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靓妆十里迎新春靓妆十里迎新春
□□ 张卫平张卫平

村里有人放烟花，城里有人挂灯笼，伴着夜空中繁星闪
烁，吃过晚饭后，我们就坐在院子里猜灯谜。还记得祖父出
的一则，“一人立，一人卧，家有小两口，日子简单过”（打一
字），谜底是儉（俭的繁体）。现在想来，这个谜不仅形象，而
且还有深刻的寓意。

那时候读小学，平时以点煤油灯为主，虽然过年期间不
用担心停电，但我总喜欢在元宵节这天点上煤油灯，研究祖
父给我出的灯谜。一些新奇有趣、机巧精致的谜语令人难
忘，如：双喜临门——打一地名（谜底：重庆）；开笼放鸟——
打三国人名（谜底：关羽、张飞）。又如：“木偶奇遇——打一
字”（谜底：森），木的奇数和偶数遇在一起，就是“森”字；“楚
逐子胥——打水浒人名”（谜底：吴用），伍子胥被楚国驱逐后
得到了吴国的重用，不就是“吴用”吗？还有一则猜《孟子》中
名句的谜语，整个用的《西厢记》故事作的谜面：“普救寺，草
迷离；空园中，或借居；夫人病，头难起；一炷香，卜归期；天已
暮，日落西；张相公，长别离；虽有约，负佳期；错认白马将军
来也。”（谜底：晋国天下莫强焉）最有趣的是最末一个“焉”
字，紧扣“错认白马将军来也”中“也”字，可谓动静结合，意味
深长，画面感十足。没读过《孟子》《西厢记》的年轻人，很难
猜得出这个谜语。

以前猜谜称作“射虎”，那谜底犹如潜伏在密林深处的卧
虎，难以发现，又难以射中。经过万般思考与推敲，一矢中

的，喜悦之情真如射中猛虎。
进入纪检监察系统工作后，我特别注重对党风廉政建

设和反腐败斗争的灯谜研究。如“良善门第迎紫气”，打一
廉政文化词语（谜底：好家风），“良善门第”理解为“好的家
庭”，扣“好家”；“迎紫气”理解为“迎来吉祥的风”，扣“风”。
又如“孟襄阳刚直之风”，打一廉政文化词语（谜底：浩然正
气），“孟襄阳”指唐代诗人孟浩然，以地名代替人名，这在古
代很常见。孟浩然是襄阳人，故世称“孟襄阳”，因而扣合“浩
然”；“刚直之风”犹言刚正之气，概括起来就是“正气”。此谜
运用了借代法和会意法。还有一个运用此法的谜面“红军总
司令，律己保廉洁”，打一现代作家（谜底：朱自清）。

前几天，在荆州三义街看见一灯笼，上书“一生多义举，
由来廉为先”，打一景点（谜底：文庙）。拆字法虚实结合，语
言铿锵，格调明快，读来令人神清气爽。“一”生于“义”中为

“文”；“廉”先部是“广”，来“由”则为“庙”。面句气机流动，洁
净澄澈，描写并赞颂了一位德高望重、兼济天下、廉洁奉公的
人民公仆。起抱合作用的“生”“多”“举”“来”“为”个个指向
谜底，无虚废之字。

“灯树千光照，花焰七枝开。”灯谜，这朵文艺百花园中
的鲜艳小花，她以中国文字的音、形、义的变化，运用会意、
别解、象形等手法制谜，弄思纤巧，寓意奇妙，形式多样，耐
人寻味。

寓意奇妙的灯谜
□ 陈白云

编前语：元宵节，又称上元节、小正月或灯节，是中国传统节日

之一，每年农历正月十五日举行。这一天，人们通过赏花灯、猜灯

谜、吃元宵（汤圆）等习俗，庆祝新年的圆满结束，寄托对未来的美好

祝愿。本期副刊以“我们的节日·元宵节”为主题，带您走进元宵节

的历史与文化，感受传统习俗的魅力。我们将以诗词散文的形式，

为您呈现元宵节的起源、发展及其在现代社会中的传承与创新。

元宵感怀
□ 沈光明

才换新桃年味浓，古城二月尚残冬。
满街灯市繁星落，一夜笙歌佳节逢。
元夕烟花春四溢，暗香笑语意千重。
人生哪有最高处，遍览群山自是峰。

元宵节登宾阳楼
□ 孙斌

携得春风入古城，马河流韵九龙鸣。
空中日晚烟霞绕，水里云斜画艇横。
鸟落长亭赏音乐，花飞曲路寄心声。
宾阳楼上看灯火，高兴人间共月明。

元宵节咏汤圆
□ 汪业盛

白玉研来软糯鲜，平平日子手搓圆。
芝麻琐事糊涂账，能裹善包滋味绵。

上元夜望月
□ 熊韬

赏月看花在此宵，此宵无月语嘈嘈。
今宵月胜寻常月，怕照狂生老鬓毛。

庆春时·荆风楚韵闹元宵
□ 刘梅芳

荆江解冻，梅红初绽，柳眼舒开。东门吐
瑞，流辉泻玉，春意闹朱台。南街狮舞，灯火辉
映童孩。红尘万象，繁花乱眼，赊月寸心裁。

水调歌头·元夕观灯
□ 徐梦灵

烟火绽芳树，碧宇散阴霾。玉盘高挂天
际，香雾覆长街。绿女红男如织，画舫溪桥拥
堵，绮丽入云涯。今夕是元夕，烘渲早春来。

人月圆，莺啼序，醉蓬莱。琴箫争弄，驻足
攒动不由鞋。纵使流光易逝，唯有情怀不老。
且趁晚花开。旖旎凭谁赋，临仿素宣斋。

浪淘沙·乙巳元夕
□ 欧平

焰火耀荆街，万树花开。莲灯照水逐波
来。铁打金星飞异彩，蛇舞烟埃。

箫管弄池台，婀娜裙钗。纤纤玉手掩桃
腮。笑语盈盈声渐远，却上心怀。

临江仙·元夕
□ 李雪

多少春酲未醒，几回惊梦游园。楼台灯火
默如禅。藏身光影里，世味不相关。

枕上为云为月，眼前非雾非烟。一生心事
卷帘看。看山山不似，花落数千年。

花灯
□ 陈玉珍

多好呀！那些可爱的小童
提着花灯，在林间，在水岸

练习小跑

多像童年的打谷场
星星一来，萤火虫就从草丛里跳出来

提着灯，在麦垛里玩游戏

一群小尾巴，猫着腰
踮脚，又屏息

追着尾灯，忽东，又忽西

月光被踩得发烫
风一吹，碎银就溅了一地

调皮的那一只，趴在窗棂上
给玻璃呵上一层薄霜

灯笼
□ 林钊勤

远处的灯笼，被竹片撑起
圆滚滚的肚皮，更多的

——是空阔
空阔的灯光，空阔的红色

以及我们空阔的思念

城市中的灯火热闹
影子坐在我的对面

陪我一起受用这碗元宵
我接到了母亲的电话

夜色加深
记忆里的灯笼更加明亮

烟花在天空绽放
我们同属于一片天空

细数着不同的颜色，灿烂
以及，永不熄灭的空阔的

灯火

浓情蜜意忆元宵
□ 汪小科

又到元宵佳节，仰望夜空，五彩斑斓的烟花在空中绽
放，迷离璀璨；此起彼伏的鞭炮声响彻上空，震耳欲聋。此
情此景，又勾起了我无尽的思乡之情。

童年的故乡，每逢元宵节的早晨，街巷里就会传来阵阵
锣鼓声。这时，我兴冲冲地走到街上，总能看见四处张灯结
彩，几个身穿大红，腰束彩带，扎着头巾的帅气小伙敲着鼓，
响着锣，迎面走来。“咚咚咚、锵锵锵……”大鼓响完，锣跟
上。伴随着锣鼓声越来越密集，街坊四邻也都渐渐聚集到
了街面上，有的还会不自觉地敲击起手里的锅碗瓢盆，配合
锣鼓的节奏。霎时间，锣鼓声、杂响声响彻云霄，好一派热
闹景象！

等他们鼓乐完毕，我便会燃起烟花爆竹，任那“噼里啪
啦”的声响与之前的锣鼓声、杂响声辗转交替，相应相鸣。
还有一簇簇明亮的烟火在浓雾中闪烁、跳跃。随着又一通
鼓乐，旱船队、高跷队、腰鼓队接二连三地走来，每个队都会
热火朝天地耍上一阵。最后是舞狮队，三头狮子蹦蹦跳跳，
摇头摆尾地凑上前来，先是相互顶头，接着一个个踩肩而
立，最上面的狮子抛起绣球，两人组狮子腾空而过，稳稳落
地。全场喝彩声不断……

看完表演回到家中，我总看到母亲在包元宵。当母亲
和面时，我也会好奇地把手伸进去搅一搅，有时沾得黏糊糊
的一手，还觉十分有趣。看着母亲揉好面，再将面团揪起，
娴熟地搓成一个个小球，然后包上各种馅，我就会羡慕不
已。于是，我也尝试着抓起一个个小面团，放在手心里慢慢
地搓圆……这时，母亲总会竖起大拇指对我说：“真棒！”待
母亲把元宵煮到圆润透亮时，我便会忍不住从锅中舀出一
个来放入口中。

只须闭着眼睛轻轻一咬，浓稠的酱汁就会在我的舌尖
蔓延开来，继而甜到心窝，瞬间让我成就感、幸福感满满。

到了晚上，我还会和小伙伴们一起提着灯笼去元宵闹
街上赏花灯、猜灯谜、看舞龙，瞅杂技……当一朵朵烟花腾
空而起，点亮夜空，散发出五光十色的光芒时，我们忍不住
欢呼雀跃，往来的游人也惊叹叫好。还有鞭炮声阵阵回荡
上空，共同烘托出一个暖意融融、喜庆祥和的元宵之夜。

如今，数十年匆匆而过，身在异乡的我已经很久没有再
回故乡过元宵节。但儿时每一个欢天喜地乐元宵的场景，
都成为了我心中永不磨灭的记忆。它会在每个元宵佳节，
相似的情景下被唤醒，让我一生咀嚼、回味和珍藏。

正月十五的清晨，是被糯米粉的香气唤醒
的。母亲早已在厨房开始了一天的忙碌，案板
上铺着一层细白的面粉，像初雪般纯净。她将
温水和进糯米粉里，揉搓成团，动作轻柔得像在
抚摸婴儿的脸庞。灶台上的老砂锅咕嘟作响，
桂花的甜软混着红糖的焦香，在晨光里织成一
张温柔的网。

“来，和妈一起包汤圆。”母亲笑盈盈地招
呼。爬出被窝，我洗净手，学着她的样子，揪下
一小块面团，在掌心揉圆，压扁，放入一小勺芝
麻馅，再轻轻收口。那时的案板比我胸口还高，
如今却只及腰间。母亲的汤圆浑圆饱满，我的
却总是歪歪扭扭，像月亮的阴晴圆缺。她笑着
用沾满糯米粉的指尖点我鼻尖：“不打紧，自己
包的才最香甜。”

面团在手中渐渐变少，天色也越来越明。母
亲将包好的汤圆整整齐齐地码在竹筛上，白生生
的，像一排排小月亮。檐下一排冰棱子忽地掉落
几根，惊起正觅食的麻雀，扑棱棱掠过院角的梅
树，抖落几瓣嫣红。望着落地的花羽，想着傍晚的
花灯会，心里盼着窗沿上的光影变换得再快些。

暮色四合，街巷里已挂起各式花灯。纸扎
的兔子灯垂着流苏，莲花灯瓣上描着金边，六角
宫灯转着四季图，青砖墙上浮动着暖黄的光晕，
在渐暗的天色中次第亮起，将青石板路映得通
明。街道已是人声鼎沸，再也按捺不住的我冲
出了家门。镇上的孩童们提着灯笼嬉戏，兔儿
灯的眼睛用朱砂点得鲜亮，跑动时烛火摇曳，在
石板路上投下跳动的光斑，笑声清脆如银铃。
河面上飘着点点灯火，像天上的星辰落入凡间
灯影摇曳，恍惚间仿佛看见辛弃疾笔下“东风夜
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的盛景。我捧着自
制的荷花灯，跟着人流往河边去。灯骨是父亲
年前就劈好的竹篾，绵纸上的荷花还是照着《芥
子园画谱》描的。忽听得前方铜锣声响，原是舞
龙队伍游街而来，金鳞在灯笼映照下流光溢彩，
龙首高昂处，喷出朵朵烟花，恰似《东京梦华录》
里记载的“诸般巧艺，鳞次栉比”。

对岸古戏台上正唱着《春灯谜》，婉转的水磨
腔混着笛声，在波光里起起落落。我蹲下身，将
荷花灯轻轻放入水中，许愿时倒想起《武林旧事》
中记载的临安风俗——妇人竞往宣德门观灯，饮
玉壶春，谓之“脱晦气”。灯影渐远，与千百盏明
灯汇成一条光的河流，恍惚是银河倒泻人间。

带着意犹未尽的兴奋归家，远远就看见厨
房的灯还亮着。母亲已煮好汤圆，正站在门口
张望。瓷碗里，圆滚滚的汤圆浮在清汤上。咬
一口，芝麻馅缓缓流出，甜香满口。五代时有个
叫张手美的厨娘，每逢元宵便卖“油画明珠”，说
的便是这流心汤圆。窗外，明月高悬，与万家灯
火交相辉映。这一刻，忽然懂得为何古人说“但
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原来千年前的月
光，也是这样照着汴梁的州桥夜市，照着临安的
御街鳌山。夜深人静时，巷尾传来更夫苍凉的
梆子声：“岁岁平安——”，母亲将剩下的糯米团
捏成小兔小猪，说是要留着明晨祭灶。

岁月流转，唯有这汤圆的滋味，永远鲜活
在心底，像那轮亘古不变的明月，年年照亮归
家的路。

灯
月
两
相
照

□
李
迎
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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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里靓妆光照地，一城灯火气薰天。
俗话说，“正月十五闹元宵”。千百年来，按照荆州民间习

俗，正月十五闹元宵，闹的是赛灯、观灯与赏灯。对此，明代文
学家袁中道一首《元宵》为我们描绘了元宵佳节时，荆州古城万
人空巷赏花灯、观舞龙的热闹场景。无独有偶。清代荆州诗人
雷昌《灯市》诗中的“元夕群龙漫汗游，一年初见月当头。插身
人海聊容与，只是常鳞凡介俦”更是热闹、喜庆，仅仅只用了“漫
汗游”三个字，就非常生动地展现了荆州人闹元宵欢腾、盛大的
场景。

每年荆州的元宵节，都是一场跨越千年的民俗文化盛宴。
据荆州地方志资料显示，在元宵节期间荆州“各地竟相玩龙灯、
耍凤灯、踩高跷、舞蚌壳精、划采莲船等”。入夜“城乡万家灯火，
花灯竞放，游灯溢彩，布龙灯、草把龙灯串乡入室，锣鼓声、喝彩
声、鞭炮声彻夜不绝。孩子们提着各式各样的灯笼，尽情玩耍，
走遍大街小巷穿遍屋内每一个角落。”

的确，荆州花灯自古一绝。记得南朝梁简文帝曾在《列灯
赋》中描绘了当时宫廷在元宵张灯结彩的盛况：“南油俱满，西
漆争燃。苏征安息，蜡出龙川。斜晖交映，倒影澄鲜。”后来，南
梁首都迁至荆州江陵古城，荆州花灯盛景可见一斑。于是，就
有了明代文学家袁宗道《元宵》诗中的“火弹捎天聋咤咤，猛省
今夕是元夕”；唐代诗人苏味道《正月十五夜》中的“火树银花合，
星桥铁锁开”；清代诗人黄景仁《元夜》中的“龙衔火树千重焰，鸡
踏莲花万岁春”……

然而，闹元宵并非源于南北朝，而是被汉武帝年命名为元
宵节的，后渐成习俗。从此，在历朝历代的年节中，都是一大
盛事。特别是唐代，将元宵节定为固定假日，从汉代放假一天
扩展到三天。《开元天宝记事》里说，元宵灯会在唐代成为王公
贵族争强斗富的“战场”。杨贵妃的姐姐韩国夫人专门令人制
作了一座灯树高达80尺的“百枝灯树”，而唐明皇李隆基则下

令建造了一座高150尺的大灯楼。一座是光照长安；一座是
“百里皆见，光明夺目”。到了宋代，宋太祖赵匡胤更是重视，
竟然将元宵节的假期增加到五天。宋代元宵节的盛况，我们
可以从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中感受到。词中极力渲染了
元宵节绚丽多彩的热闹场面。开篇用“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
落，星如雨”，描绘了花灯挂满枝头，如东风吹开了千树繁花，
烟火纷纷坠落，好似繁星如雨的壮观景象。而“凤箫声动，玉
壶光转，一夜鱼龙舞”，则从悠扬的凤箫声着墨，描绘了灯市上
明月清光流转，人们整夜狂欢，鱼龙花灯飞舞不休的元宵风俗
画卷。

文献资料显示，荆州从汉代就开始了灯事活动，隋、唐、五
代更加活跃，出现了各种制作精巧、独具匠心的花灯。“竹扎纸
糊的花灯式样繁多，诸如龙灯、风灯、鲤鱼灯、虾子灯、姜太公钓
鱼灯、刘海戏金蟾灯、狮子滚绣球灯、蝴蝶闹金爪灯、张果老砍
柴灯、走马灯等”。唐朝诗人李商隐诗中“镂金作胜传荆俗”之
句，从一个侧面证实了《沙市市志》镂刻金箔“鱼形灯”的记载。

舞龙灯，是荆州元宵节的重头戏。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
象征着力量与祥瑞。龙灯与凤灯，伴随着锣鼓欢快的节奏，时
而腾跃，时而盘旋，将龙凤呈祥的寓意展现得淋漓尽致，春天的
气息迎面而来。

“今夕是何夕，团圆事事同。”宋代诗人周必大的《元宵煮
浮圆子》说明，元宵节除了闹花灯、舞龙灯，还有吃汤圆的习
俗。汤圆，寓意团圆美满，是元宵节不可或缺的美食。汤圆的
甜糯，不仅满足了味蕾，更温暖了人心。荆州人吃汤圆，讲究
的是“一口一个圆满”，每一颗汤圆都包裹着对新年的祝福。

元宵节吃汤圆，是千百年来荆州的传统习俗。荆州传统名
菜橘羹汤圆，相传是宫中御厨为了给楚王解酒醒酒，用柑橘、米
酒和糯米浆做成此汤。历史上，江陵盛产柑橘且质量上乘，屈
原留有名篇《橘颂》赞之。《史记·货植列传》中记载，“江陵千树

橘，其人与千户侯”。白居易有“江陵橘似珠”的诗句，杜甫也曾
留下“朱橘不论钱”的诗句。能解酒的橘羹汤圆，也在历史的传
承中催生了江陵俚语“醉酒还需酒来解”。

当然，寓意团圆和喜庆的元宵美食，不仅仅只有橘羹汤
圆，还有松茸元宵，以及各种各样的圆子、米团子和欢喜团，等
等。这些美食，构成了荆州元宵节菜单上的地方特色。

圆子，寓意团圆与喜庆，是节日筵席的必上佳肴。就说荆
州传统名菜樱桃丸子吧，具有喜庆寓意，是宴席上必不可少的
重头菜。清朝时，樱桃是贡品，皇上常常把樱桃作为殊荣赐给
大臣。1678年，康熙皇帝曾以樱桃赐给江宁织造、两淮巡盐御
史曹寅。曹寅受宠若惊曾写下一首《樱桃》诗：“上苑新芳供御
厨，承恩赐出绛宫珠。风吹杏酪尝初暖，日映瑛盘看欲无。红
到十分春始去，香余一滴齿皆苏。柏梁每羡东方朔，七字吟成
兴倍殊”。不过，过去樱桃在荆州是稀有之物，很难吃得到。那
时一位沙市厨师便将猪肉剁成茸，挤成樱桃形的肉丸子炸酥，
调制成酸甜味，名曰“樱桃丸子”。从此，樱桃丸子成为荆州元
宵节餐桌上的一道佳肴。

欢喜坨，又名麻元宵、欢喜团，因其名字喜庆吉祥，象征
着欢喜团圆，逢年过节，老百姓都喜欢制作这种美食。相
传，三国时期刘备到东吴招亲，顺利迎娶了孙权的妹妹孙尚
香为妻。婚后，刘备在赵云的保护下，带着孙夫人，从东吴
沿长江水路回荆州，途经石首时，当地官员为了恭贺刘皇叔
的新婚，送上了十万个欢喜团，以示恭贺。刘皇叔带着欢喜
团，顺利回到荆州。从此，欢喜团作为喜庆食品便在荆州传
承了下来。

今日元宵，我们不妨自己动动手，学着做一做松茸元宵和
橘羹汤圆，并学着古人的样子，邻里间相互“交馈汤圆，同庆元
宵”，用荆州特色美食欢送回来团圆的游子，喜喜庆庆地迎接春
天的到来。

我
们
的
节
日

元宵佳节，又是一年团圆时。夜幕低垂，华灯初上，整个
世界似乎都被一层淡淡的、温馨的光辉所笼罩。空气中弥漫
着淡淡的糯米香，那是节日特有的味道，甜蜜而又温馨。

走在灯火辉煌的街道上，各式各样的灯笼如繁星点
点，将夜色装点得分外妖娆。每一盏灯笼都仿佛是一个小
小的世界，承载着制作者的匠心与祝福，静静地讲述着属
于它们的故事。人们在这些灯笼下驻足、观赏，脸上洋溢
着幸福的笑容，仿佛这一刻，所有的烦恼都被这温暖的灯
光所融化。

元宵的夜晚，总是格外热闹。家家户户张灯结彩，欢声
笑语不断。孩子们手提着五彩斑斓的灯笼，在人群中穿梭嬉
戏，他们的笑声清脆悦耳，为这节日增添了几分纯真的欢
乐。大人们则围坐在一起，品尝着美味的汤圆，聊着家常，享
受着这份难得的团聚时光。

汤圆，是元宵节不可或缺的美食。那一颗颗洁白如玉的
汤圆，在沸水中翻滚跳跃，宛如一个个小小的精灵，在欢快地
舞蹈。轻轻咬下一口，软糯的外皮包裹着香甜的馅料，瞬间
在口中绽放，化作一股暖流，温暖着每一个人的心田。

望着那轮皎洁的明月，我不禁陷入了沉思。元宵佳节，
不仅仅是一个团圆的节日，更是一个寄托思念、传递祝福的
时刻。在这特殊的日子里，无论我们身在何方，都会不由自
主地想起远方的亲人，想起那些曾经共度的美好时光。而那
些无法与家人团聚的人们，也会在这轮明月下，寄托自己对
家人的深深思念和美好祝愿。

佳节又元宵，愿这份团圆与思念永远伴随着我们。让我
们在这美好的节日里，共同品味那份属于家的味道，感受那
份来自心底的温暖与幸福。愿每一个人都能够拥有一个温
馨、快乐的元宵节，让这份美好的记忆永远镌刻在心间。

佳节又元宵
□ 罗旭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