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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宵节猜灯谜，已经成了中华民族一项
重要的文化娱乐活动，其中包含着高超的智
慧和浓郁的诗情，也起娱乐身心，亲友之间
沟通感情的健康作用。这种美好的传统延
续至今，不断发展创新，蔚为大观。

古典名著《红楼梦》里多次写到猜谜语，
第十八回贵妃娘娘贾元春元宵节回家省亲，
其中众姐妹和贾宝玉作诗，其实隐喻着他们
未来的命运，是一种人生之谜。而到了第二
十二回，更浓墨重彩地写了“制灯谜贾政悲
谶语”。贾政看了贾家四姐妹写的七言绝句
诗谜，产生了一种家族命运不祥的预感。

这些谜语当然都是曹雪芹代拟的，体现
了非常高超的艺术技巧。比如贾元春写的

“爆竹”诗谜：“能使妖魔胆尽摧，声如束帛气
如雷。一声震得人方恐，回首相看已化灰。”
就是用放爆竹（原始的鞭炮）暗示贾元春晋
封贵妃，轰轰烈烈，最后却卷入朝廷政治斗
争，死于非命，粉身碎骨。

再比如贾探春的“风筝”诗谜：“阶下儿
童仰面时，清明妆点最堪宜。游丝一断浑无
力，莫向东风怨别离。”用断线风筝隐喻贾探
春将来类似王昭君远嫁的命运。这在 1987
版电视剧《红楼梦》里有精彩的演绎。

甚至连贾母这一回也作了一个灯谜：
“猴子身轻站树梢——打一果名”。谜底是
荔枝，谐音“离枝”，也就是“树倒猢狲散”的
寓意，提示着八十回以后的情节：贾母一死，
家族就分崩离析了。小说中还用这个情节
渲染了传统的孝道：贾母这个谜语是让贾政
猜的，而贾政虽然一下子就猜出了是荔枝，
却“故意乱猜别的，罚了许多东西；然后方猜
着，也得了贾母的东西”。而轮到贾政出灯
谜让贾母猜时，贾政却立刻把谜底悄悄告诉
了贾宝玉，让宝玉悄悄告诉贾母，贾母当然
立刻猜对了。贾政立刻奉承：“到底是老太
太，一猜就是。”立刻献上丰富的彩礼。这种

“善意的作弊”不是体现了浓浓的伦理亲情
吗？

元宵节观灯、猜谜、舞龙灯、走旱船等，
都是中华民族积淀了千百年的文化财富。
娱乐之中蕴藏着丰厚的文化、深刻的哲理、
浓郁的诗情、温馨的伦理亲情，让人回味无
穷，在嬉戏娱乐之中促进家庭团结和社会和
谐，同时起到益智和陶冶性情的作用。随着
历史的发展和人民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各
种节庆娱乐活动的文化含量更加多姿多彩
了。比如我们的汉字，就有无穷无尽的魔
力，可以演绎出许多饱含哲理和诗情的字
谜。这里介绍几个，和大家一起过元宵节
吧：

自有一日出头天——（春）
我没有他有，天没有地有——（也）
一家十一口——（吉）
一 边 红 一 边 绿 ；一 边 喜 风 一 边 喜

雨。——（秋）
与人方便——（更）

太阳西边下，月亮东边升——（明）

我这里还弄了点小秘密，你悟出来了
吗？几个字连起来，是：

春也吉秋更明。

祝大家马年“一竺”！
“一竺”？什么意思？这也是两个字谜：
一：人有他就变大。竺：见人就笑。

在中西文化激烈交汇的时代，文明

的碰撞会不断激起缤纷浪花。这不，底

蕴深厚的元宵节与时尚浪漫的情人节在

中国生肖马年的正月十五不期而遇。

说来也巧，中国元宵节与西方情人

节其实有着某些天然机缘的巧合。

中国元宵节本是一个浪漫的节日，

有着古代“情人节”、“定情节”、“姻缘会”

的人文内涵和文化传统。“元宵”的本意

不是食物，而是时间名词时辰的特指。

“元”指“上元”，即新年里的第一个月圆

之日，“一年明月打头圆”，“宵”指夜晚，

所以“元宵”原意专指正月十五的夜晚。

在传统社会中礼制森严，年轻女孩不允

许外出自由活动更不能自行选亲，而按

照民俗元宵节可以结伴出游赏灯。借赏

灯可以自己物色对象，元宵节赏灯给予

了古代年轻男女自由相识的机会，由此，

形成了元宵赏灯约会的传统。正如欧阳

修诗云：“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

柳梢头，人约黄昏后”，正是对元宵的浪

漫描写，辛弃疾也在《青玉案》词中写道：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

灯火阑珊处”，道破的也正是元宵夜青年

男女的美妙心境。古人那种或密笺赴约

定情，或互赠诗帕传情所表达的传统矜

持风俗，极具东方婉约、曼妙、含蓄、内

敛、魅力丰富的纯洁之情，凸显出元宵月

夜的东方色彩。

在古人那里，吃元宵只是元宵节的

极小部分，游庙会、闹社火、逛花灯、猜灯

谜 、放 鞭 炮 ⋯⋯ 可 谓 绚 灿 至 极 丰 富 多

彩。对于闺秀们最勾魂的则是出门，出

门是为了观灯，观灯更为观人，观人是为

传情，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有很多关于

元宵节“定情”、“传情”、“别情”、“一见钟

情”甚至“偷情”的写照。至于元宵节的

起源，只能说是由于源远流长，已无从查

考。而最常见的则有汉武帝在甘泉寺祭

祀燃灯“彻夜不熄”之说和源于佛教故事

之说。

就像所有的民间文化都难以考证准

确的出处，西方情人节也没有史籍的佐

证。但最早的说法也就只能追溯到公元

十五世纪，一说是法国大公在战争中被

俘后，在监禁中给妻子写了无数封情书；

一说是两个同名的古罗马主教圣瓦伦丁

在遇难前给太太写情书的传说，所以情

人节也叫“圣瓦伦丁节”。无论何说其内

涵只是一个关乎爱，关于情，以及浪漫、

鲜花和巧克力的节日。

伴随着中国的开放以及商业的炒作

使情人节在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人中大行

其道。然而由于“情人”这一词汇在中国

的词汇中会得出不同阐释，因此使坚守

传统文化道德观的中国人和恪守民族文

化的学者们难免心有余悸。

必须看到中国当代人的现实物质生

活越来越丰富，而节庆与日常生活的区

别越来越小，从而使节日的独特性与神

圣性日趋淡化。元宵节的许多历史元素

已在今天缓慢消失，恋爱自由早已成为

中国社会的不争事实，诞生并定型于传

统农业文明时代那些丰富繁杂的元宵节

习俗如今已被简化为“吃元宵”的单薄记

忆，而仅仅剩下“吃”，丢掉精神上的厚重

内涵，从而造成今天元宵的主题必然疏

离青年人的精神需求。因此，关注青年

人的需求，去改造、完善、充实元宵节的

形式和内容，充分挖掘整理元宵节所蕴

藏的深厚资源，让元宵节更加具有参与

性，更加具有当代的人文温情和喜庆热

烈的欢乐激情，让古老的节日内容在时

代的新风中回归，进一步拓展传统节日

的文化空间。然而笔者以为其中有一项

不可回避至关重要的是国家应给出一个

法定的空间让人民群众去传承自己的节

日，即元宵节应纳入国家法定假日。

中国的传统节日一般都是综合性

的，缺少突出单项人伦主题的节日。不

可否认诸如情人节一类洋节在这方面填

补了传统节日某些空白，从而迎合了现

代社会各层次民众表达感情的需要，无

疑吸收洋节的积极面可以充实我们的文

化生活。我们有必要向西方学习，但学

习西方并不意味着丢掉和割裂我们的传

统。我们应以宽广的胸怀接纳各种洋

节，也要满怀信心地向世界展示我们节

日的美好，让更多的年轻人热爱我们的

元宵节，当然不排斥年轻人去体验西方

情人节。我们千万不能为了“保护”传统

而让我们的节日风俗在行进的道路上越

走越窄。时代变了，缺少了与时俱进的

脚步，缺少了创新的形式，必然会缺少生

气。元宵节是古老的也应是现代的和时

尚的。

过情人节还是过元宵节，就像是喜欢

吃巧克力还是喜欢吃元宵一样本身无可

厚非，重要的在于过节的人是否知道、了

解、传承了节日的文化内涵，通过过节这

种方式使美好的情感和文化的正能量得

以传递。但有一点必须谨记，这就是只热

衷情人节而忘了自己的元宵节，是可怕

的，也是可悲的。可想，一个对自己的节

日都不爱，对本民族的文化都不自豪的

人，能够对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灿烂文明持

有自信吗？能对博大精深的文化遗产感

到自豪吗？那样决不是追随潮流而是数

典忘祖。要知道在世界范围内，中华文化

一直得到全人类的尊重和羡慕。

近代以降西方文化进入中国不胜枚

举，而中国文化正是在开放包容中不断

增强自信，传统文化在文化自觉中不断

超越自我，传统节日在与洋节的遭遇中

不断调整，不断彰显出中华文化海纳百

川和不同的迷人魅力。

元宵节也好，情人节也好，都不应被

过度商业化和消费化，不能让奢靡的物

欲碾碎精神的圣洁，真正的节日不是物

质的丰盛，而是精神的丰富。我想，如果

过元宵节能读读那些唐诗宋词，过情人

节能读读阿根科特留下的那六十首情诗

的话，也许会让巧克力的甜美和玫瑰花

的 芬 芳 使 我 们 的 元 宵 节 更 加 醉 人 和

多彩。

题图 沈阳市在元宵佳节到来之

际，举办“盛京灯会”、冰雪节等 50 多项活

动丰富市民节庆生活。本次灯展大部分

采用节能光源，并采用了很多去年使用

的材料、设备，虽节俭却具有浓郁的地方

特色和冰雪魅力。图为盛京灯会主会场

——沈阳棋盘山的各色彩灯和冰雕雪雕

吸引了闹元宵的市民。本报记者 孙潜

彤 通讯员 王勇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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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味道的这首《正月十五日夜》，用
短短 40 字描写出唐都长安城里元宵夜
灯月辉映、游人如织、热闹绮丽的元宵盛
景，表达了时人在这个节日里普遍产生
的特殊情感。

苏味道的这首诗只是唐朝诸多元
宵诗中的一首。唐朝不少文人士子如
孙 逖 、 卢 照 邻 、 白 居 易 、 王 维 、 张
说 、 李 商 隐 、 郭 利 贞 、 崔 知 贤 、 崔
液、李隆基等都写过摇荡心旌的元宵
节诗篇。这既与唐朝是诗的国度、人
们习惯用诗言志写景有关，也与唐朝
元宵节空前繁荣有关。难道不是吗？
动人的景色、美丽的心情总是让人产
生创作的热情与灵感！

毋庸置疑，唐朝是元宵节自汉魏形
成以来获得重大发展的历史时期，尽管
这时它还没有“元宵节”的专名，时人更
喜欢将这个时在正月十五的节日叫作上
元节或者径直称为“正月十五”。

在唐朝，人们过元宵节拥有十分难
得的时间自由和空间自由。这不仅因为
它有史以来第一次获得了法定假日的身
份，人们可以享受 1 天的假期；更重要的
是节日期间取消了正常的宵禁制度，成

为苏味道诗中所说的“金吾不禁夜”。因
为城防安全需要，唐朝实行严格的宵禁
制度。每天傍晚时分都要关闭城门和坊
市门，凌晨五点左右再开启，关门时要擂
响六百下“闭门鼓”，开门时擂响四百下

“开门鼓”。根据法律规定，“闭门鼓”停
敲之后、“开门鼓”敲响之前无故不能在
大街行走，否则就是“犯夜”，要受到笞打
二十的惩罚。但元宵节期间，特许打开

“坊市门”，任人通行，所谓“重城自不
掩”，所谓“今夜启城闉”。因为难得，所
以珍贵；因为珍贵，所以不能错过。于
是，享受着时间自由和空间自由的唐朝
人，在元宵节期间从事着张灯结彩、踏歌
夜游等诸多活动，用他们自己的身体、自
己的行动和曼妙的灯光月影来填充这块
自由的时间和空间。

当时还有唐玄宗游历西凉州的传
说，《明皇杂录》记载：“正月望夜，上与叶
法善游西凉州，烛灯十数里，俄顷还而楼
下之歌舞未终。”可以说，在唐朝，元宵节
是不分男女、不分老幼、不分阶层、不分
城乡的全民共享的欢乐。唐朝的元宵节
是繁荣安定、富裕开放的国度里绽放的、
凝结着自由精神的绚烂花朵。

时光荏苒，唐朝已逝千年，元宵节
也在不断的王朝易代、社会变迁中发生
着种种变化，郭利贞眼中“倾城出宝骑，
匝路转香车”、“更逢清管发，处处落梅
花”的风景早已成为陈年往事，但元宵
节在我们当下人的生活中仍然占据着
非常重要的地位。

赏灯依然是今天元宵节的重要习俗
活动，如果说唐代的灯主要是火光灯，那
么现在的灯主要就是电光灯。夜幕降
临，万灯齐燃，置身于摇曳不定的灯的光
影之中，颇有人在仙境之感。

燃放烟火也是元宵节活动的重头戏，
随着科技的发展，烟花制作愈精愈奇，千
姿百态，无所不有。但有的地方还保留着
传统的土烟火，这些烟火虽然看来“土”，
玩起来却动人心魂，比如晋中地区的“架
火”，用十三张大方桌，叠垒起来，高约四
五丈，用八条大绳牵拴。方桌装饰成亭台
楼阁，内布各种景观，多为戏文片断。每
层外悬三十六颗特制的大爆竹，共四百颗
左右，八条大绳，也均以花炮装饰。整个
造型，如十三级宝塔，称为主火。主火周
围，又有许多小玩意儿，与主火用火药捻
相连。整个架火点燃后，主火辉煌璀璨，
四周爆竹声隆，十分壮观。

俗话说：“正月十五闹元宵。”一个
“闹”字，恰当地点明了元宵节的喧哗和
欢乐。张灯赏灯是闹，燃放观看烟火也
是闹，但最能表现元宵节“闹”的特点的，
还是社火的盛大演出，有地方叫“闹红
火”。在锣鼓铙钹的喧闹声中，龙灯耍了
起来，狮子舞了起来，高跷踩了起来，旱
船跑了起来，打花棍的，扭秧歌的，骑竹
马的，赶黑驴的，无不用他们特有的形式
表达着喜悦之情和祝福之意。

在山东淄博周村，有种叫芯子的民
间艺术形式，格外引人注目。据说芯子
的发明是聪明的周村人从高跷和蜡烛人从高跷和蜡烛

灯台中得到的启发。根据演员的多少，
“芯子”分为单人芯子，双人芯子、三人
芯子、多人芯子等，“踩芯子”的演员要
宽衣博带，浓妆艳抹，打扮成不同的戏
剧人物，如梁山伯与祝英台、张生与崔
莺莺、许仙与白娘子等。他们被绑缚在
高高的铁杆之上，和着锣鼓的节奏悬空
表演。演员通常是精心挑选出来的五
岁至十一岁的孩子。他们既要扮相俊
秀，又要形体轻巧，还得有一站就是几
个小时的吃苦耐劳精神。芯子的抬轿
是民间工匠精心设计制造的木质框架，
以规模及剧情不同彩饰成亭台楼阁、石
桥彩虹、山川、云端或花卉等，精雕细
刻，造型优美。在周村，“芯子”一出动
常常是一连十几台，凌空而来，飘然而
去，把惊险和欢乐带给人们。人们也总
是欢呼着，赞叹着，兴高采烈地跟随演
出队伍走出好远好远。

当然，元宵节期间，人们还忘不了吃
元宵，虽然现在生活富裕，只要想吃天天
都可以吃到，但元宵节的元宵还是有着
非比寻常的象征意义，平时的元宵不过
只为了满足口腹之欲，元宵节的元宵却
象征着全家人和睦幸福团团圆圆，生活
事业吉祥如意圆圆满满事业吉祥如意圆圆满满。。

小 灯 谜

真 趣 味
□ 梁归智

人 约 元 宵 夜人 约 元 宵 夜
□□ 罗罗 杨杨

灯月两交辉
□ 张 勃

灯月两交辉
□ 张 勃

过情人节还是过元宵节过情人节还是过元宵节，，

就像是喜欢吃巧克力还是喜就像是喜欢吃巧克力还是喜

欢吃元宵一样本身无可厚非欢吃元宵一样本身无可厚非，，

重要是通过过节这种方式使重要是通过过节这种方式使

美好的情感和文化的正能量美好的情感和文化的正能量

得以传递得以传递。。但须谨记但须谨记，，只热衷只热衷

情人节而忘了自己的元宵节情人节而忘了自己的元宵节，，

是可怕的是可怕的，，也是可悲的也是可悲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