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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见过制作手工鱼龙花灯的人

那么安静。他们剪烛

让火焰顺从内心的温度

竹篾在上面轻轻地烤，慢慢弯下来

去其坚，取其韧

一只灯的骨架密成。又用

竹丝细卷，金线缝制成

龙鳞，密密匝匝

每一片，又能独自飞翔

这复杂的过程，取法自然，工于精巧

内里衬棉布，外面贴丝绢

图案要一笔一笔地画，像星星

从夜空中一颗一颗地出

像一场雪来，十朵百朵千朵地落

那么多传统的纹样在缠绕中诞生

祥云、宝相、莲花

最美牡丹纹，一枝盛放

一枝含苞，依偎在一盏灯上

如梦初醒

那一夜，我手指夜空

把星星连成自己喜欢的纹样

卷草、缠枝，和如意

他用百年不褪色的

矿石颜料上色，说这样的灯

白昼间有明艳之身

夜晚有璀璨之心

这一夜绽放繁花、灯火和良辰

还有他的双手和匠心

愿守一盏灯
□查干牧仁

雪在路上，我也在路上

路上的红灯笼

是妈妈年轻时候的眼睛

眼睛盛满北风，北风吹落的花朵

在诗人笔下晕染暮色

我无数次动念

雪压枝头，请压住亲人的白发

让她不再苍茫

裹紧怀抱，面对不可抗拒的白

我送出赞扬、喜悦，只为

彼此念及的人，归来

都是青春的模样

回 家
□笑 然

万盏灯火

亮出了千万种心愿

把今宵的激情再次点燃

暖暖的祝福，一声

接着一声，像下锅的汤圆

圆出了——

元宵灯会的千万梦幻

元宵，春宵

节日的灯展，一个个灯谜

一个个谜面

在喧闹声中诵读

忘情的元宵夜，灯影斑斓

多彩灯笼，多重的情感

留下回味无穷的

元宵夜，你祝，我愿的

快乐年

礼花

用一腔热情拜年

点燃，升空，照亮的

不仅仅是夜空

还有那些

装满了祝福的旱船

万种心愿把元宵点燃
□东方惠

小时候，元宵节吃不到元宵是挺寻常的事。

我们那儿是长白山脚下的小山沟，不产糯米，也不出产白糖，过正月十五从县城里买两斤

元宵的，算是经济条件不错的人家。

记得那年正月里，轮到父亲他们小组四人给生产队往县里粮库送公粮。为了在粮库职工

上班之前赶到，有时半夜就得起身，经过排队、验粮、过秤、领票、入库相关环节，当空荡荡的马

车驶出县粮库时，早已过了晌午。父亲他们小组四人连续送公粮一周，当时生产队补助规定：

每人每天送公粮补助三毛钱。与其说是补助，莫不如说是午饭钱。这一周，四人中谁也没有在

城里吃过一次午饭。

这不，明天就是元宵节，马车暂时停在大车店里，父亲他们四人各自去商店里买元宵去

了，父亲一下子买了四斤散装五仁元宵。买完后，父亲和另外三人坐上郭姨父赶着的马车回到

了生产队。

正月十五早上，母亲小心翼翼地把四斤五仁元宵放到锅里煮熟，先给祖父和父亲各盛上热

气腾腾的一大碗，说：“趁热吃了，凉了元宵馅凝上就不鲜了。”祖父边吃边称赞道：“这元宵好

啊！皮儿薄馅儿多，味道正宗，太好吃了！”父亲在一旁不时应和着。

当母亲给我们五个孩子的元宵端上桌子时，那滴溜滚圆的元宵，飘着糯米淡淡的清香，看

得我们垂涎欲滴了。急不可待地用汤勺舀起来就往嘴里送，母亲见状急忙叮嘱：“别急，慢点

儿，别让热汤烫着啊！”

吃上一口五仁元宵，我顿时感觉嫩滑柔软，满嘴余香，回味悠长。

母亲怕不够吃，不时地把自己那碗元宵夹给大家。母亲总是这样，顾公爹，顾丈夫，顾孩

子，除非东西足够多，才舍得吃一口。

小时候，故乡的元宵节要数扭秧歌最出彩儿。正月十五上午，秧歌队来到我们生产小队的

大院子里，四周早已站满了看秧歌的乡亲们。走在最前面的秧歌队队长，是大队民兵连长卢叔

叔。他身材高大，极为认真，指挥大家扭秧歌。男女各站一列，只见他右手一落，打鼓拍镲敲锣

一响，唢呐一吹，伞头一扭，两纵队的秧歌队员踩着锣鼓点，迈着小碎步，颤巍巍地扭起来。他

们头上的服饰颤动起来，像傲然盛开的梅花，如含苞待放的荷花，似争奇斗艳的牡丹，令人眼花

缭乱。

锣鼓镲唢呐不时变换着节奏，秧歌队扭出新花样，将秧歌的独特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紧接着是划着彩色“旱

船”，赶着“毛驴”的演员表演，那淳朴奔放的演绎，在零下二三十摄氏度的黑土地上，扭出了盎然的春意，引来乡亲们啧

啧赞叹，不禁拍手叫好。很多小孩儿被热闹的氛围所感染，跟随在秧歌队后面，情不自禁地扭动起来。

对孩童来讲，元宵节自然少不了闹花灯。那年月很少见到各种式样的花灯，小孩儿都是制作简易的罐头瓶灯笼欢

度元宵节。当然，罐头瓶也不是随便用来做灯笼的，家里仅有的几个罐头瓶，父母还要用它们装粉面子、咸菜等。小孩

子要是得到个罐头瓶就像获得珍宝似的，高兴得直拍手。直到今天，我清晰地记得做红灯笼的情景：首先把能插上蜡

烛的萝卜底座放进罐头瓶里；然后用麻绳或者细铁丝绑在瓶脖儿的凹陷处；上边拽出线，用一根漂亮结实的小木棍挑

着；最后在罐头瓶里面放上一小截的红蜡烛，这样一个罐头瓶灯笼就做成了。

天黑后，母亲让我拎着罐头瓶灯笼在屋里屋外、炕上炕下，尤其是旮旯处，都照一照。我一边照，母亲一边念叨：

“正月十五照一照，老鼠长虫（蛇）都上吊。金灯银灯，老鼠长虫（蛇）灭干净，保我全家得安宁。”原来，罐头瓶灯笼照的

作用是祈求家里无灾无害。

夜里漫长，除了老人早早睡觉外，小孩子们提着罐头瓶灯笼都出来玩儿。他们从东家走到西家，从你家走到我家，

说话声、欢笑声、唱歌声、嬉闹声不断，乡间道路上到处都是流动的光线，甚是壮观。

如今的元宵节，被赋予了更多的文化内涵及意义。那千家万户红红的福字，红红的对联，书写着年的吉祥，春的灿

烂；百货商场红红的灯谜，红红的灯笼，洋溢着年的热闹，春的浪漫……

元宵节是年的尾声，但何尝不是又一个红火璀璨龙年的开始！

元
宵
节
记
忆

□
何
金
福

东北汉子的乡愁，

是玉米酿成的烈酒，

火热豁达的情怀，

不让思念的凄苦残留。

东北汉子的乡愁，

从不轻易外露。

似荷塘里深沉的香藕，

如冰河下缓缓的暗流。

多少回梦中笑醒，

馨香飘自春天的枝头。

多少回梦中惬意，

依偎着房前归燕穿飞的夏柳。

多少回梦中吟诵，

倾情那庄稼摇曳的金秋。

多少回梦中高歌，

舞台是坚冰厚雪铺就。

东北汉子的乡愁，

是心底沉寂的火山口，

一旦积淀到沸点，

向着故乡拔腿就走！

凝视着父亲脸上的憨笑，

把多少辛劳藏在背后。

抚摸着母亲手上的老茧，

感受到岁月的清瘦……

擂一拳儿时的玩友，

送上震颤心扉的问候。

唠一宿年少时的窘事，

烫热了久别的炕头！

当再次离开家乡，

怀里揣满父母的敦厚。

一次次挥手告别，

一缕缕添加乡愁。

东北汉子的乡愁啊，

红尘不能淹没，

繁华不能夺走，

时刻伴着生命的节奏！

东北汉子的乡愁
□孟繁杰

立春的头一天

大雪又一次降临北方

厚了北方的风光

冰雕从晶莹里闪着金辉

步入了孩子的殿堂

悦纳和笑声同济一颗爱心

回归北方的情长

北方的雪啊

你如此狂放

托起一方热情

让北方美成童话里的王国

生出翩跹的精灵

在冰雪大世界著一本映月诗情

执笔挥毫碧雪幻景

一篇比一篇还要响亮

北国的雪恋着南国的情

深深地把春光

明媚成你和我还有她说不尽的诗梦

请看

那冰灯已把色彩

搭配成霓虹

掏出了春天的歌声

那么动听

像百花齐放

又像百鸟争鸣

北方的雪啊

你是那么的神圣

皎洁得像月光

又像我思念的梦

让南方的飞雁

提前归程

白了山川 白了田野

我兴奋得像个孩子

拥着你的味道

追逐你最美的时光

醉美在北方春城

雪花绽放的地方

踏雪归来
□马丽辉

为刚刚过去的日子和即将到来的

日子，点一盏盏红灯吧

人世间有多少美好的事物

在春风中向上生长，就有多少

步履从容的人们，向着蔚蓝的

天空，把手臂高高举起

从今夜开始，那些可能的小雪

和不用预约的星光，都将在生活的

屏风前，拨开回忆的号码

和台历上清澈的时针与分针

从今夜开始，树木的汁液

和纷纷鸟鸣，都将穿上云的鞋子

为我们眼含着激动的热泪

推开又一个春天的大门

街头即景

要在晨光中走出多远

才能看见一座城市的日出？

要在日出中摘下多少

春风的帽子，才能让疾驰的

轻轨列车，在拐弯时

完成对一条河流的描述？

而更多的楼宇，必然暗藏着

更多的月光，更多的眺望

必然为我带来更多的

辽阔与星辰，比如一小块积雪

就是即将长成的一片树叶

比如我一个人站在临河街的

某个清晨，就是无数个人

以通晓生活底蕴的冲劲儿

走在通往春天的途中

元宵节杂咏元宵节杂咏[[外一首外一首]]

□葛筱强

月亮裹进雪花里

白嫩的汤圆裹住她的清辉

我们把这粒最大的

汤圆下锅

妈妈呼唤放鞭炮的孩子

一家人围桌而坐

外面的雪花还在飘荡

我们齐声喊

吃汤圆喽

月亮·汤圆
□冯 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