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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用“温馨”来形容中国春节景象，
毋庸置疑是恰如其分的。 尤其是大年三
十，奔东走西的人都赶回来，一家团团圆
圆一桌，老少皆喜、夫妻同欢的融情场景，
令人终生难忘。

到了正月十五，一个欢天喜地、妙趣
盎然的看花灯、猜谜语、耍狮子、玩龙灯、
采莲船、唱花鼓、吃元宵“闹”的情景，又栩
栩如生地展现出艺美、开心、情趣、爽意的
质感。

汉阴乡村，至今还流传一首脍炙人口
的童谣：“过新年 ，真热闹 ，穿新衣 ，放鞭
炮；唱花鼓，耍龙套，亮彩灯，闹元宵；小孩
乐，大人笑，吃出一个金元宝，健康财富天
天到……”现在家乡的农村，无论屋里电
视、电脑、手机怎样普及，依然关不住小孩
们因为山村空旷， 散居在坡坡梁梁的农
户，大红灯辉星罗棋布，红彤彤了整个世
界，在这里点烟花，放鞭炮，可以无拘无束
地点，开心尽情地放，没人限制和干扰。尤
其是到了十五晚上，小孩们在火把与灯笼
的照引下，三五成群地高唱着白天刚刚学
熟的童谣，满村满院地跑动，嘴里还不停
诵着“元宵节，闹花灯，大人小孩都欢腾。
村里院里明朗朗， 家家户户亮红灯……”
这银铃般的嗓音在乡村上空久久回荡，这
纯真朴实的童谣在脑海里永远留存。

汉阴山城，在元宵之节，盛有青年男
女那悠然神会的浪漫。 正如家喻户晓的
《元宵情歌》：“山城爆竹连宵响，汉江月水
庆呈祥；百鸟朝凤凤求凰，龙凤呈祥喜洋
洋。凤舞南麓迎朝晖，龙腾北岗比翼双；元
宵花灯携同心，百年好合创辉煌。 ”这“郎
才女貌天作美，洞房花烛喜成双”之婚俗
在汉阴元宵之夜成为了一景。尤其龙岗阁
公园、河滨健康主题公园、文化艺术中心
广场、凤凰休闲广场、北城街桂花大道等
等，更有唐代苏味道的《正月十五夜》的景
象和味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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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
宵一个圆月夜， 发生过多少灯下相识、园
中相吻、阁前相许的两情故事，这就是一
个浪漫情致的元宵夜“闹”的。

浓浓亲情乐元宵，在于万家灯火那热
乎甜美的汤圆，让人齿颊留芳。元宵之夜，
小孩们会把该放的炮一一点尽， 撑彩船、
耍狮子、踩高跷、玩龙灯会在深夜子时全
部收场歇灯，等到闹花灯、看焰火这些热
闹场景人尽散去后，才都会归家来品尝元
宵节一道甜甜蜜蜜的美食———糯米汤圆。
传统习俗的元宵夜吃汤圆，寓意阖家团圆
幸福，生活甜蜜美满。 一家人围在一起做
汤圆，不仅是件非常快乐的事，而且完全
可以与除夕之夜相媲美。

做汤圆，汉阴人很讲究：糯米要选黄
土向阳稻田的米， 泡糯米要用山泉水，捣
糯米粉要用手工石磨， 做汤圆馅选用红
糖、熟芝麻面、捣碎的核桃仁等原料，拌匀
放在大碗里备用，同时还要拿些硬币在开
水里浸泡洗净后，也作“馅”用。 包汤团的
过程也像包饺子，但不用擀面杖，湿糯米
粉黏性极强，用手揪一小团湿面，挤压成
圆形，用手指按下一个小窝，再用筷子（或
其他工具） 挑一糖馅放在糯米团窝中，再
用双手收口，均匀转搓密合，做好的汤圆
表面光滑发亮。 然后烧开水，把汤圆一一
下到沸腾的锅里，等到汤圆似一群白鹅浮
在水面，再点两次冷水烧开后，汤圆就熟
好了。轻轻咬开外皮，那油而不腻、红润香
甜的馅，顿时溢流唇齿之间，满屋香气飘
散，若吃到有硬币的汤圆，那就是福到财
到之年，幸运弥漫全家。

灯闪月明，鸡鸣报晓，元宵节气的妩
媚让人迷醉。 山城家乡：“龙腾两川饮浆
琼，凤舞三山遨天庭；呈瑞霞彩追日月，祥
霭披风降汉阴。 ”（《龙凤呈祥》藏头诗）但
我也深深明白，“闹”过了元宵，游子又要
纷纷外出，打工者又要离开亲人，去奔一
个自己理想的前程。

浓浓乡情“闹”元宵
□ 陈绪伟

“三十晚上的火，十五晚上的灯”。 这
个灯不仅指的是挂在门楣上方的灯笼，
更重要的是闹龙灯。 在我的老家金河这
一带， 每逢元宵佳节， 都有闹龙灯的习
俗。

春节刚刚过罢， 村子里几个心灵手
巧的手艺人就聚在一起，有的砍竹，有的
划篾，还有的则调好颜料，在一起做闹龙
灯时需要的道具， 彩船和龙灯相对来说
制作工序比较简单， 最麻烦的就是做狮
子了。 需要把头一年夏天备好的麻胚梳
理得粗细匀称、长短统一，再涂好颜料，
放在太阳底下晒干之后， 就用铁丝串在
一起做成狮子皮的模样； 然后就用粗细
不同的竹篾来扎狮子头上的各个部分，
该凸起的部分一定要凸起有度， 该洼陷
的地方一定要洼陷得恰到好处， 一切做
好之后，就用白面纸糊好，涂成各种不同
的颜色，把狮子装扮得活灵活现，放在太
阳底下晒干。 我曾迷惑不解地问做狮子
的老人，为什么不用花线来代替麻胚，这
样做起来多麻烦？ 老人笑着说，因为麻胚
的着火点高， 在舞狮子的时候不会被火
轻易烧毁。

按照时间安排， 一般是在正月十二
出灯。 这时，全村的男女老少就兴高采烈
地聚在一起，穿上火红的衣服，围着火红
的围巾，等候管事人的吩咐。 先安排二十
多个年轻小伙举着龙灯， 然后让四个中
年人撑着彩船，再安排两个技术娴熟、动
作敏捷的小伙来舞狮子， 一切安排妥当
之后，剩余的男孩儿则举着火红的灯笼，
分成两队整齐地站在狮子身后， 女孩儿
则和妇女们站在一起， 一字儿排开站在
队伍的最后面， 个个手上拿着彩色的扇
子， 腰上系着红绸丝巾， 在后面扭着秧
歌。 鞭炮声一响，震耳欲聋的锣鼓就狠狠
地敲起来，红红的灯笼就高高地举起来，
欢快的秧歌扭起来， 从村子东头浩浩荡
荡地出发了。

每到一家，都是鞭炮开道、锣鼓助威，
先是龙灯在主家场院欢腾地跑上一圈，然
后在空中狂舞一阵，彩船就支支晃晃地划
了上来，四个纤夫装着非常吃力的样子，把
彩船划到院子中央，双脚在原地艰难的行
走，负责唱歌的就唱一段花鼓，敲一通锣
鼓，彩船也到院子旁边休息。 彩船一退，狮
子就大摇大摆的走了进来，狮子是祥瑞的

化身，一进家门，就预示着这家在新的一
年添福添寿、福寿双全，它一走进院子，
鞭炮就噼里啪啦地响了起来。 这时，负责
喝彩的人就大声喊道：“狮子头上九个包
呀，手扒仙树摘仙桃呀！ ”这句开场白说了
之后，就说一系列吉祥的话语，家有老人，
就奉承一些健康长寿的语言；家有小孩，就
说一些成龙成凤和学业有成的话语。 没有
固定的模式，只是触景生情、见啥说啥，并
且韵脚整齐、平仄合理，把主人说得心花怒
放。 每说一句，其他观众都要齐声欢呼“好
呀！”在这一阵阵欢呼声中，狮子则摇着头、
摆着尾在院子里来回舞动，舞累了，就对着
大门口，一屁股蹲下，张大嘴巴、睁着眼睛，
直挺挺地盯着主人，这时，主人就把家里最
好的糖果拿出来，放进狮子口中，狮子就一
跃而起，欢快地跳个不停，边跳边把吞进去
的食物甩给身后的那些小孩儿，这时孩子
们也高兴地跟在屁股后面来回跳动。 主人
就把事先准备好的花炮筒子点燃，对着狮
子腿和屁股进行燃放。 这是一种自制的炮
筒，只能喷出红红的火焰而不能发出清脆
的声响，狮子见到火星之后又尽情地跳跃，
屁股扭得更欢实了，头摇得更猛烈了，整个
身子似乎更加轻盈，跳着非常曼妙的舞姿。
它的脚朝下一跺，仿佛要把大地踩一个窟
窿；身子朝空中一跳，似乎想要凌空而起、
冲出云霄。我一直都弄不明白，忙了一年到
头的人们哪来的这么多的激情，把狮子舞
得这么威风、这么凶悍呀！ 你想，天空中一
轮金黄的明月、几颗耀眼的星星，地上是璀
璨的灯火，那是一种多么壮观的景象啊！

起先，舞狮子的人们会根据各个家庭
的不同状况来确定舞动的时间，尽量不给
条件稍差一点儿的人家增加麻烦，毕竟舞
的时间一长，主人花费的东西就会越多。可
一到第二天早晨，这些主人就意见来了，说
这不是门缝里瞧人，把人看扁了吗？ 穷一
年，富一天，我们也不在乎这点儿东西啊，
新春上月，就图个吉祥嘛！

现在，随着电脑和喷彩的出现，狮子
是越做越精致了， 甚至有时不用直接动
手，就有停现的商品可以购买，朝狮子嘴
里装的东西也由原来了的糖果、 馒头慢
慢变成了烟酒茶叶之类的东西， 再后来
干脆变成了红包， 可我愈加怀念以前那
种原汁原味儿的东西， 更加怀念那些做
工粗糙、甚至看似丑陋的狮子。

金 河 舞 狮
□ 吴有臣

社 火 闹 春
□ 张朝林

我的故乡陕南安康， 过年村村是要闹社
火的。 社火是一个乡村节日喜庆的重要标志，
耍的是文化、文明、新风尚，若是哪个村不出
社火，一个村的人是抬不起脑壳的，见了邻村
的人，腰杆也要低三分。

家乡的社火叫“出灯”。 正月十二就是“出
灯”日，走村串户一直玩到正月十五正灯才结
束。 社火的形式一般是舞龙、耍狮子、划采莲
船、踩高跷、跑竹马等多姿多彩的民俗节目，
继承传统文化，反映新民风、新时尚。 白天舞
的是“彩龙”，晚上耍的是“火龙”。

跑竹马

伴随着民间喜庆节日、 古会民俗祭祀活
动的产生和发展， 形成了对区域民俗习惯的
依存特征。一年四季的节日，只有在正月十五
才热热闹闹地耍社火，欢欢喜喜欢庆新春。

跑竹马就是邻村之间相互挑逗、 激发出
灯的一种举措。 每个村出灯的准备，都是在秘
密中潜伏进行的， 一般情况都在头年的冬腊
月就开始准备。在正月十二这天，李家庄的竹
马跑到张家村，挑逗张家村出灯。 只见一伙身
着西装的小伙子们， 抬着一个花花绿绿的八
仙桌， 桌子中央站立一男童， 屁股夹一束稻
草，敲锣打鼓在张家村转一圈，张家村人看出
了戏———这叫“引蛇出洞”。于是，张家村的竹
马也出来了，一台敞篷彩轿，轿里是一身武装
的“穆桂英”，手舞长剑，威风凛凛，四个戏子
抬着，后面跟着一群敲锣打鼓的，在李家庄转
悠一圈，算是“回礼”。 李家庄人也看出戏———
这叫“穆桂英”出战。 两村开始出灯了。

出灯是要入戏的， 张家村出的高跷戏是
古戏《三打白骨精》，耍着金箍棒的孙悟空走
在高跷前面， 跟在后面的就是花枝招展的白
骨精，弯腰驼背的老头，染红两个脸蛋的老巫
婆，与唐僧、沙和尚、猪八戒，还有一串小妖。
李家村就出《猪八戒背媳妇》，两个毗邻之村，
一唱一和，一挑一逗，比的是一种闹社火的艺
术，唱的是花鼓歌，歌词是歌颂新时代或者新
风尚的四句“顺口溜”。 于是，李家庄的高跷，

在张家村踩，张家村的采莲船在李家庄划，人
山人海，撵着看踩高跷和划采莲船，这一踩一
划，踩出了浓浓的年味，划出来两村和谐文明
的气象。

舞火龙

我们家乡五里镇张营村的火龙， 舞的是
一种气势、一种吉祥。 生龙活虎的火龙深深地
扎在我心灵里，不时地迸射出灿烂的火花。

张营村的火龙，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村
人个个都是舞龙能手。 舞火龙，舞单不舞双，
一般的火龙是九节、十一节，最长的火龙是二
十一节。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 月河流域的村
落，都爱舞龙，每个家乡舞火龙的人，都是经
过精心挑选的血气方刚的小伙子， 经过一段
时间艰苦训练， 从中优中选优挑选舞龙头和
舞龙尾的小伙子。 火龙舞的圆不圆，关键靠龙
头和龙尾引导，沉重的龙头，是方向，最打眼，
龙头起伏跌宕，其他龙节不偏不倚，跟着起伏
跌宕， 龙头转弯， 其他龙节随着龙头弧度转
弯，龙头起伏有致或者转弯的同时，还要上下
抖动，显现灵动的大龙眼和抖动的龙芯子。 赤
膊上阵的龙头老大，脚、腰、手、头相互配合，
腰肢左右扭动，既是舞者又是领舞者，发达的
胸肌左右滚动，龙头把子，忽地换左手，不一
会又忽地换右手，三角肌鼓胀，力量在其中涌
动。 舞龙头还要有智慧，不但要带领大家舞出
风采，还要保后面的龙节，一旦有赤火筒烧过
来，他就会用龙头抵挡，引导一条火龙，盘成
一个大圈，上下蠕动，呐喊助威。 舞龙头最苦，
舞不到半个钟头，便大气嘘嘘，汗流浃背，立
马换上备用龙头老大。 看来，龙头不是任何人
都能舞的。 耍龙尾也不简单， 龙头转一个小
圈，龙尾就要绕出一个大圈，耍龙尾耍得手忙
脚乱，有时候跟不上龙头，被拖得龙尾扫地，
社戏主持要嚷嚷，出力不讨好。 当然，有心计
的龙耍尾人，眼睛始终看着龙头老大，对龙头
老大的一举一动察言观色，提前准备，这样，
当自己前面的那节龙扭到的时候， 不至于手
忙脚乱，偏了方向。

火龙姓“火”，是要火烧的，正月十五的火
龙，“火”到了最高峰，那赤花筒子，喷射出来
的火花，五彩缤纷，灿烂如银。 一般情况，火花
对准龙头、龙尾喷烧，这就要看你龙头的智慧
和龙尾的本领。 当然，这些舞龙的汉子们，早
有准备，下身短裤、上身赤膊、头扎红布袋，身
上涂满鸡蛋清，起到隔火灭火作用。 龙头老大
用龙头抵挡火花， 有时候把赤火筒挡到人群
中，在人群中星光灿烂，吓得人们四处逃窜；
有时候龙头转个弯， 把喷洒火花的几个积极
分子围在火龙的中央，失去了“弹药”支援，趁
机逃掉。 耍龙尾的往往被烧得抱头鼠窜，有时
候还丢了龙尾把子，在地上拖。 这时候，耍龙
尾的被团团围住，对着喷洒火花，他完全浸泡
在一片银火之中，龙头来救援，挡开火花，把
耍龙尾围在中间，待大家哈哈大笑的时候，溜
了出去，拾起龙尾，继续耍。 在那春寒料峭的
正月十五夜晚， 这些舞龙的汉子们光溜着身
子，这是对舞龙一种虔诚的情怀！

有一年元宵节，在安康体育场比赛火龙，
这是陕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较量， 广场上人
山人海，彩灯闪烁，迷彩了半个天，大人小孩
提着各式各样的灯笼，在人海中晃动。 舞龙开
始，锣鼓家什敲起来，铿锵铿锵，在“嗨嗨嗨”
的吼声中，火龙飞舞起来，大人小孩手拿赤花
筒， 团团围住火龙烧， 火龙一会扭成一个大
“S”状 ，紧紧缠绕在一起 ；一会绕成一个 “磨
盘”，挑逗人们来烧；一会绕着大圈子飞舞，飞
到人群处，人群哗啦一声往后倒，又哗啦一声
围过来，千只万只赤火筒，对着火龙烧，但见
火龙，在烟花中飞舞，在银火里起伏，在彩虹
中翻腾，赤火筒愈烧愈烈，锣鼓声愈敲愈急，
舞火龙的汉子们，边舞边“嗷嗷嗷”乱喊，一堵
堵“人墙”随着四处舞动的火花，一会朝前移
动，一会向后倒退。 我被人墙夹着，活像一个
悬在半空中的皮影，随人墙前后吊起来晃动，
那撒过来的火花， 落入脖子， 烧出了许多火
泡。 姿态万千的火龙，虎虎有声，舞出了气势，
给元宵节的夜色平添了浓郁的气氛， 赢得了
一片吼吼吼的赞誉声和哗哗哗的喝彩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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