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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元宵节撞上情人节———

让我们一起认知和体味节日的意义

马年春节倏然而
过，不觉又迎来了元宵
节。传统的元宵节和舶
来的情人节相撞，更引
发人们关于节日的诸多
话题。其实，节日就是一
个全面狂欢的日子，是
一个民族绵延不绝的生
活习惯，也是一个民族
代代相传的智慧结晶。
不管是“土节”还是“洋
节”，都有其存在的理
由，都是为了生活得更
美好。

■节日是生活的艺术

追寻传统节日，可以重新唤起我们的艺术基因，唤回遗失久远的
艺术灵感，复兴体内的艺术本能和才华，把寻常的生活演绎得有声有
色、五彩缤纷。

和寻常过日子不同，节日生
活丰富多彩，亮点是艺术。黄河
流域是小麦的产地，节日的面食
就做出了诸多花样。胶东半岛的
大饽饽、面磕子、面鱼、面燕、枣
糕、圣虫，不但显示着家庭主妇
们面点、面塑的手艺和才华，而
且还是走亲访友的最佳礼品、饮
食文化相互交流的重要载体。节
日期间的庄户剧团、民间扮玩、
传统手工艺术等等文化表现，更
让人们的艺术才华崭露头角、大
放光彩。在节日的感召下，人们
充分地释放、充分地发挥，吹拉
弹唱，手舞足蹈，艺术的本能和
灵气借助节日升华绽放。

小时候过年，最佩服的是父
亲写对联。不但给自家写，也给
邻里写，常常忙好多天，乐此不
疲。我们家的对联是父亲自己拟
的，一年一个样，年年不重复。邻

里家的对联，父亲也常常根据不
同的家庭和爱好，书写不同内容
的对联。年二十八，新写的符合
各自家风家规的对联贴在门上，
红红火火，满院生辉，满村都靓。
村里有位老奶奶，窗花剪得好，
一个冬天都不得闲，张家李家都
去讨要，老人家的家人倍感荣
耀。红纸剪成的窗花贴在白窗纸
上，白天晚上都好看。而且，一幅
剪纸一个图样、一个故事，让人
百看不厌、回味无穷。历史与传
说、生活与理想，就在乡亲们的手
中，吉祥如意地展示出来，一代一
代传承下去。这些看得见摸得着、
出自身边最熟悉的人之手的艺
术，也感染着自己的家人、感染着
自己的乡亲，让人们在年节期间
倍感生活的情趣、精神的富足。

生活困难的时代，人们尚且
将精神生活过得如此充实，怎么
到了要啥有啥的今天，反而感觉
过节没意思了呢？没意思的原因
就是没把生活当艺术，没把艺术
当生活。追寻传统节日，可以重新
唤起我们的艺术基因，唤回遗失
久远的艺术灵感，复兴体内的艺
术本能和才华，把寻常的生活演
绎得有声有色、五彩缤纷。

■当元宵节撞上情人节

马年巧合多，除了和过去的
某一年年历重合，而且元宵节还
巧遇了西方的情人节，让元宵的
明月和花灯沾上了一些洋气和
异国情调。

中国虽然以悠久的农耕社
会著称于世，与农耕生活密切相
关的传统节日深入人心，但中华
民族从来不排斥外来文化，即便
是闭关锁国的大清王朝，西洋的
美术和工艺品也照样被珍藏在

皇宫苑囿，异国情调
也照样风靡在对外
交往的海港码头，
照样为国人所稀罕

和青睐。节日同样如此。
唐宋时期，节日众多，舶来

的节俗也多。以七夕节为例，节
日期间争相购买的泥孩儿“磨喝
乐”就是来自西亚的吉祥物，据
考证其来源于波斯的“雨神节”。
近代以来，西方文化进入中土，
西方的节日也随之融入我们的
生活，尤其是世界经济一体化的
今天，圣诞节、情人节等等洋节
也追随着麦当劳、肯德基的味道
日益为年轻人所接受。同样是东
方古国，日本的近代化从“和魂
洋才”开始，在全盘西化、富国强
兵治国方针的影响下，西方的洋
节也一直是青少年们热衷的节
日。记得在日本生活的时候，每
当情人节到来，商店里热卖的是
各种各样的巧克力，街市上也陡
然增多了年轻的倩影，成双结对
地徜徉在街头巷尾。而且，女孩

子还要给心仪的男生赠送巧克
力。这种赠送巧克力的新民俗发
展到现在，还被分别命名，送给
情人的是“本命巧克力”，送给同
事上司的叫“义理巧克力”。无论
是情人还是同事、上司，在接到
女性巧克力的同时，也都要回赠
礼品。

日本女性主动讨好男性的情
人节习俗，是日本文化独有的现
象。中国不同，现在的情人节，掏
腰包的是男性，女性享受的是男
生的玫瑰，是男生邀约的西餐西
点，是洋溢着西方情调的烛光和
音乐。不管是女追男还是男追女，
情人节带给恋人和单身族的都是
一份情爱，值得提倡，值得发扬。

事实上，中国古代传统的元
宵节，张灯结彩，人头攒动，也同
样有着相亲约会的成分，有着情
人节的意义。辛弃疾那首著名的

《青玉案·元夕》，在众里寻他千
百度的时候，蓦然回首寻找到的
就是梦中情人。可见，一个万众
欢庆的节日，不管在哪个国家、
哪个时代，都可以让人们释放人
的本性、人的善行、人的情怀。古
今中外，所有的节日都是生活的
积累和提升，都有着相互借鉴的
成长过程，没有高低大小，也没
有优劣好坏，只要能够净化心
灵、展现真善美，传统节日要过，
过过洋节也无妨。

(本文作者为山东工艺美术
学院人文艺术学院教授、山东省
民俗学会副会长)

古今中外，所有的节日都是生活的积累和提升，都有着相互借鉴
的成长过程，只要能够净化心灵、展现真善美，传统节日要过，过过洋
节也无妨。

□张从军

■节日是一种生活的回味

如果元宵节不是庆祝新年第一轮满月的出现、二月二不是传说中
龙抬头的日子，那元宵节的饮食和二月二的一把炒豆也就不值得回味。
在吃穿不愁的时候，更应该享受节日，享受丰富多彩的精神生活。

大凡五六十岁的人，想起小
时候的生活，最期待和盼望的日
子就是节日。春节不说，即便是马
上就到的元宵节，也常常让我们
充满期待。在农村老家，虽然没有
大型的礼花放，但村里的大人们
也常常自造土礼花。制造土礼花，
先要找一块旧砖头，掏一个洞，再
在另一面钻一个小孔，洞里放上
生铁屑和火药，然后用黏土轻轻
夯紧。元宵节的晚上，点燃土礼
花，火药夹着生铁屑从小孔中喷
射而出，仿佛火树银花。对于儿童
来说，放礼花有一定的危险，老
人们就特地买来可以提在手里
的小礼花———“滴滴金”，点燃以
后，硬币般大小的礼花就啪啦啪
啦往下掉，如同那个好听的名
称，滴落的是金，步步是金。还有
一盏盏灯笼，提在手中，走街串
巷，和新春第一轮明月相互辉
映，照耀得庭院、村落一片光明。
提灯上街，还有一项重要的民俗
活动，那就是驱妖辟邪。凡是街
角旮旯黑暗的地方，都要用灯笼
照一照，以驱赶邪恶。除了手提
的灯笼，山东各地还要做面灯、
萝卜灯。鲁西南用豆面和玉米面
做成的十二属相灯，寓意消除病
灾、人丁兴旺。而十二个月灯，则
是对农作物和蔬菜月月有个好
收成的祈愿。滕州山村的萝卜
灯，要摆到山上去，从村口到山
顶，仿佛一串珍珠挂到天上，十
分壮观。至于博山花灯闹元宵，
济阳、商河、胶州、海阳等地元宵
节载歌载舞的秧歌会，更把春节
的欢庆推向了高潮。节日活动的
丰富多彩，也让开春的人们都有

了一个愉快的好心情，有了乐观
向上、朝气蓬勃的精神头。至于
元宵节吃什么，好像没有太多的
印象。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
开始，节日给我们的生活留下的
只是吃，只是聚餐，只是填饱肚
子。

吃饭当然是天大的事情，贫
穷时代的节日饮食虽然没有现在
这么多的花样和种类，留在记忆
中的印象却难以磨灭。二月二，龙
抬头，在传统节日之中，算不上大
节，但典型的节日食品同样让人
难以忘怀。记得我们家最清贫的
一个“二月二”，只有奶奶炒的一
小瓢豆子，按现在的重量换算，顶
多不过半斤，全家六口人，一个人
只能分到一小把，我最小，小手可
以攥得满满的。就是这几十粒炒
豆，也同样让我们余香满口，心满
意足地庆祝了百虫复苏的节日。
加上清早家家用草木灰打(画)出
的粮食囤，二月二的节俗让人过
目不忘。相信，经过那个年代的人
们会有同感。饮食是节日的食物
符号，节日饮食之所以不同于平
常的饭菜、让人念念不忘，根本原
因在于其蕴含的深厚文化。如果
元宵节不是庆祝新年第一轮满月
的出现，不是预示新年的好兆头，
不是借助光明驱除黑暗和邪恶，
二月二不是传说中龙抬头的日
子，没有打（画）粮食囤的习俗，没
有炒蝎豆的传说，那元宵节的饮
食和二月二的一把炒豆也就不值
得回味。

在吃穿不愁的时候，更应该
享受节日，享受丰富多彩的精神
生活，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节日是生活的感恩

在最重要的节日时刻，不忘天地诸神，不忘祖宗先人，这是多么厚
道的举动！多么善良的品德！敬畏天地，就是敬畏大自然！

甲骨文的“年”字，图形表现
的是一个人背着成熟的谷穗的样
子。古人认为，庄稼走过了一个春
秋，收获了，就是一年。先秦时期
过年在十月，就是庄稼收获的日
子，在农村，也叫净场的日子。地
里庄稼收拾干净，一年的农耕劳
作顺利结束，当然应该好好庆祝
一下。首先是感谢苍天的风调雨
顺，感谢大地的五谷丰登，其次是
感谢祖先在天之灵的恩泽和保
佑。感天敬地是对大自然的酬谢，
感恩祖先则是对家族血脉的缅怀
和认可。山东各地农家，院子里为
何有一个天地桌？就是为了感天
谢地，为了在旧历结束和新年开
始的时候摆放供品、祭祀天地。记
得小时候过年，饺子一出锅，首先
捞出三碗，摆放在祖宗家谱前，接
着捞出三碗敬天地。拜天地和接
财神是家长最神圣的职责。小时
候看着爷爷在摆满祭品的院子里
虔诚地祭拜天地、祭拜四方，然后
打开大门，来到路口，隆重地接回
财神，那情景不由得让人肃然起
敬。其实，在我们老家，过年还有
一个重要的习俗，就是除夕上坟。
和清明节扫墓不一样，除夕上坟
不带祭品，因为上坟的目的是请
先人回家和后辈团圆，共享一年
的收获和快乐。因此，一到除夕的
下午，田野里到处都是走动的人

群，墓地里香火缭绕，村头高处，
老人们还要面向祖坟，高声呼唤
去世的先人早早回家过年团聚。
在最重要的节日时刻，不忘天地
诸神，不忘祖宗先人，这是多么厚
道的举动！多么善良的品德！敬畏
天地，就是敬畏大自然！平时或许
忘了敬畏，年节之时隆重补上，至
少可以净化各自的灵魂。如同西方
的教堂忏悔一样，常怀敬畏之心，
就能够常做善事，善待他人和身边
的环境；常怀感恩之心，不但延续
了家族的家风家规，也熏陶着自己
的素养和品位。

中华民族善良勤劳，从汉唐
到宋元，之所以让世界刮目相
看，就是始终有一条连绵不断
的以感恩为主的道德根性贯
穿整个社会家庭，贯穿不同
的时代王朝。而传统节日，
就是这条道德根性集中
表现的时间和空间。假如邻
里之间平时有了矛盾纠葛，
但一到年节，在祖宗先人的
感召下，在传统节日的氛围
中，曾经的过节儿立马烟消云
散，家族的血脉和邻里的情义
也立马被回忆起来、调动出来、亲
密起来。

感恩有助于家庭家族和睦，
有助于邻里关系密切，更有助于
和谐社会的建设和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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