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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灯猜谜看表演

老老济济南南闹闹元元宵宵：：
全全民民狂狂欢欢夜夜

S07

本报记者 张九龙

农历正月十五，是中国传统的元
宵节，又称上元节、春灯节、小正月、元
夕节。老济南的习俗是，过完元宵节，
生活就开始步入正轨了，开业的开业、
上学的上学，因此这一天节庆活动异
常丰富，甚至比春节那几天更热闹，成
为一年之中少有的全民“狂欢节”。

正月十五吃元宵，是中国由来已久
的习俗，元宵代表着团团圆圆、和和美
美，成为节日的“标配”。不过，和北方大
多数地方一样，济南人也是逢节必吃饺
子，于是许多家庭选择早上吃元宵，中
午或者晚上吃饺子，算是南北合璧了。

正月十五看花灯在济南是很重要
的民俗，济南人甚至管元宵节叫“灯

节”。趵突泉公园的花灯会是近几十年
形成的品牌，不过在此之前，趵突泉就
是赏灯的好去处。据说自唐玄宗定农
历正月十五为元宵节以来，济南趵突
泉便有了元宵节放灯的习俗。千百年
来，每年元宵节趵突泉的屋顶、树上、
水中、房内灯烛到处都是，龙灯、狮灯、
蟹灯种类众多，同时还间杂以民俗艺
术表演。因此，在济南流传着“不到趵
突泉观灯，不算过年”之说。

除了趵突泉以外，过去一到元宵
节，大街小巷都是花灯，比现在还要丰
富许多。济南旧俗，春节一过“破五”，
家家户户便开始着手扎制花灯。从正
月十三“上灯”开始，市面上纷纷挂出
各式花灯，供人购买，蔚成灯市。正月
十四开始“试灯”，各处纷纷搭起牌楼、

灯棚，或燃放焰火，掀起预热潮。正月
十五那天，称作“正灯”，家家户户上街
观赏花灯。讲究的家庭还会在大门口或
者小院里挂盏红灯笼，寓意一年红红火
火，谁家的花灯漂亮谁家就格外有面
子。大街上，也多了些卖迷你花灯的流
动商贩，大人们往往会给孩子们买个小
花灯做玩具，深受孩子们的喜爱。

元宵节还有个重要环节就是猜灯
谜。灯谜其实是和花灯一体的，连片的花
灯处总能看到灯谜的身影。灯谜的谜底
范围很广，从字谜、成语、诗词、各种用
语，到事物、事件等皆可入谜。不仅仅是
一种娱乐性活动，其中蕴含着很深的文
化内涵，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活动。

民俗表演中，最有特色的当数踩高
跷了。咱社区的东舍坊高跷队就是老济

南知名队伍之一。高跷表演形式多种多
样，五花八门，不拘一格，情节生动，在济
南地区尤为盛行。高跷的表演时间一般
都在农历正月十五左右的闹元宵活动
中，是整个活动的重头戏。高跷表演机动
性大，行动比较自如，可以在大场中表
演，也可走街串巷。过去，济南西关、大观
园等地都是看高跷表演的好去处。

跑旱船也是平时难得一见的。旱
船是山东地面活动较为普遍的汉族民
间文艺形式，因为它的表演技艺简单，
道具制作经济，是一项群体表演形式的
节目。据传说，旱船是根据水乡渔民在
水上用船打鱼的生活情节，构思创意出
来的。它的表演和道具人物都简洁、明
快、朴实，生活气息浓厚，结合地方戏曲
剧目，所到之处总是围满了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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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天马上来到，社区里
的柳树露出了嫩芽，一些树木也开出了小花含
苞待放，为社区增添了几分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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