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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 篇

元宵主要在观灯。观灯成为一
种制度，似乎《荆楚岁时记》中就提起
过，比较具体的记载，实起始于唐初，
发展于两宋，来源则出于汉代燃灯祀
太乙。灯事迟早不一，有的由十四到
十六，有的又由十五到十九。“灯市”得
名并扩大作用，也是从宋代起始。论
灯景壮丽，过去多以为无过唐宋。

观灯有“灯市”，唐人笔记虽记载
过，正式举行还是从北宋汴梁起始，南
宋临安续有发展，明代则集中在北京
东华门大街以东八面槽一带。从《东
京梦华录》和其他记述，得知宋代灯市
计五天，由十五到十九。事先必搭一
座高达数丈的“鳌山灯棚”，上面布置
各种灯彩，燃灯数万盏。

宋人笔记同时还记下许多灯彩名
目，“琉璃灯”可说是新品种，不仅在富
贵人家出现，商店中也起始用它来招引

主顾，光如满月。“万眼罗”则用红白纱
罗拼凑而成。至于灯棚和各种灯球的
式样，有《宋人观灯图》和《宋人百子闹
元宵图》，还为我们留下些形象材料。
由此得知，明清以来反映到画幅上如

《金瓶梅》《宣和遗事》和《水浒传》插图
中种种灯景，和其他工艺品——特别
是保留到明清锦绣图案中，百十种极其
精美好看旁缀珠玉流苏的多面球灯，基
本上大都还是宋代传下来的式样。

另外画幅上许多种鱼、龙、鹤、凤、
巧作灯、儿童竹马灯、在地下旋转不停
的滚灯，也由宋代传来。宋代“琉璃
灯”和“万眼罗”，明代的“金鱼注水
灯”，和用千百蛋壳作成的巧作灯，用
冰琢成的冰灯，式样做法虽已难详悉，
至于明代有代表性实用新品种，“明角
灯”和“料丝灯”，实物在故宫还有遗
存的。 （节选）

观灯 文/沈从文

古诗里的元宵节

元宵（汤圆）上市，新年的高潮到
了——元宵节（从正月十三到十七）。
除夕是热闹的，可是没有月光；元宵节
呢，恰好是明月当空。春节是体面的，
家家门前贴着鲜红的春联，人们穿着新
衣裳，可是它还不够美。元宵节，处处
悬灯结彩，整条的大街像是办喜事，火
炽而美丽。有名的老铺都要挂出几百
盏灯来，有的一律是玻璃的，有的清一
色是牛角的，有的都是纱灯；有的各形
各色，有的通通彩绘全部《红楼梦》或

《水浒传》故事。这，在当年，也就是一
种广告；灯一悬起，任何人都可以进到
铺中参观；晚间灯中都点上烛，观者就
更多。这广告可不庸俗。干果店在灯
节还要作一批杂拌儿生意，所以每每独

出心裁的，制成各样的冰灯，或用麦苗
作成一两条碧绿的长龙，把顾客招来。

除了悬灯，广场上还放花合。在
城隍庙里并且燃起火判，火舌由判官的
泥像的口、耳、鼻、眼中伸吐出来。公园
里放起天灯，像巨星似的飞到天空。

男男女女都出来踏月、看灯、看焰
火；街上的人拥挤不动。小孩子们买各
种花炮燃放，即使不跑到街上去淘气，
在家中照样能有声有光的玩耍。家中
也有灯：走马灯——原始的电影——
宫灯、各形各色的纸灯，还有纱灯，里面
有小铃，到时候就叮叮的响。大家还必
须吃汤圆呀。这的确是美好快乐的
日子。

（节选）

美好快乐的日子 文/老舍

刚过农历新年，一眨眼就是元
宵节了，元宵节吃元宵，宋朝时就颇
为盛行，不过当时不叫元宵而叫“浮
圆子”，后来才改叫元宵的。中国各
省大部分都吃元宵，可是名称做法
就互有差异了。

北方叫它元宵，南方有些地方
叫汤圆，还有叫汤团、圆子的。南
北叫的名称不同，方法也就两样。

拿北平来说吧，不时不食是北
平的老规矩，要到正月初七准备初
八顺星上供才有元宵卖。至于冬季
寒夜朔风刺骨，挑了担子吆喝卖桂
花元宵的，虽然不能说没有，可是多
半在宣南一带，沾染了南方的习俗，
西北城的冬夜，是很难听见这种市
声的。

北平不像上海、南京、汉口有专
卖元宵的店铺，而且附带消夜小吃，
北平的元宵都是饽饽铺、茶汤铺在
铺子门前临时设摊，现摇现卖。

馅儿分山楂、枣泥、豆沙、黑白
芝麻的几种，先把馅儿做好冻起
来，截成大骰子块儿，把馅儿用大
笊篱盛着往水里一蘸，放在盛有糯
米粉的大筛子里摇，等馅儿沾满糯
米粉，倒在笊篱里蘸水再摇，往复
三两次。

不同的元宵馅儿，点上红点、
梅花、刚字等记号来识别，就算大
功告成啦。这种元宵优点是吃到
嘴里筋道不裂缝，缺点是馅粗粉
糙，因为干粉，煮出来还有点糊汤。

南方元宵是先擀好了皮儿，放
上馅儿然后包起来搓圆，所以北方
叫摇元宵，南方叫包元宵，其道理
在此。

南方的元宵，不但馅儿精致滑
香，糯米粉也磨得柔滑细润，而且北
方元宵只有甜的一种，南方元宵则
甜咸具备，菜肉齐全。抗战期间，凡
是到过大后方的人，大概都吃过赖
汤圆，比北平兰英斋、敏美斋的手摇
元宵，那可高明太多了。 （节选）

北摇元宵
南包汤圆
文/唐鲁孙

摄影吴宝魁

断 章

闹元宵

冰心：
新年过后，元宵节又是一个高

潮。我们老家在福州市南后街，那条
街从来就是灯市。灯节之前，就已是

“花市灯如昼”了，灯月交辉，街上的人
流彻夜不绝。福州的风俗，元宵节小
孩子玩的灯，都是外婆家送的。

福州方言，“灯”与“丁”同音。“添
丁”是句吉利话，因此，外婆家送给我
们姐弟四人的是五盏灯！我的弟弟们
比我小得多，他们还不大会玩，我这时
就占了便宜，我墙上挂的是“三英战吕
布”的走马灯，一手提着一盏眼睛能动
的金鱼灯，一手拉着会在地上走的兔
儿灯，觉得自己神气得很。 （节选）

巴金：
元宵节的夜晚，天气非常好。天

空中有几颗发亮的星，寥寥几片白云，
一轮满月像玉盘一样嵌在蓝色天幕
里。这天晚上大家照例敬神，很快地
行完了礼。觉英带了觉群到街上去看
人烧龙灯。瑞珏和淑英姐妹们想到琴
第二天就要回家去，都有一种惜别的
心情，虽然两家相隔不远，但是她们少
有机会跟琴在一起玩几个整天。而且
元宵节一过，新年佳节就完了，各人都
有自己的事情，再不能够像在新年里
那样痛快地游玩了。于是大家聚在一
起，在觉新的房里商量怎样度过这个
晚上。大家都赞成觉新的提议：到花
园里划船去。 （节选）

梁羽生：
把谜语写在花灯上，称为“灯谜”，

这也是传统的元宵玩意。不过到了近
代，由于花灯的制作费时费力，谜语多
是写在悬挂的纸条上，而这个玩意也
不限定是在元宵才能举行了。

猜灯谜是颇费心思，也颇多趣话
的。据说解放初期，有一灯谜，谜面是

“日本投降”，猜古代名人，谜底本是
“苏武”，但许多人却猜作“屈原”。“原”
者，原子弹也。也有人用脱帽格猜作

“李世民”，意思是日本投降，乃世界人
民的力量，这是“老笑话”。 （节选）

肖复兴：
正月十五元宵节看灯，老北京人

一般叫做“逛灯市”，或者叫做“闹花
灯”，也有叫做“踏灯节”的。无论是一
个“逛”字，还是一个“闹”字，或“踏”
字，都体现了那时灯节的张扬劲头儿。

在老北京，灯节在街巷里，在平民
百姓之间，方才会有“闹花灯”的那种

“闹”劲儿。那时候，前门和琉璃厂一
带，最为辉煌。清竹枝词里，“细马轻
车巷陌腾，好春又是一番增，今宵闲煞
团圆月，多少游人只看灯。”说的是那
时候的盛况。现在，灯节已经萎缩进
了公园或电视里了，即使街巷、高楼大
厦和商家店铺前，可以看见灯，却几乎
是千篇一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无法
和《京都风物志》中所列举的那些琳琅
满目的灯相比了。 （节选）

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
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今年元夜
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
湿春衫袖。 ——【宋】欧阳修

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暗
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游伎皆秾
李，行歌尽落梅。金吾不禁夜，玉
漏莫相催。 ——【唐】苏味道

千门开锁万灯明，正月中旬动
帝京。三百内人连袖舞，一时天上
著词声。 ——【唐】张祜

元宵佳节，融和天气，次第岂
无风雨。 ——【宋】李清照

故园今夕是元宵，独向蛮村坐
寂寥。赖有遗经堪作伴，喜无车马
过相邀。春还草阁梅先动，月满虚
庭雪未消。堂上花灯诸第集，重闱
应念一身遥。 ——【明】王守仁

锦里开芳宴，兰缸艳早年。缛
彩遥分地，繁光远缀天。接汉疑星
落，依楼似月悬。别有千金笑，来
映九枝前。 ——【唐】卢照邻

征稿启事

本周主题“二月”

即日起，《书香》版每周设
立主题，向社会征集摄影、美
文、书画等优秀作品，诚邀您积
极投稿。

期待您的优秀作品，也期待
您有创意的摄影、美文、书画作
品，镜头、笔下，充满对生活的热
爱。但提醒您的是，所有作品必
须原创，文责自负，投稿时，也请
留下姓名、电话号码等联系信息。

首期征稿主题：二月
投稿邮箱：
xbzmb@vip.126.com

山花子·立春
刘存发 词 篆刻

伫立楼头眺七辰,斗杓东转柄回寅。
旧梦已随残雪尽,悄无痕。

断雁先飞难逐鹤,寒梅半落不争春。
几日桃花重绽笑,问东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