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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宵节流光溢彩。元宵之夜，人间张灯结
彩，天上明月高悬。红灯笼喜庆吉祥，霓虹灯
光影绚烂。人们赏灯、猜谜、吃元宵、耍龙灯、舞
狮子、踩高跷、划旱船、扭秧歌、敲锣打鼓。

元宵节团圆美满。正月十五是一年中第
一个月圆之夜，是一元复始、大地回春的夜
晚.元宵又叫“汤团”或“汤圆”，这些名称与

“团圆”字音相近，取团圆之意，象征和睦幸
福、团团圆圆。兔年的元宵节来之不易，“疫”
后的人们更加懂得团圆的可贵，更加珍惜幸
福的生活。在这个美好的夜晚，我衷心地祝
愿千家万户在月亮圆、灯笼圆、元宵圆的同
时，欢聚一堂，亲情、爱情、友情，情情真挚；文
功、武功、学功，功功圆满。

元宵节的故事凄美动人。据说汉文帝登
基后每年正月十五日之夜都微服出宫，以示与
民同乐，整个都城，灯火辉煌，欢声鼎沸；相传
汉武帝有个宠臣名叫东方朔，为了救一个名叫

“元宵”的宫女，设计让汉武帝传谕臣民一起在
正月十五晚上挂灯，满城燃鞭炮、放烟花，温

馨祥和，歌舞升平。宫女“元宵”也在这个晚
上和前来观灯的家人得以团聚。文人墨客为
之赋诗，洛阳纸贵。官民同乐，亲人团聚，皎
月如银，美梦成真。今夜很美，令人陶醉。

元宵节的词语充满诗意。宋代大文豪欧
阳修《生查子·元夕》“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
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脍炙人口，精
美雅致；辛弃疾的同题词《青玉案》“东风夜放
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众里寻他千百
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词坛
独步，文苑经典。诗意的诗人，以饱含诗意的
作品，催生出诗意的节日。

元宵节让人充满期盼。“海上生明月，天
涯共此时”“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山川异
域，风月同天”“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
两乡”。共赏一轮圆月，竟然是沧海相隔；身在
海外，依恋故土，思乡情切，一片归心。元宵节
日，在海外华人的聚居区也年年欢庆不衰。

元宵节和顺致祥。疫情防控措施的优
化，迎来了万人空巷的喜庆场面。过去的一

年是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
年。这一年，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擘画了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中国式现代
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
吹响了奋进新征程的时代号角；这一年，我国
继续保持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经济稳
健发展，全年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20万亿元；
这一年，面对全球粮食危机，我国粮食生产实
现“十九连丰”，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牢了；这
一年，我们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
持科学精准防控，因时因势优化调整防控措
施，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全国人民欢欢喜喜
过大年、欢庆元宵。

春节昭示着大地回春，元宵节呈现着万
象更新。玉兔呈祥，新时代、新征程催人奋
进；蓝图绘就，新使命、新作为再铸辉煌！兔
年元宵节的元宵分外香甜圆润，兔年元宵节
的月亮分外团圆明亮，兔年元宵节的灯火分
外溢彩流光！我们伟大的祖国，必将欣欣向
荣、蒸蒸日上！

元宵节漫谈
□许华凌

卜算子·新年寄怀（外一）

□马占山

车马兴登高，薄暮迟迟了。
灿烂云霞共我留，一襟余晖照。

书剑阁中闲，往事何凭吊。
独效苍松百丈身，只与青山老。

癸卯元宵

盼得元宵约众君，断谜赏舞暖风熏。
烟花直抵紫微阙，金鼓捶开块垒云。
且喜蟾光圆一夜，又期时表慢三分。
但求百病今游了，如意年年与我闻。

春节
□王碧君

岁杪临初雪，清尘扫浊波。
阳回千鼓动，律起众声和。
镜里光阴短，庭中喜气多。
天涯牵此刻，老酒醉当歌。

年到福到（外一）

□吕香梅

旺气腾腾上九霄，梵香袅袅接乾烧。
一元复始启祥瑞，万象更新醉玉箫。
四海欢歌呈锦绣，神州笑语荡春潮。
山河天地增年岁，福禄双星照舜尧。

元宵夜

三五团圆冰魄满，银花火树赛天河。
腾龙舞凤展豪气，打鼓敲锣唱凯歌。
渡巷走桥游百病，消灾祈福拜嫦娥。
欢声笑语连成海，瑞彩祥光喜乐多。

鹧鸪天·闹元宵
□闫晋文

爆竹升腾月色柔，银花火树
盏如流。秧歌场上翩翩舞，剧幕
台前款款收。

花鼓响，彩车游，灯妍霓幻夜
无休。欢天喜地元宵闹，画满街
头诗满楼。

摊破南乡子·咏朔州华灯
□卜兰如

皓月斗星明，华灯夜、火树斜
横。结伴趋步春色享，叫人留恋，
惹人陶醉，处处怡情。

乡邑共欢声，人塞道、车马争
鸣。轻歌曼舞烟花里，满街紫气，
流光溢彩，直捣天庭。

喜迎新春
□闫关山

寅归欣卯岁，举国庆团圆。
纳福财源旺，祈祥喜事连。
千家开绮席，满座享华筵。
爆炸声声脆，神州处处妍。

梦扬州·新春灯火
□李桃

至年终。喜瘴氛消尽，街市
新容。用意饰装，处处华灯霓
虹。粲然明媚倾城秀，顾盼间，和
乐融融。烟花簇，辉煌霄汉，又将
寒浅春浓。

身外人围几重。正鼓乐声
声，舞凤游龙。快意恣游，不论阿
翁孩童。九天皓月多情是，玉兔
翩，姿韵玲珑。欣此际，和风拂
面，欢动苍穹。

时光荏苒，如白驹过隙。转眼，春节的序
幕已悄然拉开。去美特好超市看到琳琅满目
的年货，不经意间思绪跳回了童年。

春节是我国古老的传统节日，也是一年
当中最重要的节日。小时候过春节是非常讲
究的，老规矩、老理儿也特别多。

在民间，传统意义上的春节是从腊月二
十三到正月十五。腊月二十三是民间传统的

“小年儿”。这一天家家户户都要“祭灶”。据
老人们讲：“祭灶”是人们为了让灶王爷在玉
皇大帝面前美言几句，给家里带来幸福吉祥，
保佑一家平安健康，所以要给灶王爷吃糖瓜
儿，灶王爷吃了糖瓜儿就能上天言好事，下界
降吉祥了。

腊月二十四“扫房子”。每到腊月二十四
家家户户打扫卫生、拆洗被褥、刷锅洗碗、清
扫房屋、庭院，到处洋溢着欢欢喜喜搞卫生、
干干净净迎新春的气氛，腊月二十四有的地
方也叫“扫尘日”，人们借“尘”与“陈”谐音表
达除陈、除旧之意，也是想把一切晦气、穷运
统统扫地出门，寄托人们辞旧迎新的愿望和
迎喜接福的祈求。“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

八就是年……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蒸花
馍；三十晚上熬一宿。”我儿时对于年的认知
是来源于这首童谣，歌谣中基本说的都是吃
的，所以对于 50 后的我来说，小时候的过年
才是最期盼、最香甜、最令人回味的。

我生长在山西朔州城区东南乡，我家隔
壁有一个供销社。每到腊月，这里像集会一
样，摩肩接踵采购年货。母亲平时舍不得买
的东西，在腊月里，她都会“奢侈”一把，把年
货统统买回家，但只能等大年初一时才让我
们放开肚皮吃。所以，那时候我对年的期盼
就是穿新衣，吃美食。

大年初一，我通常是不睡懒觉的，五六点
就起来穿着已经反复试穿过很多次的新衣
服，跑到门口看着遍地红红的鞭炮残渣，闻着
空气中弥漫的鞭炮味儿，手捂着冻得红彤彤
的脸蛋，心里乐开了花儿。那时候的我们很
穷，冬天很冷，日子很苦，但很快乐。

初一到初六都是拜年时间，为了拜年，很
多人不远千里从外地赶回来和亲人团聚，这
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过年情结。过完年，拜完
年，还不算完，还有各种节日，各种庙会，借着

这些个由头，促进亲戚朋友之间的往来，这就
是淳朴的乡土人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越
走越近。三年不上门，是亲也不亲，亲人朋友
之间，如果过年都不联系，那关系就会越来越
疏远了。

我们村里在年前年后，会组织各种文艺
活动，比如踩高跷、划旱船、敲大鼓等等。特
别是正月十五，我们村更热闹，放烟花、点老
杆、转街道，附近乡村人都来看，最后还要唱
上一台朔县大秧歌……

岁月如斯，然赤心如故。直到现在，我依
然怀念玩“摔炮”的情景，依然喜欢闻鞭炮味
儿，可能因为那是记忆中“年的味道”吧！

如今，鞭炮声已不在，家里的零食多到吃
不完，但小时候美食的味道、穿新衣服的快乐
却渐行渐远，怎么也找不回来了，只在过年时
缭绕在脑海中，变成了最美好的回忆。

现在的我还是喜欢过年，小时候过幸福
年，长大后过团圆年，小时候渴望团圆，长大
后渴望幸福。虽然现在的年味儿淡了，但习
俗依然在。这个记忆就像一坛老酒，随着时
间的推移，愈发浓烈而香醇。

记忆中的年味
□胡 铎

癸卯新春
□李必剑

荏苒时光又一轮，履端纳庆总迎新。
高堂喜饪团家宴，客路纷归故里人。
今夜无眠同守岁，明朝立计各修鳞。
千山滴翠阳和动，消尽残寒万象春。

剪纸《福兔迎春》》 李嵋屏李嵋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