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卢昱

元宵节的脚步，千年如律，如黑夜里
的花灯，闪耀着文化的光芒，为新年的忙
碌增添了一股温暖。

在古汉语中，“元”为开始，“宵”
为夜晚，“元宵”即一元复始后首个月圆
之夜。元宵节的历史传承悠久，早在西汉
时期，元宵节就已成为重大节日。

就元宵节的长短而言，汉代为一天，
到唐代已为三天，宋代则长达五天，明代
更是自初八点灯，一直到正月十七的夜里
才落灯，整整十天。与春节相接，白昼为
市，热闹非凡，夜间燃灯，蔚为壮观。特
别是那精巧、多彩的灯火，更使其成为春
节期间娱乐活动的高潮。至清代，又增加
了舞龙、舞狮、跑旱船、踩高跷、扭秧歌
等“百戏”内容，只是节期缩短为四到五
天。

二百年前的济南府，这样过元宵：
“张灯，放花炮，食糖圆。试灯（十四日

主麦，十五日主谷，十六日主豆），月明
风恬为收灯，主丰年。试毕布诸门庭，谓
之‘散灯’，浮诸流水，谓之‘放河
灯’。群游，谓之‘走百病’。”数里春
波中，百姓们捏面为灯，注香油各处散
之，按月捏者曰“月灯”，按家长岁捏者
曰“岁灯”。

一百年前的滕州古城，元宵节时城门
不闭，满城中灯光照耀，光明如昼。龙
灯、狮子、云彩、花船、竹马、高跷、八
仙一切杂剧，且舞且歌，大吹大打，加以
灯花炮、烟花炮、三节花炮、火箭、泥窝
花、铁筒花等，或花或响，一时齐发，甚
为热闹。自十四日至十六日，人皆登城
垣，入庙烧香，官不之禁也。

不论是吃汤圆、看杂剧，还是放河
灯、走百病，都借助仪式为元宵节涂抹上
一层厚重的人文底色。元宵节与古时农业
祭祀活动有内在关联。在这个月圆之夜，
面对主掌旱涝风雹的月神，先民自然要用
各种仪式虔诚地祈祷新年五谷丰登，而火

便成了沟通天神与人的最好方式。月圆
时，垒起高高的柴堆或煤堆在黄昏点燃，
人们围着火堆祈祷祝福，烟云腾天，沟通
人神。年复一年，岁岁如斯，在这些看似
愚昧迷信而又有些许道理的仪式中，元宵
节便诞生了。

节日要有澎湃的生命力，需要有穿越
时空的可参与性。元宵节作为中国人的
“嘉年华”之夜，其颠覆日常生活所预设
规律的、惯性的时空秩序——— 从日夜之
差、城乡之隔、男女之防到贵贱之别。

正如 1 9 3 5年《续修广饶县志》所
载：“上元张灯，家家糊灯笼，群众敲
锣鼓。节前作龙灯、旱船、高跷种种杂
耍，四民辍业，聚众玩耍。兵荒之年稍
减，一岁太平，故态复作，是亦不可以
已乎。古之于民也，礼以防之，乐以宣
之，后世缺焉。四民终岁勤动，绝少休
息机会，又无正当娱乐为之宣泄，其不
至溃决焉得乎。”

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元宵节的

夜晚，明月如霜，照见人如画，玉壶光
转，一夜鱼龙舞。古代，女性白天很少出
门，非亲缘关系男女很少有相聚机会；晚
上，男女都不能出门，相聚机会就更少
了。这一晚，对年轻的男女来说，便成了
一年中最快乐的节日。未婚的男女常常借
着观灯玩耍之际，为自己物色对象，更有
才男俊女借节相会、互诉衷肠。

旧戏中，有关元宵偶遇钟情或情人重
聚的故事不胜枚举。如《陈三和五娘》
中，两人在元宵赏花灯时一见钟情。韦述
《两京新记》记载南陈乐昌公主与丈夫徐
德言，恐国破后两人不能相保，因破一铜
镜，各执其半，约于他年元宵节卖破镜于
都市。后来，两人终于在元宵夜破镜重
圆。

节日，乃寄情之时机。众里寻他千百
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从这一点上看，元宵节颇有“情人节”的
意味。

黄昏月圆时 灯火“嘉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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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刘一颖

近日，泉城济南点亮“一湖一环”照
明项目，华灯闪烁，流光溢彩，赢得游客
啧啧称赞。为满足元宵节游人赏灯需求，
济南特地开通3条“一湖一环”灯光秀摆渡
线路，带领人们进入绚丽多彩的灯光世
界。

灯树千光照，明月逐人来。玩灯赏灯
是元宵节的主要游艺活动，故元宵节又被
称为“灯节”。旧时多以灯卜丰歉，灯节
为十四、十五、十六3天，十四主麦，十五
主谷，十六主豆，“正月十五雪打灯，当
年有个好收成”。

山东各地的灯种类繁多，各具特色。
以制作材料而论，主要有面灯、萝卜灯和
彩灯三类。面灯，也叫面盏，用白面或
豆、米面捏制生肖灯、月灯等。萝卜灯在

农村地区很普遍。沂蒙山区一般将萝卜洗
净，截成段，挖个坑，插入灯芯，注入油
而做成灯。点燃时，先将灯芯用棉花松松
地缠裹，以便上油；然后在灯芯上面放一
块绵纸，点燃绵纸，引燃灯芯。有些人家
会“放灯”，就是让孩童们提着满筐的
灯，走到哪儿放到哪儿，村内村外，远近
高低，灯火明灭，煞是好看。彩灯用纸、
绢、纱、帛等材料为表，以竹、木或钢线
等材料为骨架扎制、裱糊而成，彩灯多有
灯谜。旧时，菏泽一带的雪花灯特别精
致，其造型别致，点燃后灯体纯白透明，
像一颗洁白无瑕的宝珠。

栖霞、招远山区一带在元宵节之夜举
行一种叫“跳花灯”的游艺活动。跳花灯
者手执一贴彩的木制方形花盆，花盆外贴
有“福”字、“寿”字，在花盆中放置春
兰、夏荷、秋菊、冬梅等四季花（后多用

塑料花），并在花盆中点燃红蜡烛。舞者
手执花盆边唱《对十二月花》，边舞着跑
出“剪子股”“四门斗”“八字图”等队
形。“跑黄河”则是高密民间庆祝元宵节
的一项活动，类似钻迷宫。一般要选一处
广阔的平地作为布置九曲黄河阵的场地。
场地选好后，德高望重的老人按传统的方
式画地为图。然后按地上画好了的图形，
竖秫秸为墙，并用绳子编扎，用土培埋。
道道秫秸墙沿九曲黄河图形竖起，形成曲
折幽深的迷宫，村民们便可在九曲黄河阵
中游戏、走迷宫了。

正月十五，山东省文化馆吸引了许多
“寻宝者”——— 中庭院张灯结彩，悬上红
红的灯笼，千余条“秘密”藏入其中，静
等游客绞尽脑汁揭开谜底。

灯谜，民间也叫“打灯牌”“灯虎”。
这是一种将谜面贴在花灯上供人猜射的智

力游戏。灯谜出现在宋代，宋代元宵节节
期长，人们不仅赏灯还会买灯。出于招揽
顾客、广而告之的目的，有些商家将谜语
张贴于彩灯之上，让顾客在赏灯、猜谜中
不知不觉将心仪的灯买回家。现在的灯谜
内容五花八门，包罗万象，涉及了古今中
外、天文地理等各类知识。

桂花香馅裹胡桃，江米如珠井水淘。
元宵节吃元宵或汤圆，寓意家庭像圆月一
样团圆，寄托了人们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愿
望。元宵由糯米制成，或实心，或带馅。
馅有豆沙、白糖、山楂、黑芝麻等，煮、
煎、蒸、炸皆可。不少山东人喜欢芝麻枣
泥汤圆，先将大红枣煮熟去核擦泥，猪板油
去膜用刀拍碎，两者加白细砂糖搓成馅心，
和水磨糯米粉做成小汤圆，芝麻炒熟和白细
砂糖研成细末做炒面，将煮熟的小汤圆在炒
面中滚一圈即可，吃时油润绵软。

闹花灯 猜灯谜 吃元宵

□ 本 报 记 者 张晓帆
本报通讯员 丁 之

正月十五元宵夜，欢欢喜喜“闹”起
来！

这几天，在青岛萝卜·元宵·糖球会现
场，国家级和省级的非遗项目以及青岛的
特色手工艺项目让人流连忘返；在李沧之
春民间艺术展演现场，舞龙、踩高跷、扭
秧歌、抖空竹、划旱船等传统民间艺术纷
纷走上舞台，剪纸和灯谜竞猜引得各社区
居民跃跃欲试；到西海岸新区，参观完100
名自贡工匠打造的创意花灯、独具特色的
薰衣草灯海后，还可以继续欣赏小提琴等
器乐演奏和近景魔术表演……

“元宵节是正月里最后的狂欢，是春
节娱乐活动的高潮，民间俗称‘过十
五’。过了十五就算过完年了，孩子要上

学，大人要做工。”青岛民俗专家李生德
说，春节过后半个月，热闹的节庆大戏就
要落下帷幕，元宵节相当于春节的“闭幕
式”。

在李生德看来，节日狂欢是具有一
定世界性的特殊的文化现象，洋溢着心
灵的欢乐和生命的激情，凝聚人们干事
创业的信心。如今，一年一度的传统民
俗展演已成为青岛元宵节必不可少的欢
庆形式，百姓闹元宵、看花灯的传统习
俗寄托着人们对新的一年迎祥纳福的美
好愿望。

元宵节的风俗也许在变，但“闹”是
不变的主题。回忆起小时候的元宵节，今
年70岁的李生德说，那时，各地县乡的大
街上总会不时出现一群“高”人：有人穿
上古人的衣服，扮演的历史人物惟妙惟
肖；有人化上浓妆扮丑，喜气洋洋；还有

人戴着大头娃娃，滑稽可笑。只要锣鼓点
儿一响，孩子们都会边跑边喊：“扭秧歌
的来了！”说时迟那时快，大人和孩子一
拥而上把这群人围在中央，簇拥着他们走
过好几条街。

看完秧歌，就差不多到了看大戏的时
间。乡亲们早早吃过晚饭，赶到村台子
前，“抄着手、吸着凉气、抻着脖子”，
等着大戏开演。

长演不衰的戏就是柳腔《赵美蓉观
灯》，这是胶东人元宵节最爱听的折子
戏。从百兽灯到民间各种传说灯，从海
产灯、庄稼灯、蔬菜灯到百鸟灯、昆虫
灯、二十四节气灯，还有八仙过海灯、
梁山好汉灯，最妙之处是它从女娲补天
唱起，直唱到宋朝，中间将妲己祸国、
孙膑装疯、孟姜女哭长城等民间传说和
神话故事以及评书演义都囊括在了戏文

中……戏文几乎将所有的花灯都写尽
了，翔实丰富。

那时，除夕之夜放鞭炮和烟花比较
少，主要是集中在元宵燃放。谁家放的时
间长，谁家就显得富裕阔绰。小孩子放的
是那种用土法做的“滴滴金儿”，点燃后
拿在手里，或贴在墙上，放出闪闪的金
光，燃放的多是小女孩。男孩则钟情于
“二踢脚”和“大花子”一类较刺激的烟
火。

李生德说，如今的元宵节，传统与
现代相融合，民俗与时尚相交汇，更
“闹”出了新滋味。从过去只能看到庄
户剧团的演出，到现在的民间绝活纷纷
亮相，传统灯会配以声光电等高科技
后，更加变幻奇妙、流光溢彩，呈现出
一派美好景象。

元宵民俗“闹”出了新滋味

□ 本报记者 刘一颖

元宵节，是春节之后的第一大节。“在我
国古代的语言习惯中，宵是夜晚，元是开始的
意思。元宵也就是一年之中的第一个月圆之
夜，自然是一年中重要的一个夜晚。”山东大
学文史哲研究院民俗学研究所副教授王加华分
析，元宵节之所以成为节日，主要得益于它在
古代历法中独特的位置。

通过对大自然漫长的认识与思考，古人逐
渐发现，由初春的气候特征能大致推导出未来
几个月份的气候趋势。初春的正月十五，正是
万木复苏、冰雪融化的前夕。古人借月圆之夜
的光辉，通过各种仪式虔诚地祈祷今年风调雨
顺、五谷丰登。

王加华介绍，祖先们还会通过仪式占卜预测
年内的气候状况与农业收成的好坏。现在，山东
一些地方保留制作月灯的习俗。捏12个灯代表12
个月，以卜水旱，一月的面灯在周边捏一个鼻，二
月的捏两个鼻，以此类推。将做好的月灯摆入蒸
笼中，蒸熟后马上出锅，哪一个灯盏水汽大、水
多，哪一个月的雨水就多，这叫“试灯”。

“元宵节的最初蕴意与农业生产相关，种
种庆祝活动是古人发自内心、近乎本能的行
为。”王加华说，随着时间流逝，许多习俗活动
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容和特色。“这些节日民
俗活动有利于传承中华优秀文化，增强民族认
同感，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和文化象征意义。”

最初的蕴意

与农业生产相关

【图示】元宵节除了

吃元宵，你还知道哪些习

俗？一起来看看

【图示】除了汤圆、

元宵，正月十五还有这些

美食不可辜负

元宵民俗 你知多少

更更多多内内容容
见见新新锐锐大大众众

□ 美编 巩晓蕾 于海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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