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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大观

传统民俗说元宵

（上）

陈茂声

每年的农历正月十五为元宵节，又
称灯节、上元节（即正月十五在历法上为
“上元”日），上元之夜又是新年中第一个
月圆之夜，而“夜”在古代与“宵”同义，故
为“元宵”。

相传，汉武帝时，朝臣中有个足智
多谋又风趣滑稽的东方朔， 他心地善
良，乐于助人，深得汉武帝的信任。 一
天，他见一个宫女泪流满面，便上前询
问其故。 原来这个宫女名叫元宵，因身
居深宫，无法见父母和姊妹，甚为思念。

东方朔深表同情，劝慰并答应设法让她
与家人见面。 第二天，东方朔换便装扮
成算卦先生，来到长安街上，散布说天
宫的火德真君奉了玉帝的谕旨，要火烧
长安城。 弄得长安城人心惶惶。 此言很
快传到宫中，汉武帝大惊，忙问计于东
方朔。 东方朔趁机献计说：“正月十五晚
上，可让最会做汤元的宫女元宵做好汤
元，万岁您焚香上供。 因火德真君最爱
吃汤元，这样会使其心软。 同时，当晚让
宫廷内的人全都离宫到城中避灾，令臣
民在大街小巷挂上红灯， 燃放火堆，这
样全城灯火通明，定能瞒过玉帝和火德
真君。 ”汉武帝听后欣然同意，于是，既
热闹了一番，又成全了元宵等宫女们借
机与家人欢聚的心愿。 第二年汉武帝下
旨依旧放灯、观灯，以示庆贺。 后来，这
一习俗成为一种节日，人们把这一天称
为“元宵节”。

元宵也叫“圆宵”“圆子”， 南方叫
“汤圆”“水圆”。 吃汤圆成为元宵节的习
俗，起源说法不一。 一说春秋末期，某年
的正月十五，楚昭王复国途中，见江面
浮有一物，色白而微黄，内有红如胭脂
的瓤，味道甜美，不知何物，遂命人求教
孔子，孔子曰：“此浮苹果也，得之者主
复兴之兆。 ”楚昭王大喜。 此后，每逢正
月十五，就让人用面仿制此果，并用山
楂做成红色馅，煮而食之。 又有汉武帝
及臣僚喜食一名叫“元宵”的宫女做的
汤圆，故，后人就将汤圆称为元宵。 因煮
熟后浮在水上面，故称为“浮圆子”，亦
称“乳糖元子”或“糖元”、又因是元宵节
的必食品，所以，人们便用“元宵”命名。

其文字记载是依据《平园续稿》《岁时广
记》《大明一统赋》等史料，最早于宋代。

元宵的做法多种多样，其主要原料
为糯米粉，分实心和带馅两种。 北宋以
前的元宵为实心，下到开水中，配以白
糖、蜜枣、桂花、桂圆等食用，风味独
特，宜于滋补。 南宋时有了糖馅的“乳
糖元子”。 根据地域不同，人们的口味
不同，元宵的做法又有所不同。 元宵多
以水煮，也有炒、蒸、油氽和拔丝等。

《卢氏杂说》里的“油炸追子”其实是油
炸元宵。

元宵燃灯的风俗自汉朝始， 到唐代
已形成了热闹的赏灯活动。 唐代卢照邻
《十五夜观灯》诗曰：“接汉疑星落，依楼
似月悬。 ”描述了元宵节燃灯的盛况。宋
代赏灯不仅延续了唐代的盛况， 而且活
动要持续五天。灯的样式也千奇百态，绚
丽多彩。 如，丰收灯、八宝灯、长寿灯、荷
花灯、罗锦灯、龙灯等。 为了鼓励人们观
赏灯会， 朝中还规定凡观灯者， 赐酒一
杯。如是，使京城成为“金吾不禁夜，星桥
铁锁开”的狂欢日子。而明代的赏灯时间
更长，要连续十天，为历史灯节之最。 朱
元璋建都南京后，为显繁华，京城正月初
八就开始闹灯，且放灯规模宏大，达数盏
之多。更有明永乐皇帝朱棣，在建都北京
后， 即在东华门开辟了长达一公里之盛
的灯市。 “看戏烛火闹元宵，划去旱船忙
打超。 不放和月侵下界， 烟竿火塔又是
桥。 ”正是当时灯节的真实写照。到了清
代，赏灯活动虽只有三天（有十四试灯、

十五正灯、十六散灯三说），但依然保留
了传统的娱乐活动， 散发着浓浓的民族
古香味。

灯谜是我国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

是我们民族传统的一门综合艺术。 早
在夏代，就出现了一种用暗示来描述某
种事物的歌谣。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这
种歌谣发展演变成“瘦辞”（亦称‘隐
语’）。 由于当时列国纷争，故一些游客
在进谏时，往往都用“隐语”道出己见，

使君王从中得到启发到南宋文学家鲍
照作“井”“龟”“土”三个字谜，并以《字
谜三首》收入他的诗集之后，才正式有
了“谜”字一称。 开始的谜只流行于口
头说猜，三国时期有人把谜写在纸上贴
出来让人猜对。 南宋的一些文人学士
为了显示才学，常在元宵之夜，将谜条
贴在纱灯上吸引过往行人，因之又有了
“灯谜”一称。

北宋王安石是一位制谜能手。 某年
暑天，他与王吉甫在室外乘凉时，信口
念出一首谜诗：“户部一侍郎，恰似关云
长。 上任石榴红，辞官金菊香。 ”王吉甫
立即回敬两句：“有风不动无风动，不动
无风动有风。 ”两个诗谜异曲同工，谜底
皆是手中拿着的“扇子”。 接着，王安石
又出一首谜诗

:

“画时圆， 写时方； 冬时
短，夏时长。 ”王吉甫沉思片刻，也以谜
诗对答

:

“东海有条鱼，无头又无尾；更除
脊梁骨，就是这个谜。 ”原来两人都打的
是“日”字。

灯谜发展的鼎盛时期还是明清时
期，每逢灯节，各地张灯悬谜，盛况空
前

,

并产生了谜格，使猜谜者“有章可
循”， 就连《红楼梦》《镜花缘》《花月
痕》 等文学名著中都有不少灯谜，堪
称妙极。

信 阳 风 情

光山玩旱船

胡晓玲

童年时， 那种浓浓的年味
总让人记忆犹新，回味无穷，玩
旱船就是其中的一种。

“正呐月迎春香又香呀，

亲爱奴的妹……二月那个兰
草，依么呀儿哟，铺满缸啊呀
喂哟，依么呀儿喂，喂么呀儿
哟， 铺满缸啊呀喂哟， 三月
……” 这首合着锣鼓节奏的
《打桑叶》 歌曲， 带着浓郁本
土特色的豫弦口音，是光山特
有的民间小调。

家乡的歌也美， 家乡的歌
也甜！ 歌如丝线，连接着千山万
水在外游子们的心， 无论距离
有多远， 都不会忘记哼上几句
家乡甜甜的歌。 居住在家的乡
亲们更是熟稔于心，田野里、灶
台边到处都可以听到这样的小
调。 尤其是每年的正月十五前
后，在乡村会很熟悉，也叫旱船
歌，歌曲旋律轻快，幽默，风趣，

他们边玩旱船边唱。 通常玩旱
船至少有两人组成， 船娘子是
女性， 外边撑船的头戴着一顶
草帽，手拿一把花扇，随着锣鼓
的旋律有节奏地扭来扭去，边
扭边唱着光山人自编自唱的民
间小调，就像《打桑叶》《十绣》

《夫妻观灯》等。

一般选当船娘子和撑船的，

嗓音都是在村里数一数二的，并
不要求音调完全准，在唱的过程
中根据撑船的摆渡可适当地夸
张， 使场上气氛更热闹喜气，而
且带有明显的光山方言，尤其在
尾音音调上。

小时候元宵节前后的夜
晚，村里的孩子们打着纸灯笼，

最开心的就是听到临村的锣鼓
声，站在村口翘首期盼，只要
能依稀看到锣鼓声的光影是
往我村移动，孩子们便飞快地
去报告父母大人。 母亲会把家
门口的大灯打开，父亲把桌子
搬到大门口， 上面摆放着香
烟，糖果等。 玩旱船的走家串
户，玩到哪一家，村里的乡亲
便跟到哪一家，妙趣横生的表
演，直叫人拍手叫绝。 尽管听
不懂内容，要的只是热闹的气
氛，听着小调的旋律，我们在
人群中欢蹦乱跳，直到玩旱船
的离开才不情愿地打着快熄
灭的灯笼回家！

玩旱船是光山春节时特有
的习俗，为了本土的文化发展，

我们要传承和发扬。

地 方 名 片

黄国故城风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