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月十五花灯俏
□雪樱

父亲办灯会

元宵节各地风俗不同，在济
南，吃元宵、赏花灯是流传至今
不变的老习俗。赏花灯，趵突泉
公园的花灯会是不可或缺的文
化大餐。依稀记得，那时候我才3
岁，爷爷便带着我去趵突泉公园
赏灯。爷爷是驾驶员，给校办开
车，坐着爷爷的车去公园，不用
担心晚上在路上冻着，而且非常
神气，周围的邻居都说我有福
气。

后来我上小学，元宵节晚
上，父母带着我去公园赏灯，那
时候我很淘气，赏灯时眼里装满
好奇，用眼还不过瘾，还忍不住
伸手去摸，常常松开父母的手，
在人群里窜过来跑过去，看到喜
爱的花灯，我常常拔不动腿，玩
起来根本觉不到冷。有些时候，
父亲会把我举过头顶，以让我能
看到远处彩灯的全景。赏完灯离
开时，公园门口有很多摆摊卖东
西的，我总找理由赖着不走，买
个糖葫芦，要个小灯笼，买个大
气球等，非得让父母满足一把才
恋恋不舍地回家。

如果说小时候赏灯看的是
热闹，那么现在我注重的是赏灯
的那份心情，“众里寻他千百度，
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
处。”然而，不同地方赏灯，会有
不同的感受。泉畔赏灯，泉水淙
淙，灯火灼灼，照在水面，虚虚实
实，让人分不清楚，反而增添几
分朦胧感，恍若美轮美奂的梦
境，美得令人微醉。驻足泉畔，仰
望夜空，又是另一番心境：皎洁
的月光轻轻柔柔地从高空流泻
下来，拨弄着水中重重叠叠的灯
影，飞飞泛泛的，好像火树银花
在水中燃烧起来。

其实，赏灯的人手中也有月

亮，可多数人都看不到它，只是忙
着用手机拍照、发微信，只有那些
孩童们，毫无顾忌地笑着、闹着、
追赶着，仿佛要把月亮从天上震
下来，偷偷藏进口袋里带回家。

伴随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
喜欢街头巷尾悬挂的花灯。行走
在街道上，彩灯稀稀落落漾起暗
红色的圆晕，比公园里少了些喧
闹，多了几分空寂，让人能够慢
下来，安然自在地赏灯：沿着街
巷，走走停停，时而目不转睛地
欣赏，时而回望穿梭而过的车
辆，时而思绪蹁跹，想起古时候
元宵节的场景：从隋朝的“灯树
千光照，花焰七枝开”到唐朝的

“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从
元朝的“爱元宵三五风光，月色
婵娟，灯火辉煌”到明朝的“有灯
无月不娱人，有月无灯不算春”，
在历史长河中穿越，多么想定格
住一个个流光溢彩的夜晚，让自
己参与其中，饮酒作诗，“苦了清
酒，愁了婵娟”，猜谜赏灯，无拘
无束，醉倒在晚风中。

窄巷子里、泉水人家院落门
外悬挂的花灯，不受娇宠，但最
接地气，或是老式的花灯，略显
旧了，也没有什么新意，但挂在
门上还是那么喜庆，红彤彤一
片，照得人心里亮亮堂堂；或是
自制的彩灯，灯上画有大朵大朵
的花儿，大大咧咧地绽放着，好
像春天已经急不可耐地来了；有
些人家很是讲究，大门上贴着用
毛笔写的“福”字，两旁贴着对
联，月光袅袅洒洒，照在上面，氤
氲出两个方块字———“团圆”。

记得某作家在书中写道，中
国人一年要过五个月亮节，按照
时间顺序分别是正月十五元宵
节，二月十五花朝节，七月十五中

元节，八月十五中秋节，十月十五
下元节。毋庸置疑，元宵节是第一
个月亮节。

第一个月亮节，读出来便让
人心生喜悦，精神明亮，可现在
有多少人能够找寻到它的真正
意义？

一年中第一个月圆之夜，总
要开个好头，总要留个戳印———
算是迎接春天许下的心愿吧。是
渴盼良缘美眷吗？想想看，古时
候的元宵之夜，正是年轻男女约
会定情的机会，受封建礼俗制
约，平时男女不能随便见面，好
不容易盼到元宵节，怎能不蠢蠢
欲动？无论是戏曲中的陈三和五
娘赏花灯时一见钟情，才子徐德
言和乐昌公主在元宵夜破镜重
圆，还是王安石元宵之夜双喜临
门，考上进士，又被招为快婿，这
些都已成为经典的爱情。

香港女作家钟晓阳在小说
《停车暂借问》中的描写更值得
玩味，“元宵节的欢乐园，遍地的
雪，天空烟花炸炸，月亮一出，晴
晴满满地照得远近都是宝蓝。夜
市到处氤氤氲氲，杯影壶光，笑
语蒸扬，吊吊晃晃的灯泡发出晕
昏的黄光，统统在浩大深邃的苍
穹底下，渺小而热闹，仿佛人间
世外。”

今天，年轻人很难懂得古人
约会的浪漫，体会暗香浮动、赏
灯玩雪的惬意，但是，很多人照
例去趵突泉赏灯，用这样的方式
迎接第一个月亮节，称不上多么
隆重，但毕竟是温存的，真实的，
因为它萦绕着温婉的思念，承载
着生命的寄托，传递着春天的信
号，满满的祝福和希望——— 像母
亲锅中煮的白白胖胖的元宵一
样，甜蜜着，沸腾着，幸福着。

□李晓燕

小时候，我和两个哥哥因为搭邻居的
便车去城里看了一次灯会，便对灯会念念
不忘。五彩斑斓的花灯，妙趣横生的灯谜，
我们常在父母面前绘声绘色地描述，言语
中流露出想再去看灯会的渴望。可是，家
乡的小村距县城遥远，交通不便，我们没
有机会再去。

那年，除夕刚过，还未等我们念叨灯
会的事，父亲神采奕奕地向我们宣布：今
年，他要为我们办灯会。父亲办灯会，听起
来真新鲜，我们心中充满期盼。

撂下话，父亲开始准备，拿出早就准
备好的彩纸和精心挑选的芦苇、木条，开
始绑扎起来。当然，父亲也不会让三个小
将闲着，大哥帮着绑扎骨架，二哥负责裁
纸，心灵手巧的我当然是描绘花纹了。在
父亲的指挥下，我们忙成一团，从除夕到正
月十五之前那些天，虽然我们忙得没空出
去溜达，累得手脚酸痛，可想象着漂亮的花
灯即将在自己手上诞生，心里便美滋滋的。

元宵夜来临之前，花灯终于做好：红
彤彤的柿子灯，乘风破浪的帆船灯，优雅
大气的书籍灯，喜气洋洋的南瓜灯，一个
个，一排排，挂在房檐下，摆在院子里，放
在书桌上，年味在我们手上过到了高潮。
灯会除了灯，也少不了灯谜，父亲从旧报
刊上翻找来几十条灯谜，挂在元宵灯的旁
边，只等着聪明的我们去揭晓答案。

母亲说，要有锣鼓声，就更像灯会了。
元宵夜，吃完元宵，大哥便把从邻居家借
来的录放机打开，欢天喜地的乐曲声响
起，我们的灯会便拉开了帷幕。

那一晚，我们比在城里看灯玩得还要
尽兴几倍，因为那是我们自己动手办的灯
会呀！更让人高兴的是，一些邻居也来参
加我们的灯会，乐不思蜀的同时，更留下
了一声声赞叹。

从那年起，父亲策划的灯会办了一年
又一年，直到我们长大成人，各奔东西，元
宵夜里曾经充满欢声笑语的小院，才变得
安静下来。因为，家里没有了我们，父亲再
懒得动那心思。

今年元宵节前，打电话过去，问父亲
可曾做灯，母亲说，只做了两个小灯，挂在
房檐下，算是应景。我眼前忽然出现了两
位老人坐在安静的小院里，看着两个寂寞
的灯笼的情景。想着想着，泪水已经流到
腮边。

儿时的元宵节
□陈栋林

小时候过元宵节，村里的活
动没多少花样，不像现在这样———
猜灯谜、踩高跷、扭秧歌、舞狮子、
跑旱船——— 花样多得很。当年甚至
根本没听说吃元宵这码事，但是，
并不是说儿时的元宵节过得不开
心，恰恰相反，可以说别有韵味。

那时候家里很穷，以至于父母
没有钱给我买一只玻璃纸花灯。于
是，父亲就亲自动手给我制作萝卜
灯。从地窖里选一只粗壮的红萝
卜，用小刀削平两头，在细的一头
挖洞，除另一头留着厚厚的底子
外，内里全部掏空，成为桶状；在一
块小木板上钉一个小铁钉，让铁钉
透过木板露出一截；再用细铁丝在
木板上扎一个支架，并围着支架糊
一层粉连纸；下一道工序，就是将
大姐用红纸剪的喜鹊贴在外面，再
在支架上固定一根细长的木棍；最
后，将萝卜桶的底部插在透过小木
板露出的钉子尖上，往萝卜桶里倒
上煤油，放进用棉线搓成的灯芯，
再点着，萝卜灯就制作完成了。

我打着父亲制作的灯笼出去，
胡同里已人影攒动，叫喊声、嬉闹
声此起彼伏。小伙伴们大多打着自
制的“土灯笼”，有麦秸灯、面灯、竹
笼灯，有用玻璃瓶制成的瓶子灯，
还有跟我的差不多的萝卜灯，简直
五花八门。也有许多孩子打着买来
的玻璃纸灯，看起来精致又漂亮。

这让我们打“土灯笼”的孩子羡慕
得不得了。

我说山子的玻璃纸灯真漂亮，
他却赞叹我的萝卜灯更好玩。两人
犹豫半天，终于都憋不住，不约而
同地提出要交换。可是，在灯笼马
上要出手的那一瞬间，我却赶紧把
手缩了回来。最终，我没同意。冥冥
中，一种对那萝卜灯异常珍爱的情
愫揪住我的心，让我难以割舍；我
觉得这萝卜灯才是自己的，还是自
己的更好。

有雪的元宵节是最美的。星星
点点的灯火中，雪花纷纷扬扬。不
一会儿，我们的衣服上，帽子上，就
罩满了雪，变成一个个小雪人。地
上的雪辉映着灯光，四下里更加通
亮。我们把灯笼放在一边，或者挂
在树杈上，然后齐心协力堆雪人。
忙活半天，浑身热气腾腾，一起挑
着灯笼围着那雪人蹦着，跳着，叫
着，笑着，仿佛我们的欢乐多得满
世界都盛不下了。而那雪人在灯光
里熠熠生辉，好像童话里的仙者。

磨坊和碾棚是必去的地方。大
人们很认真地告诉我们说，元宵夜
打着灯笼去磨坊和碾棚里，会有好
运气，能在里面找到神仙送来的金
元宝。可是，金元宝从来没找到，倒
是好几次不小心踩了牛粪。于是大
人们又说：小孩儿正月十五晚上踩
牛粪好，长命百岁长得壮——— 反正

让他们一说，无论怎么样都是好
的。

家乡有正月十五“叫媳妇”的
风俗。所谓“叫媳妇”，就是如果哪
家的小伙子定了亲，在儿媳正式过
门儿之前，趁过节先请到家里来住
几天。“叫媳妇”的由头是趁着元宵
节来看灯、看热闹，实际是为了加
深男女双方的感情。

那年，听说邻居大哥哥拴宝把
未来的媳妇接来了，我们几个小伙
伴就前去他家探看。可是，那姑娘
太害羞，闻声早躲了起来，任凭我
们在大门口探头探脑、咋咋呼呼，
她就是不肯露面。过了好大一阵
子，拴宝突然从屋里跳将出来，明
明脸上泛着美滋滋的笑，却又故意
使劲憋着，假装虎着脸说：“去去
去，有什么好看的！回家看自个儿
的媳妇去！”我们被赶了出来，却兴
犹未尽，又冲进他家院子。如此三
番五次，拴宝不胜其扰，最终只好
让那姑娘在堂屋门口闪了一下。虽
然就那么倏忽一闪，我们却好像打
了大胜仗，心满意足地、大呼小叫
着散去了。

也有小伙伴好像动了心，回家
后，吵吵嚷嚷追着母亲讨要媳妇。
他的母亲则吟吟一笑，然后弯下腰
柔柔地“呸”一声，说：“丢不丢啊，
这么一丁点儿的小屁孩，还没长得
跟人一样大，就迷上了媳妇！”

看完烟花再哭
□曹化君

五岁那年，正月十五，跟母亲看烟花。
路上，我用手紧紧捂着口袋，乐得直蹦高。
心想，待会见了二愣哥，就让他看看，母亲
给我买的滴答筋、小喷花，他一定会羡慕
得要死，看他以后还在我面前神气不。

二愣哥突然蹿到我跟前，嬉皮笑脸地
说，口袋里装的啥？我仰起脸说，滴答筋，
小喷花。二愣哥说他不信。我连忙敞开衣
兜给他看。二愣哥黑乎乎的手突然伸进我
衣兜里，接着就把手从我口袋里拿出来，
接着又打着了火机。我哇哇哭起来。

母亲一边擦抹着我脸上的泪水，一边
说，看完了烟花再哭。

滴答筋、小喷花一会儿就放完了，我
准备接着哭。这时，二愣哥点着了一只不
知谁的小蜻蜓，跟着，风火轮，小飞碟，电
光花，点火棒，双飞蝶……有的腾空而起，
有的在地上打旋儿。我高兴得跳起来。

最后一朵菊花熄灭后，我跑到二愣哥
面前，问，还有么？二愣哥指着操场的方向
说，多着呢。这时，夜空里响起一阵哔哔剥
剥，噼里啪啦的声音，接着，一团蘑菇云般
的烟花蹿到夜空，小星星早吓得不知躲到
哪里去了。

看完烟花，我和小伙伴儿追在他屁股
后面，争着给他要烟花筒，炮仗捻，咯咯咯
的笑声和着零星的噼啪声在夜空中飘荡。

后来，每当遇到不顺心的事情或沟沟
坎坎，就会想起母亲的话——— 看完烟花再
哭。并渐渐懂得其中蕴含的深义或哲
理——— 不要用过去的眼泪和痛苦淹没了眼
前的良辰美景和欢愉，不要一味沉溺于冬
日的雪虐风饕，而错过了春天的花红柳绿。

【下期征文预告】起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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