大型元宵灯会。那年每个单位
都制作了各具特色的元宵节灯会参展作品，集
中摆放在江城路上，延绵数里。元宵节傍晚，
人们从四面八方涌向灯会现场，观赏各色各样
的彩灯彩船。到后来人越来越多，比肩接踵，
已经是人挤人了，人们只能驻足观望。灯火焰
火交相辉映，欢声笑声连成一片。其热闹场
面，盛况空前，这个元宵节在监利历史上可谓
是最热闹的一个元宵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