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月十五闹元宵，重在“闹”，热闹，
热热闹闹。我小的时候，那个闹元宵，
真正体会到了“闹”，热闹、打闹、大闹。

经过一年的忙碌，人们进入了一年
中最放松的时候。一张一弛是文武之
道，人，总得有放松的时候。一年绷紧
的神经也在元宵节的“闹”里，得到完全
地放松，以备来年再战。古人是很讲究
休养生息的。

元宵节是三天，十四、十五、十六，
为什么定了三天？估计一天是不够闹
的！闹元宵各地风俗不一样，我们那里
的闹元宵主要是混玩意儿。玩意儿就
是一队人打扮成戏里的人物，穿上戏
装，浓墨重彩，在街道中间扭，看客们在
街道两旁围着看、跟着看，没有明显的
分界线，这就叫混玩意，演员和看客是
混在一起的。

这玩意儿一队和一队是不一样的，
有高跷、挠搁、舞龙灯、大头人、花车
等。高跷是人踩在高高的木棒上扭，足
有两米高。这是个技术活，难度很大，
一般人闹不了。挠搁是大人腰上缠个
高过头顶的铁架子，把小孩子绑在铁架
上面扭，有时还得翻跟头，这个有风险，
一般是爸爸扛着自己的孩子，打仗父子
兵嘛。用别人扛自己的孩子，家长不放
心。舞龙灯估计全国都有，就是四个人
扮一个狮子，前面一个人扛着一个纸糊
的龙灯，在“齐不隆咚恰咚恰”的锣鼓声
中引逗狮子追赶。大头人就是人戴着一

个大大的假头，一般是十几岁的孩子扮
演。假头的画像是猪八戒、大头娃娃、沙
僧等。花车比较普遍了，几个人推一个
花车扭，后面跟一堆人扭。这扮相就丰
富了，有孙悟空，有媒婆……其中的邋遢
老婆，裤子还半吊着，引得人们哈哈笑。
最多的应该是美女，打扮得花枝招展，涂
着大红脸蛋，头上插满花，随着音乐，重
复着四步扭，也就是秧歌步。

正月十五闹元宵，基本上就一个音
乐，再配上“咚恰，咚咚恰，咚恰咚恰咚

咚恰”的伴奏。简单的就是最经典的。
就这一个音乐，一个伴奏，就已经红火
翻了。

闹元宵主要体现在“闹”上，演员的
无厘头表演，比如媒婆的扮相，脸上点
一个黑痦子，表情木讷，动作夸张地扭；
邋遢老婆一般由男人们扮演，常常是扭
着扭着就把裤子掉了，也有看客故意给
脱掉裤子；花车的肆意摇摆，甩烂了花
车。体现的不是表演，而是闹意！观众
的热情起哄，随意和演员扭在一起，揪

掉老爷爷扮相的胡子，揭开大头人的假
面具，表现得是随心所欲。

就这样尽情地释放，释放着人性的
另一面。平时庄重惯了，戴的面具久
了，只有在元宵节这几天，人们才能假
扮闹元宵，释放本性。这也是古人释放
压力的一种方法吧。

闹元宵体现在演员的闹上，混玩意
儿则体现在看客的混上。看客和演员
是混在一起的，挤在一起的，不用看台，
人挤人才是最热闹的。这人挤人不仅
是挤出了热闹，还挤出了人情。互相挤
得紧紧的，感受着人与人之间的亲密，
感受着人与人之间的温暖。那种挤在
一起，混在一起，体现着人与人之间的
无间亲密，是平时不能够的。

那时的闹元宵是锣鼓喧天，是鞭炮
齐鸣，是人挤人地混，是肆无忌惮地
闹。这种传承的民间艺术，体现出古人
的智慧，他们用元宵节三天的时间，彻
底释放了一年的压力。在这一刻，人之
间没有尊卑，没有高低，大家混在一起，
众生平等。

正月十五闹元宵，还有一个重要的
“闹”是观灯。观灯是在混玩意儿之
后。演员散去，人们意犹未尽，会三三
两两相跟着去观灯。观灯的时候，已经
没有锣鼓喧天了。人们可以在闹之后
平复一下激动的心情，要不晚上会睡不
着。灯，有很多文化内涵，不仅观赏了
白菜灯、柿子灯等花灯的造型美，还能
观赏转转灯里的《西厢记》等故事。

如果说混玩意儿表现了动的一面，
那么，观灯就表现了静的一面；如果说
混玩意表现了接地气的一面，那么，观
灯则体现了文化的一面。这一动一静
的正月十五闹元宵，包含了多少古人的
智慧啊。

正月十五闹元宵正月十五闹元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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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过得真快，离开故乡朔州城不
觉已经五十多年了。平时虽说感觉不
到什么，可是每当春节来临时，我的心
中就一遍又一遍地呼唤着我的故乡，旺
火和老杆就会一次又一次地浮现在我
的眼前。

火药是中华文明古国的四大发明之
一，焰火表演是中华民族节日的重要欢
庆形式，是华夏文化传统传承的重要民
俗载体，有着悠久的历史，承载着千千万
万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拿我们朔
州历史悠久的焰火年俗——旺火和老杆
来说，至少也有几百年的历史，说它是非
物质文化遗产一点儿也不过分。

虽说我已年过古稀，过年再也不像
孩童般那样急切和欣喜，但时不时也会
激起阵阵涟漪，儿时过年时的情景仍然
历历在目，年关时节也禁不住会品尝回
味，有时也还会莫名地打动自己。随着

时光的流逝，许多往事已经模糊了我们
的记忆，但故乡载歌载舞锣鼓喧天的年
俗，特别是旺火和烟火老杆仍然深深地
印在我们这一辈人的心底。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后期，春节
过后，家乡的年俗社火活动则转为以单
位为主，尤以正月十四、十五和十六三
天为盛。当时主要由乡村和工商企业
为主组织。大概过了初三，什么秧歌
队、高跷队、旱船队就开始排练，耍龙舞
狮的便开始糊补狮子和长龙。当时我
们村大队部锣鼓喧天热闹非凡，引得我
们小孩子里三层外三层地围观看热闹。

记得那时元宵节社火活动除了旺
火和点老杆外，还有：猜灯谜、观花灯、
耍狮舞龙、踩高跷摇旱船、扭秧歌唱大
戏……每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节庆活
动便拉开了序幕。那时由于文化活动
比较贫乏，就连离城十几里甚至几十里

的农村人也早早就进了城，他们有的住
在了亲戚家，有的大半天四处游荡。傍
晚，随着临街各单位门前旺火的燃起，
无论走到哪里都可以看到流光溢彩的
灯笼和吐着红红火舌的旺火，满天的烟
火和震耳欲聋的爆竹声此起彼伏热闹
非凡。有着不同特色的锣鼓喧天的社火
队伍一个接着一个地入城，他们除了边
游行边表演外，还依次给临街的单位和
商铺拜年。我们小孩则或前或后紧紧地
跟随着队伍，故乡的四大街八小巷要足
足绕行几个时辰。那时每个单位都要给
表演结束的队伍发红包，一是表达对社
火组织者的感谢，二是图一个红红火火
大吉大利。随着阵阵锣鼓声和人们的欢
呼声的骤然升级，人流开始向北街操场
的老杆那儿涌去，说是人山人海一点也
不过分，说是人头攒动也是恰如其分。

每当午夜时分，社火活动逐渐进入

最高潮。随着第一层老杆的燃起，一阵
紧一阵的锣鼓声又响了起来，舞龙耍狮
的队伍围绕着老杆正三圈反三圈地来
回旋转，老杆烟花也逐层点燃节节高
升。只见十几米高十几层多的老杆层
层相通万炮齐发妙不可言，映入人们眼
帘的是层层巧夺天工的烟火效果和各
层的异样和不同，震耳欲聋的猛烈的焰
火声和直冲苍穹的火光如闪电雷鸣，令
人心潮澎湃群情振奋。最后焰火直冲
象征风调雨顺预示畜肥年丰的斗子，此
时燃放的爆竹声已经响彻了云霄，点亮
了整个故乡的夜空。真的是：三打金蛋
炮打灯，猴子尿尿满天星，层层喷火天
地红，斗子开花兆年丰……

如今我已七十挂零，家乡的年庆社火
也早已花样翻新。除了传统的项目外，还
新增了花车巡游、威风锣鼓、文艺汇演等
等；还有雪地和冰上项目近年来也是层出
不穷，吸引了大量年轻人和外地游客的
心。但是，唯有旺火和老杆仍然让我情有
独钟，仍然萦绕在我的梦中。期待今年元
宵节期间能够再看到旺火和老杆的身影；
也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我能再身临其境，再
一次观看故乡魂牵梦绕的社火活动，圆我
六十多年的儿时梦。

故乡的旺火和老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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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噼噼啪啪的爆竹声中，人们迎来

了崭新的一年，伴随着声声祝福的贺年
气氛，又一个盛大的节日奔腾而来。这
个节日就是元宵节。泛而言之，元宵节
是整个年节的一部分，属于年俗文化的
范畴；分而言之，元宵节又是一个特色
鲜明的独立节日，是一年中最为热闹红
火的节日。

就全国来说，元宵节的内容是极其
丰富多彩的，其中不乏很多共性的元
素，但也不乏同中有异、特色鲜明的个
性。朔州也是这样，同样具有自己的独
特的文化内涵。

元宵节的正日子是农历的正月十
五，这一天也叫上元，因此，元宵节也叫
上元节。元宵节的“元”当然指的是上
元，也就是正月十五；“宵”指的是晚上，
是一个以夜间活动为特色的节日，而夜
间的节俗活动主要是挂灯和观灯，所以
元宵节也叫灯节或灯夕节。

有关元宵节的由来和传说，多达十
几种。其中一说是：汉文帝刘恒登基
后，为了庆祝消灭诸吕、恢复刘姓执政
而将正月十五定为元宵节的。刘恒是
汉高祖刘邦的次子，他当了皇帝以后，
深感创造太平盛世的不易，就把平息诸
吕之乱的正月十五定为庆祝节日。这
一夜京城不实行宵禁，百姓可以自由上
街观灯游玩。汉民族从此开了欢度元
宵节的先河。

朔州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过元宵节
的，虽未见确切的文字记载，但早在汉高
祖三年（前204），代国被韩信歼灭后，朔
州地区就归属了刘邦。大胆一点推断，
朔州人过元宵节或许不会晚于西汉吧，
当然，即使有也不过是个雏形而已。

新中国成立后，朔县的元宵节从正
月十四开始，到十六结束，历时三天。
三天当中，锣鼓欢腾、旺气冲天，人山灯
海、喜庆祥和。

二
正月十五挂红灯。花灯是元宵节

最为突出的景观，也是最能概括这个节
日的活动风貌，而其余的灯市、观灯以及
社火百戏等节俗活动，都是直接或间接
由此发展引申出来的。花灯经过两千多
年的传承，展现了一个从独立到组合、从
静止到活动、从单纯到装饰的过程。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朔县的机
关、学校、医院、工厂和商店等基本上都
聚集在县城里，也就是人们如今喜欢叫
的朔州老城。老城并不大，基本呈正方
形，周长 3678 米，面积近一平方公里。
每当元宵节期间，四大街上，有单位或
企业的街道上，都挂上了大红灯笼或者
是做工精细的宫灯，无不喜气洋洋。

记得是七十年代，老城的四大街
上，除去单位、企业和商店外，还有不少
居民住宅，都是清代和民国时期的建
筑，高门大院随处可见。元宵节前夕，
这些住宅的主人纷纷在自家的大门前、
窗户前挂上了大小不一的各式各样的
灯笼，比如白菜灯、南瓜灯、西瓜灯、玉
米灯、葵花灯、金鱼灯、大雁灯等各家自
制的灯笼，色彩鲜艳、活灵活现，和沿街
单位大门的大红灯笼共同构成了灯的
海洋。

到了八十年代中期，老城依旧是朔
县元宵节期间最红火的地方。记忆最
深的是北门口的玛钢厂、南门口的酒厂
和工具厂，届时都会搭起六七米高的钢
结构过街彩门，到了夜晚火红气派，亮
如白昼。这个时期正是改革开放取得
丰硕成果的时候，朔县人也初步告别了
贫穷，丰衣足食的同时也开始了注重精
神生活，不少人家的大门和窗户上，春
节前就挂上了大红灯笼，为的就是迎新
春、闹元宵。

1989年朔州市成立，朔县改为朔城
区，成为朔州市政府所在地。新千年以
后，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花
灯的品种和式样有了前所未有的创新，
尤其是LED灯问世以来，朔州主干道上
的花灯一年一个样地变化着。今年是
2024年，农历甲辰年，龙年。早在年前，
开发路、张辽路、马邑路、鄯阳街、古北
街、市府街、民福街、振华街、安泰街等

道路的两侧都挂满了五彩缤纷的花灯，
到了夜晚与沿街两侧高楼大厦的亮化
彩灯、居民楼窗台前的花灯一起交相辉
映，犹如进入了电视剧《西游记》中东海
龙王的宫殿一样美不胜收，心旷神怡。

在机械化、电气化高速发展的今
天，花灯的制作以及举办各类灯展已经
不再是难事了，举凡自然界及社会所有
的能够运动的东西，花灯大都可以模
拟。以后若干年，花灯会是一个什么样
子，简直无法想象。不过有一点是可以
肯定的，元宵节的花灯不仅不会消亡，
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会更加绚丽多
姿。这是因为，花灯不仅为元宵节增加
了浓厚的节日气氛，而且为广大市民送
来了赏心悦目的美的享受。由此可以
说，花灯点亮了人们的心灯，照亮了人
们的前程。正月十五赏花灯，为的就是
有一个美好的明天。

三
正月十五闹元宵。一个“闹”字就

把元宵节的所有活动表达得一览无余
了。然而，这个闹可不是瞎闹，朔州人
是极其讲究的。

闹元宵，有的地方叫闹社火。社
火，是我国民间一种传统的庆典狂欢活
动，它包括扎高跷、跑旱船、舞龙灯、耍
狮子、扭秧歌等多种表演形式。社火的
起源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的祭祀活动，
随着时代的变迁，形式和内容也发生了
相应的变化。如今的社火，已经不再仅
仅是对“神”的崇拜，而是演变成了一种
文明健康的文化娱乐活动。

朔县人不说闹社火，喜欢说闹元
宵，或者干脆直白地说闹十五。在我的
记忆中，上个世纪七十至九十年代，朔
县人的“十五”就闹得热烈而奔放。每
年的正月十四或十五上午，县委大楼门
前早早地摆了一溜条桌，上铺着崭新的
龙凤呈祥毛线毯子，形成一个小小的观
礼台。大约九点的时候，县委和县政府
的领导们也早早来到观礼台前，开始检
阅全县各地的文艺队伍。整整一个上
午，台前的领导春风拂面、兴致高昂，观

看的群众人山人海、喜气洋洋，受阅的
文艺队伍意气风发、豪情万丈。好一幅
普天同庆、官民同乐的画图！

朔县的踢鼓秧歌闻名晋蒙两地，分
大场子和小场子两种。大场子一般不
少于 16人，多的可达 64人或更多。元
宵节期间，从城镇到农村，到处都有踢
鼓秧歌队，有时一个村子竟能组织起四
五支踢鼓秧歌队，当然是小场子的那一
种。踢鼓秧歌的音乐以锣、鼓、镲为主，
配以唢呐、长号，曲牌有《大小得胜》《将
军令》等。为了把精彩的表演献给市
民，各个村庄的踢鼓秧歌往往是在腊月
里就开始训练了。

在朔县，西街的狮子东关的龙是很
有名气的，说的是过去西街大队的狮子
耍得好，东关大队的龙灯舞得好。这并
不是说其他的地方不能搞这两种玩意
儿，而是说西街的狮子和东关的龙灯有
生气、有威风、有声势，表演技艺高人一
筹，其实何止是一筹？对此我在年俗文
章里有过专门描述，不再赘述。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元宵节期间，
朔县工业系统、二轻系统、商业系统、文
教系统等部门都有文艺队，比如高跷队、
旱船队、大头娃娃队、扭秧歌队等，都给
市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八十年代中期，工矿企业实行了利
润包干制，效益好的企业在元宵节活动
中，便摆脱了主管部门的束缚，另开炉
灶，成立自己的文艺队，有大卡车的工
矿企业开始自己做彩车，有实力的企业
还雇佣了戏曲演员和歌舞演员在彩车
上进行表演；还有的企业不仅做彩车，
还成立高跷队，彩车开道、高跷压阵的
场面实在是威风。

此外，在朔州的元宵节期间，至今
还保留着八音会、大秧歌戏剧、猜谜语、
书画展览等活动，极大地满足了市民的
不同需求和审美情趣。

朔州市成立以后，朔城区的城市建
设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城市框架拉翻了
十几倍，元宵节期间，人流虽说没有当
年朔县老城那样拥挤堵塞了，但依旧人
山人海，尤其是鄯阳街、开发路等部分
路段。有道是“红火不过个人看人”，

“闹元宵”活动的长盛不衰，不仅传承和
繁荣了朔州的文艺事业，而且紧紧地把
城乡的男女老少“闹”到了大街上，“闹”
得他们流连忘返、心花怒放。由此可以
说，闹元宵“闹”的就是个“精气神”，唯
有如此，社会才能进步，事业才能丰收。

朔州元宵节的习俗及其文化内涵（上）

●●陈永胜

蹭、蹭、蹭 ……
我听到了春天的脚步声。
她是那样的身手矫捷，
她是那样的步伐轻盈。
大雁飞回来了，
冰雪开始消融。
杨柳开始发芽，

松涛随风涌动。
鸟儿啁啾，
细雨濛濛……
伴随着这春的脚步声，
去鸣奏美的乐曲；
伴随着这春的脚步声，
去踏上新的征程。

春天的脚步声春天的脚步声
●●韩支民韩支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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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华夏民族的精神图腾
纳日月精华
饮天地甘霖
行云布雨
润泽万物，济芸芸众生
踏四海波涛

驭五岳清风
腾云驾雾遨苍穹
追风逐日大地行
试看今朝神州地
绵绵不绝有传人
龙行四海启新程

龙的传人龙的传人
●●李绣程李绣程

新春诗苑彩虹连，佳作繁花耀眼帘。
细刻精雕呕血沥，含苞怒放润新天。

词二首
●●张 科

浣溪沙·九州灯火红
碧彦金蟾伴兔忙，馨香丹桂献瑞

祥，广寒仙女度春光。
东海奔波千丈浪，巨龙昂首四方

翔，九州灯火正辉煌。

破阵子·迎喜神
绿裤红衫鲜亮，全村老幼激情，劲

旅一支敬神明，古塔一尊斥火灵。祈
福观口行。

北岳凌冰敛影，曹山骋马无垠。
慕六合时邕验应，盼四方天下太平。
笑颜至我心。

古城夜景
●●白碧龙

古城夜放花千树，正好似，落星
斗。长街彩车挤满路。歌声动地，人
山人海，狮子滚绣球。

礼花朵朵冲霄九，欢声笑语藏不
住。国泰民安人幸福，千家万户，人人
小康，兴致共欢舞。

新春随咏
●●李建国

庆元宵
流光溢彩朔州城，扭动秧歌唱大风。
凤舞龙飞山水笑，点燃烟火释民情。

龙年新气象
和风娱韵海，细雨润诗田。
平步层楼望，春光映玉川。

乡 情
●●乔立柱

年关飞雪理银装，打点行囊返故乡。
土语不觉天地远，冬寒倍感腊梅香。
淳风扑面人添喜，岁月留痕鬓染霜。
落叶寻根多少事，临轩把酒话农桑。

秧歌到我家
●●高瑞宇

秧歌到我家，踢鼓伴拉花。
共祝新年月，同结幸运瓜。

诗二首
●●魏友夫

龙春有感
瑞雪纷呈春意浓，银花火树夜长明。
青山绿水风光秀，人寿年丰福气升。
孙子笑恭爷奶好，红包忙送凤龙腾。
今宵难忘歌一曲，祈盼家国天下兴。

元宵观雪
雪舞龙灯分外红，满街乡老笑融融。
春风化雨农家乐，耕有其田事事通。

雪落城中笑
●●刘 谦

飞雪伴春飘，潇洒向天娇。
疑似花簇开，落在城中笑。
笑也不假意，只缘繁华俏。
彩灯银妆舞，老城换新貌。

除夕
●●雷建军

庭院接福呈喜庆，阖家团聚贺新春。
花灯盖地吉祥兆，旺气冲天幸运临。
玉液飘飘歌富路，仙诗漫漫颂黎民。
河开雪化催枝蕊，出水骄龙跃鼎门。

新年新诗新年新诗
●●牛应成牛应成

彭
甫
召

作

把重重叠叠的心事丢弃
让往事全都随风而去
红灯笼高高挂起
红对联艳艳贴起
红火火的日子越过越有味
红彤彤的佳节让人醉

从里到外洒扫若新居
从上到下拾掇好自己
送出祝福的话语

收到虔诚的恭喜
昂扬的精神气
点亮新春无限美

为了这一天的团聚
纵然是奔波千里
纵然是兼程风雨
再苦再累也甜如蜜
一年又一年乐此不疲
传承的薪火生生不息

新春心语
●●刘淑花

马占俊马占俊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