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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NNONG CHENGJI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
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
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
龙舞。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
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
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
阑珊处。”南宋词人辛弃疾的
这阙《青玉案·元夕》可谓家喻
户晓，词中所述元夕即指今
日，正月十五元宵节。

旧时，元宵节除放灯之
外，亦是青年男女萌发爱慕之
情的约会佳期，故辛词中有
“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
珊处”的金句流传千古。而对
日渐忙碌的现代人而言，元宵
则意味着广义上的“过年”已
进入尾声，此夜喧腾之后，与
“过年”相关的一切慵懒、闲适
情绪都将抛诸脑后，改而以饱
满、热情的心态投入到紧张的
工作、学习之中。

吴头楚尾的湘东株洲，因
罗霄山脉之阻隔，至今仍留存
着不少独具地方特色的年俗
活动，其间也包括独有的元宵
之俗。在这个“过年”的尾巴
上，本刊择选了株洲部分区县
别具一格的元宵之俗，为这个
热闹喜庆的吉祥年画上一个
圆满的句号。

提到元宵节，渌口人的脑海里
总 会 不 自 觉 地 浮 现“ 耍 龙 灯 ”“ 吃 元

宵”之类的场景。
小 时 候 ，母 亲 总 会 在 正 月 十 三 的

晚上，将提前将糯米用布袋扎好放在水
桶 里 浸 泡 起 来 。到 正 月 十 四 上 午 ，母 亲 就

拿 出 脚 盆 ，在 上 面 支 起 石 磨 开 始 磨 糯 米 。我
和 妹 妹 也 会 在 旁 边 帮 忙 添 水 、添 糯 米 、推 石

磨……不一会儿，手臂就开始有点酸痛了，我和妹
妹 开 始 打 退 堂 鼓 了 ，准 备 脱 身 而 去 。母 亲 总 会 叫 住
我们，没有“劳动最光荣”“坚持就是胜利”之类的大
道理，母命不可违，我们也只好继续咬牙坚持着。看
着母亲不紧不慢地推着石磨，我们就铆足力气欲加
快 磨 米 速 度 ，母 亲 同 样 止 住 了 我 们 的 行 为 。母 亲 说
磨快了，糯米粉就会粗，粉子粗了，做出的汤圆口感
就不好。长大后，我才从此事慢慢体会到“欲速则不
达”的道理。

三个小时后，我们终于磨完了糯米粉，我和妹妹
长长地吁了口气。母亲便将磨好的糯米粉将布包
好，悬挂在梁上。等到正月十五，糯米包里的水已
沥干，母亲便将糯米粉摊在案板上开始做汤圆。
我和妹妹也在旁边揉捏着各自的创
意汤圆，有

展翅欲飞的小鸟，有活泼可爱的小鸡，还有胖乎乎的熊
猫……望着奇形怪状的汤圆下锅，等到煮熟浮上水面，
母亲告诉我们汤圆熟了，我们便迫不及待地用筷子夹
上自己的作品，再加少许白糖，尝着自己亲手做的汤圆
感觉这是世上最美妙的食物。

每到元宵节，我们总会跑到街市上去看“耍龙灯”。
耍灯人身着黄色对襟衣、灯笼裤，腰扎红色绸带，头裹
黄布，高举龙灯翻江倒海般舞动着,看得我和妹妹频频
叫好。随着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和有节奏的鼓点声,龙灯
上下翻飞,金灿灿的龙灯开始向各家各户飞去，飞过热
闹的街道，飞过高大的楼房，飞进每一个家乡人的心
中。彩龙飞过，留下了一道道五彩斑斓的弧线，为新年
平添一抹幸福的色彩。

参加工作以后，曾见过朱亭镇黄龙桥在元宵节那
天有“抬火龙”的表演。那日晚间，黄龙桥街上，锣鼓喧
天，炮声如雷，二三十壮汉抬着一条长达一百五十米的

“火龙”穿街而过，“火龙”上的彩灯大发光芒，把街道衬
托得更加绚丽多姿。街道两旁站满了熙熙攘攘的观灯
人，众人高声欢呼，热闹非凡。

眨眼过去好多年，回望往昔，在元宵节，一家人开
开心心吃过汤圆，再相约一起去看“耍龙灯”，等到尽兴

再领着孩子归家，又是多么温馨的画面啊！

茶陵元宵节俗漫谈
段立新

“ 大 年 三 十 晌 午 的 肉 ，正 月 十 五 夜 里 的
灯”，这是茶陵城乡妇孺皆知的俗语，意思是说，

茶陵人特别看重吃团年饭与元宵节，吃团年饭的
时候肉食满桌、菜肴丰盛；过元宵节的时候，则家家

户户灯火通明。
类 似 的 记 载 也 出 现 在 嘉 靖 四 年 版《茶 陵 州 志》

中，“（元宵节）城中作灯市……少年朱裳鬼面而戏”，
县城的大街小巷 ，彩灯高挂 ，灯光摇曳 ，赏灯的中老
年人，逛街的小夫妻，穿着红衣服、戴着面具追逐嬉戏
的少年，来往穿梭不断；“乡则聚累百人，人持一灯，绕
遍村落，名曰‘祈丰’”，在乡村，俊男倩女们盛装而出，
大家人手一盏灯笼，汇集成一条灯笼、人流的长龙，在
欢声笑语中，“长龙”绕村而行，直到星月西斜方才散
去。在明代大学士张治的记载中，这是一种古老的祈
丰仪式，在茶陵人口耳相传的叙述中，这叫“游灯”，大
约在 1950 年前后 ，这种古老的祈丰仪式悄然淡出茶
陵人的生活，至今不再出现。

对 茶 陵 潞 水 一 带 的 人 家 而 言 ，元 宵 节 还 有 一
项 独 具 特 色 的 民 俗 ，即 为 打 铁 花 。前 一 年 乔 迁 新
居 的 人 家 ，元 宵 节 时 往 往 会 在 自 家 院 子 里 打 铁
花，以此来消灾禳祸，求取家中人安年丰。打铁

花的是补锅师傅。入夜之后，他们在院子里架
起 炉 子 ，拉 起 风 箱 ，将 一 坩 埚 铁 片 熔 化 成 铁

水 ，然 后 ，用 特 制 的 勺 子 一 勺 一 勺 舀 出
来 ，飞 快 地 倒 在 旁 边 一 个 人 手 中 的 木

板 上 。拿 木 板 的 人 在 铁 水 与 木 板 接
触 的 一 瞬 间 挥 动 双 手 ，将 铁 水 抛

洒 到 空 中 。与 此 同 时 ，铁 水 窜
向 天 空 ，散 开 成 数 不 清 的

火 花 。火 花 四 面 开
放 ，闪 闪 烁

烁 ，带 着 五 彩 亮 光 ，一 道 接 着 一 道 ，将 院 子
里照得一片通明。

遗憾的是，与游灯类似，打铁花如今也悄然淡
出茶陵人的元宵之俗，不过，看重“正月十五夜里的
灯”的习俗依然时行——如果你有兴趣来茶陵过元宵
节，并且在元宵节去走亲访友的话，往往会看到这样的
情景：晚饭之后，窗外不时有人在燃放烟花，烟花冲天而
起，在空中爆裂，“砰砰”作响，响声中，窗外亮光闪闪，空
气中弥漫着一股淡淡的硝烟气味；你造访的人家多半是
门窗大开，楼上楼下，所有的房间都亮着灯……

吃鸡婆饺也是茶陵民间的元宵节俗。鸡婆饺是米
塑 作 品 。做 鸡 婆 饺 用 的 是 煮 熟 的 粳 米 粉 ，外 带 一 把 花
椒 籽 ，一 根 牙 签 。做 成 的 米 塑 作 品 ，一 部 分 是 猪 、牛 、
羊 、鸡 、鸭 、鹅 等 家 禽 家 畜 ，一 部 分 是 园 中 的 瓜 果 菜
蔬 。做 鸡 婆 饺 是 母 亲 们 的 专 利 ，母 亲 们 一 双 巧 手 ，捏
一 捏 ，捏 出 一 行 瓜 果 ；塑 一 塑 ，塑 出 一 排 家 禽 家 畜 。
再 用 牙 签 压 一 压 ，压 出 弯 弯 的 果 沟 ，这 瓜 果 便 成 型
了 ；再 按 上 两 颗 花 椒 籽 ，塑 成 一 对 黑 亮 的 眼 睛 ，这
鸡 、鸭 、牛 、羊 便 可 以 脱 手 了 。母 亲 们 塑 成 的 鸡 婆
饺 ，粗 放 ，朴 拙 ，大 气 ，生 动 ，带 着 鲜 活 的 田 野 气
息，是孩子们的最爱。在孩子们眼里，鸡婆饺是
有灵性的，它们有大小肥瘦的身姿，有俊美丑
恶 的 容 貌 ，有 灵 活 滞 板 的 气 质 。拿 在 手 里 ，
有 比 一 比 评 一 评 的 必 要 。在 比 一 比 评 一
评 的 过 程 中 ，有 人 兴 高 采 烈 ，有 人 一 脸
沮 丧 ，有 人 追 打 抢 夺 ，在 房 间 里 、院
子 里 留 下 混 合 着 欢 笑 、嬉 闹 的 声
音 ，和 着“ 啪 啪 ”作 响 的 鞭 炮
声 、烟 花 燃 放 声 ，组 合 成
茶 陵 城 乡 特 有 的 元
宵风俗画。

编 者 按

炎陵县元宵节闹花灯的习俗由来已久。同
治版《酃县志·户口·风俗》载：“自人日至十五，

作龙灯、竹马、狮戏之类，锣鼓喧闹，歌舞彻宵。”就
是说从正月初七日开始，一直到正月十五日，炎陵

县的民间要制作龙灯、竹马和狮子、旱船之类的游艺
事物，在正月十五元宵节夜晚，舞龙舞狮、跑竹马、走

旱船，又唱又跳，鼓乐喧天，通宵达旦。
现在，元宵节闹花灯这个习俗在炎陵仍然盛行。

每年的元宵节，十都镇、沔渡镇都要举行规模较大的
“ 闹 元 宵 龙 灯 会 ”（简 称“ 闹 花 灯 ”），墟 市 上 家 家 户 户
编扎龙灯 、狮子 、旱船 。这天夜幕降临之际，大家纷纷
抬 着 、举 着 自 家 制 作 的 花 灯 ，聚 集 在 学 校 操 场 ，先 搞
一 个 开 场 仪 式 ，由 村 长 主 持 仪 式 ，村 书 记 发 表 讲 话
（邀 请 了 镇 领 导 或 县 领 导 的 话 ，便 由 镇 、县 领 导 主 持
和讲话），然后龙狮起舞，环绕操场一周，便迤逦走向
街 市 ，在 墟 市 上 环 绕 起 舞 ，龙 狮 龙 灯 队 伍 每 经 过 一
个铺面、人家，户主都要在门口燃放鞭炮迎接，龙灯
便在他们家门口盘旋起舞三圈，以示祝福和感谢。
这时候，新街老墟很快便沉浸在一片锣鼓器乐和
鞭 炮 的 和 鸣 之 中 ，炮 光 闪 烁 ，龙 灯 煜 煜 ，好 一 派
盛世繁华的热闹景象！

不仅县东片的两个客家乡镇舞龙舞狮龙
灯齐舞闹元宵，县城也经常会有这种“闹元

宵”的盛况出现。1993 年 8 月 14 日夜晚，虽
然不是元宵节，却是时任湖南省人民政

府 省 长 陈 邦 柱 在 整 修 炎 帝 陵 以 后 ，
第一次代表全省社会各界公祭炎

帝 陵 的 前 夕 ，全 县 东 、南 、西
三 片 的 民 众 ，编 扎 着 各

式各样的龙灯 、狮
子 、旱

船、腰鼓等等，从县城大操坪聚会整队，在八
点钟正式起舞出发，经西正街到解放路，到文化
路，再转折西向井冈路，一路人欢马叫，歌舞喧阗，
从县政府大门口一直到西门接龙桥头，人山人海，
灯流如河，让省城来到炎陵的客人和全县的百姓，足
足饱享了将近两个小时的眼福、耳福和龙灯大餐。

此后，在 2008 年 10 月，石洲乡举办的首届“竹文化
艺术节”上，石洲老百姓编织的竹架布龙、竹篾龙、竹叶
龙、板凳龙等等龙舞，又让全县的干部群众大饱眼福，这
些“竹龙”有九个人共舞的长龙，有五个人齐舞的小龙，
有三个人灵动的三节龙，还有一个人挥舞的独龙……除
了没有看到十都镇的那种“火星龙”，其他的各色龙行几
乎都在那天的舞台上腾飞起舞了。

而在每年正月初一的那天，一条红色三节布龙、一
只铜头布狮，一组锣鼓铿铿锵锵，在县城的街巷当中，挨
家挨户欢腾起舞，给各家各户、各个单位“拜年送福”，
则又是山城一道抹不掉的风景。

所 以 ，舞 龙 舞 狮 闹 花 灯 ，在 炎 陵 ，已 经 不 仅 仅
是“闹元宵”的专利了，它已经成为了炎陵县的一
种 非 常 具 有 特 色 的 民 间 文 化 传 承 ，是 一 种 值 得
炎 陵 人 世 世 代 代 骄傲和传承的民间艺术。不仅
十都的火星龙名扬全国，十都、沔渡的三节布
龙还是全国少数民族体育竞技大赛的表演金
奖获得项目。

随着灯饰技术的不断发展更新，炎陵
今天的龙灯灯火比起古人的来，已经不
再是单纯的蜡烛、松油之光了，电
灯、电子灯、霓虹灯等等现代灯
光技术已经把元宵夜装扮
得更为五彩斑斓，魔
幻万千了。

炎陵闹花灯，不止元宵
艾当

关于“元宵节”的起源，众说纷纭，有民
间的“开灯祈福”之说，也有汉文帝纪念“平

吕”之说，还有道家的“三元”之说，更有释家的
“燃灯供佛”之说，由来已久，难以考证，而其赏
花灯、吃汤圆、猜灯谜、放烟花、舞灯等习俗已成

为一种重大的传统民俗活动，浸润在中华文明的
脉络里，融入了中华儿女的血液中。

记忆中，家乡醴陵元宵节最重要的习俗就是吃
汤圆。

汤圆虽然好吃，做起来却不太容易。首先要提前
把糯米用清水浸泡好。待其浸泡到一定程度，便要用
石磨连糯米和清水磨成浆。磨好浆后，一般用布块包
着悬挂起来，好让米浆中的清水渗透流出来。等到米
浆晾成半干湿状态，便可以揉搓成团，下锅一煮，便成
了汤圆。

那时的汤圆，虽然只是一团米粉团子，什么馅儿
也没有，顶多加上一勺白砂糖，但白砂糖的沁甜，米
粉团的软糯，让人终身难忘。

前几天，小女儿莫名唱起了“卖汤圆”的儿歌，
母亲突然提起想吃汤圆。我连忙去超市买了一袋，
什么芝麻馅、花生馅的都有。父母妻儿都吃得很
开心，我却再也没能品出儿时的味道。

关于元宵和汤圆，还有这样一个小故事。
话说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成果后，一心想复

辟登基当皇帝，却非常担心老百姓反对。这

天，袁世凯听到街上有元宵的叫卖声，觉得
“元宵”二字谐音“袁消”，对自己不利，便下令
禁止称“元宵”，只能称“汤圆”。但老百姓不买
账，元宵两字并没有因此取缔。由此可见，江山
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

家乡的元宵节另一重大习俗就是“舞灯”，形
式多种多样，有舞花灯的，有舞龙灯的，也有舞狮
灯的。元宵一到，远远就能听到锣鼓唢呐声，由一个
掌“头灯”的人带队，后面跟着耍灯人，再后面跟着
锣鼓唢呐班子。“头灯”必须在当地颇有威望，否则
主家不一定接待。头灯人给主家送上帖子后，耍灯人
便开始自己的表演。主家会往头灯人的篮子里放下
准备好的红包，并点燃鞭炮。一般有鞭炮不停、舞灯
不停的说法。

我常想，无论是吃汤圆，还是舞灯，不管这些节日
是怎么来的，也不管他有哪些习俗，这不仅仅是中华
儿女驱邪避害、消灾祈福、热闹吉庆的精神层面的追
求，更是农耕文明下，古人结社自保、自强不息的必
然产物。在法制不健全、交通不便利的年代，古人以
宗族为纽带来对抗天灾人祸。农忙时，大家辛勤耕
作，养家糊口；农闲时，大家习武健身，以此为乐，
这大概是“庄稼把式”一词的由来吧。因为习武，
便有了舞灯的技术基础，又能在正月这种农闲
时节赚点小钱、以贴补家用，古人的智慧也
就可见一斑了。

远远望见龙灯队伍从村口进来，有几个
娃娃穿梭其中。父亲赶紧进屋，整理衣领袖口，

封了红包，取了烟，放进口袋里，又剪了一挂鞭
炮，到院门肃立恭候。红包是两块钱，烟是两包。好

事成双。
龙灯静静地过了木桥，沿着田埂向院门迤逦而

来。气氛肃穆，似乎有点紧张。就在这时，龙灯队伍前
头的枯草丛中冒出一缕白烟来，鞭炮炸响。父亲也点
燃了鞭炮，扔在李子树下，叭叭响起来。这鞭炮炸开了
主宾脸上的笑容。

带龙灯的灯首，照例是谭家坳的罗某生。罗某生
善 言 词 。用 婆 娘 媳 妇 们 的 话 说 ，宁 愿 相 信 世 界 上 有
鬼 ，也 不 要 相 信 罗 某 生 那 张 寡 嘴 。罗 某 生 喊 一 声 ，给
黄校长拜年啦。耍龙灯的后生们跟着齐喊一声。那声
音就在车溪山谷中荡漾。父亲抱拳作礼，大声回应，
谢 谢 谢 谢 ，给 大 家 拜 年 。那 龙 灯 就 在 鞭 炮 声 中 摇 头
摆 尾 ，进 了 院 子 ，直 入 堂 屋 ，在 天 地 国 亲 师 牌 位 前
转一圈，又回到院子里，拉开架势。顿时锣鼓齐鸣，
长龙翻腾穿梭。

灯 首 罗 某 生 站 在 台 阶 上 ，开 始 了 他 的 拿 手
好 戏 ，喊 赞 ：校 长 教 书 教 得 好 ，教 的 学 生 真 不

少；教出桃李满天下，教出学生分子高；考上
初中考高中，考上大学上北京……父亲是

一 名 小 学 老 师 ，最 好 这 一 补 ，一 边 低 头
作 揖 ，一 边 说 过 奖 啦 过 奖 啦 ，心 里 乐

开了花。
罗 某 生 喊 赞 ，堪 称 乡 里 一
绝。喊起来声音洪亮清晰，神

态眉飞色舞。喊赞的内
容 既 符 合 主 人

身份特征，又夸张有趣。反正不管到谁家，都
喊得主人心花怒放。巧就巧在他不用稿子，张
口就来，一路滔滔，不卡壳的。更令人惊奇的是，
词句工整，还押着韵，就像一篇赋。乡亲们公认罗
某生是个人才，天生一张寡嘴。

等到龙灯套路都结束了，罗某生才停止喊赞。父
亲赶紧奉送红包香烟，点上一挂鞭炮，恭送龙灯出门。
小月光也就加入了那群嬉戏打闹的娃娃中，跟随龙
灯，好捡拾哑火的鞭炮。出了正月十五，就难得见到鞭
炮了。

有一年元宵节，单位来了一拨龙灯。那龙灯队是退
休老干部组成的兴趣小组，灯首曾经和月光先生在一个
办公室共事，是月光先生的上级。于是提前得到消息，
龙灯一定要到月光先生办公室来。当龙灯在单位院子
里热热闹闹的时候，月光先生早早地准备好红包香烟，
立在门边等候，心中忐忑不安。

等院子里消停下来，果然听到上楼的脚步声。
老上级远远地喊，给黄校长拜年啦。月光先生赶紧
奔过去，握了老上级的手，道，你们折煞我啦，给
您拜年。龙灯进了办公室，老上级又喊，祝校长
新 年 行 大 运 ，发 大 财 。月 光 先 生 连 声 道 谢 ，奉
送红包香烟。办公室狭小，龙灯转一圈走了。
月 光 先 生 和 老 上 级 一 边 说 话 ，一 边 下 楼 ，
将龙灯恭送到院子里。

月光先生慢慢回到办公室，有点怅
然若失。龙灯是越来越豪华热闹了，
红包也越来越丰厚了，香烟也越
来越高级了，就是喊赞只剩
下 了 发 财 。就 像 一 剂 中
药，似乎少了一味
什么。

喊赞
月光先生

渌口人的元宵
肖喜林

元宵杂忆
张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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