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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十五闹元宵 传统习俗知多少

文化拾贝文化拾贝

■李华强
《说文解字·石部》：“砭，以

石刺病也。从石，乏声。”“砭”
是形声字，“石”作形旁，表示石
器；“乏”作声旁，表示读音。本
义指用石针刺破皮肉治病。引申
指治病的石针。由刺穴治病引申
指批评、批判，三国时期魏国刘
劭所著《人物志·利害》“臧否之
业，本乎是非，其道廉而且砭”
中“砭”就是批判邪恶行为之
义。后“砭”与“针”组合为

“针砭”，表示用石针治病，泛指
金针治疗和砭石出血，喻指像医
病一样规诫过失，如宋代范成大

《晞真阁留别方道士宾实》一诗中
“时时苦语见针砭”。“针砭时弊”
就是指出社会的弊病，对其进行
批评以期改正。

“贬”是什么意思？《说文解
字·贝部》：“贬，损也。从贝，
从乏。”“贬”是会意字，“贝”表
示财物、“乏”表示减少，会意指
匮乏，“乏”也兼表示读音。本义
指减损、减少。引申指降低，如
贬低、贬官。若用“针贬时弊”，
意思就变成减少错误，不能体现

“针砭时弊”要“治病”、贵在改
正的深意。因此，“针砭时弊”用

“砭”。

“针砭时弊”还是“针贬时弊”

■文 本报记者 齐国霞
图 见习记者 李博昊

“正月十五也叫元夕、元夜，因是农
历新年的第一个月圆夜，又称上元节、元
宵节。”我市民俗文化研究者、市民间文
艺家协会理事傅胜利告诉记者，元宵节这
天晚上无论城市还是农村，家家户户张灯
结彩，相约观灯赏月，热闹非凡。元宵节
已成为中华民族一个极富诗情画意的万民
齐乐的传统节日，每逢这一天，各地群众
都要举行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欢庆活
动。

关于元宵节的典故很多，《漯河史话》
一书中就收录了几个。

传说一，汉高祖刘邦死后，皇后吕氏
为篡权，想把跟刘邦打天下的众臣杀尽，
使吕氏家族独大。吕氏的计谋败露后，正
月十五日夜，诸臣合力把吕氏家族诛灭，
助汉文帝登基。汉文帝为记住这个日子，
每年正月十五日夜都要出宫观灯游玩，与
民同乐。古时的“夜”称“宵”，正月为

“元月”，故正月十五也称“元宵节”。
传说二，汉武帝在元宵节前两天做了

一个梦，梦见一位满头白发的老者送给他

一张纸条，上面写着“长安在劫，火烧帝
阙，十五夜火，焰火通夜。”汉武帝很害
怕，将梦中之事告诉文武百官。侍臣东方
朔献计：可在十五日夜晚，长安城大街小
巷、家家户户皆悬挂红灯，燃放爆竹、烟
花，再令全城男女老少走街串巷观灯、护
灯，不让灯火熄灭，以假象迷惑火神爷，
以为长安城真的被天火烧了一夜。汉武帝
即传旨全国，按照东方朔的方法去做。到
了正月十五日夜里，长安城火树银花，一
夜灯火通明，平安无事。自此，元宵节闹
花灯的习俗流传至今。

《漯河史话》一书中记述：元宵节又叫
灯节。漯河有吃元宵、观灯展、玩故事的
习俗，并且形成了独特的庙会。正月十四
至正月十九，市里会举办大型灯展，市区
及周边农村群众都前往观灯展。农村民间
艺术团体活跃在城乡街头、机关大院，表
演舞龙、舞狮，踩高跷、划旱船、玩肘阁
等。

正月十五日晚上，夜幕降临后，家家
户户大门口、街头巷尾、树梢、河岸、池
塘边，都挂上或摆放各式各样的花灯，处
处灯火通明，五光十色，美不胜收。孩子
们提着灯笼走在街上，欢声笑语传遍千家
万户。

《寨内村志》中则记述了“老漯河”过

元宵节的热闹景象：“源汇寨人过元宵节有
丰富多彩的活动内容，除举行文艺演出
外，南大街、北大街、张公路、牛王庙
街、东大街、顺河街等街巷扎过街彩色灯
山。各商号和住户家大门前悬挂彩灯、走
马灯，在沙河大堤上放烟花、打铁花。各
家各户正月十五日吃饺子、正月十六日吃
汤圆，俗语：‘十五 （日） 扁扁，十六
（日）圆圆，圆圆展展过一年。’元宵节期
间，亲友互赠汤圆，叫‘追节’。”

清朝人符鲁有诗赞元宵：“桂花香馅
果胡桃，江米如珠井水淘，见说马家米粉
好，花灯风里买元宵。”元宵是家家户户
必吃的食品，相传东晋时就有了，唐宋盛
行，明清更为普及。《明宫史》记载：“元
宵，其制法是用糯米细面，内用核桃仁、
白糖、玫瑰为馅，酒水滚成，如核桃
大。”这种制作方法与今天所制已无多大
区别。

《老漯河说漯河》一书中记述，民国年
间，市区马路街东段著名老字号“稻香
村”做的元宵，糯米精细，馅鲜甜，外形
浑圆美观，享誉漯河一带。

如今，元宵已成为食品工业的一部
分，品种多花样全，有黑芝麻、巧克力、
核桃仁、桂花、枣泥、什锦馅等，而且随
时可以在超市买到，一年四季都可以吃。

■王学明
最近，2021年河南卫视春晚

的舞蹈节目《唐宫夜宴》在网上
传疯了。在微博上，“唐宫夜宴”
这个话题词已经突破 7000 万阅
读，而节目本身在微博的播放量
也达到了千万级别，且数据仍在
持续增长中。“风吹仙袂飘飖举，
犹似霓裳羽衣舞”，精彩的舞蹈让
网友一秒穿越回大唐，不少网民
直呼“太好看！”“没看够！安
排！”这场精彩纷呈的河南春晚，
被多家媒体转载点赞。

《唐宫夜宴》 火出圈，连续
多天热播，霸占热搜榜，原因何
在？笔者认为，舞蹈节目所蕴含
的浓浓历史文化味，以及播出形
式和技术上的创新，是受到公众
热捧的关键所在。在这个精彩节
目中，高精尖科技元素与历史文
化交相辉映，演员们的表演活灵
活现，把历史文化演绎得淋漓尽
致，也让河南春晚焕发出勃勃生
机与青春活力，难怪小伙伴们
个个都情不自禁地竖起了大拇
指。

《唐宫夜宴》 亮出了文化自
信，展示了文化自强。从妆容到
造型，再到布景，都下足了功
夫。为了体现丰腴的唐俑形象，

演员们身上穿着塞海绵的连体
衣，嘴里含着棉花。演员们眼角
两道月牙形的妆容，再现了风靡
于唐代的女性潮流妆容“斜红”。
从采用《簪花仕女图》《千里江山
图》等古代名画为背景，到妇好
鸮尊、莲鹤方壶 、贾湖骨笛等文
物的穿插，再加上 5G+AR 技术
的运用，虚拟场景和现实舞台结
合，让唐朝少女的博物馆奇妙夜
之旅华美得像一场梦境，更让人
感受到了厚重的中原历史文化底
蕴。

爱上《唐宫夜宴》，是人们对
历史文化不舍的情怀。除了《唐
宫夜宴》，2021 年河南春晚还有
演员穿着宇航服打太极的太极表
演《天地之中》、民乐大师方锦龙
吹响千年骨笛的《国乐新春畅想
曲》等创意表演，这些具有浓浓
文化味的精彩节目，同样吸引着
公众的目光。正如河南春晚总导
演陈雷所言，“看到网友说看完晚
会想去河南博物院转转，觉得这
些表演‘出圈’值得了，我们为
传统文化的复兴贡献了一点点力
量。”这里笔者也真心期待，既

“暖身”又“走心”的春晚能够多
起来，春晚文化味浓起来，公众
才会爱看。

《唐宫夜宴》出圈
文化味是最大亮点

■文/图 本报记者 尹晓玉
近日，在“2020年河南省文化志愿服

务乡村行——寻找村宝活动”线上大赛
中，源汇区问十乡周庄村村歌 《我爱周
庄》被评为“最响亮村歌”。

三人合作 创作一首歌

《我爱周庄》这首歌的词作者吴继红在
源汇区文化馆工作，她爱好写作，曾创作
《离别再相聚》《大爱在人间》《好人颂》等
十余首歌词。这首歌的曲作者是市音乐家
协会主席周晓东，演唱者是源汇区实验学
校的音乐老师杨艺。

去年8月底，吴继红和周晓东一起到
乡村采风，打算创作一首村歌。“在周庄村
采风时，整个村庄给人一种水墨江南的感
觉。‘黛瓦白墙’‘流水潺潺’这些词瞬间
就出现在脑海里，一下子就有了灵感。”吴
继红说，最终他们决定以周庄村为背景创
作一首村歌。

村歌反映的是村庄历史文化和新农村
新面貌，抒发的是农民对美好生活的热爱
和向往，所以一定要有真情实感。之后，
吴继红又两次到周庄村采风，用了十几天
时间创作出《我爱周庄》的歌词，并交由
周晓东作曲。“在这首歌曲中我运用了中

国民族调式，抒发了老百姓在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下过上好日子的情感。”周晓东
说，作曲完成后，他邀请杨艺来演唱，最
后由源汇区文化馆出资完成这首歌的MV
录制。

之后，这首歌开始在多个场所被传
唱。去年10月还被“学习强国”平台选
用。日前，省文化和旅游厅公布“2020年
河南省文化志愿服务乡村行——寻找村宝
活动”线上大赛获奖名单，《我爱周庄》荣
获“最响亮村歌”称号，一时间被更多人
关注。

村歌嘹亮 唱响新生活

“炊烟袅袅，白云飘荡，屋舍俨然，黛
瓦白墙；绿野芳菲，鸟语花香，流水潺
潺，鱼儿徜徉。变了模样，美丽家园。美
丽周庄，地肥水美，五谷飘香。党徽闪
耀，党旗飘扬，齐心协力，建设家乡，谱
写幸福生活新篇章……”《我爱周庄》这首
歌融入乡村特色，将周庄村的秀美风光、
村民勤劳勇敢的精神风貌充分展现出来。
诗意的歌词、优美的旋律，唱出了周庄村
乡村振兴的美丽乐章，唱出了老百姓对当
下生活的满足和对美好未来的期待，更唱
响了周庄人的自豪感，凝聚了乡情，成为

乡村文化的新符号。
谈到村歌，周庄村很多村民都兴奋不

已。“这首歌歌词写得好，把大伙儿心底
的高兴和幸福都写出来了。”村民骆大妈
说。

“村歌创作出来后，大家都很激动。有

村民已经学会唱了，还有不少村民盼着村
里组织大家一起学。”周庄村第一书记孙新
说，村歌传唱能凝聚民心，推动乡村振兴
和美丽乡村建设。待疫情过后，他们打算
请专业老师来教这首歌，争取让喜欢唱的
村民都学会唱。

村歌唱响新时代 传递乡村好声音

市民在开源森林公园观灯展。（资料图片）

周庄村周庄村。。

■刘长青
除了各种鲜艳的花朵，日常吃的瓜果

蔬菜也能用来插花。瓜果蔬菜是日常生活
中的必需品，但人们总是忽视它们的观赏
性。其实，从柴米油盐到风花雪月，差的
仅仅是一点创意。

新年伊始，用信手拈来的瓜果蔬菜搭
配娇艳的鲜花，组合成颇有情趣的蔬果花
艺来装饰自己的家，你会觉得生活多姿多
彩。

恭贺新春

材料：六边形新年福桶、银柳、金色
银杏叶、折扇、新年挂件。

制作步骤：选一个六边形新年福桶，
在里面铺好花泥。挑选一些长度相同的银

柳，按照从内到外的顺序依次插在花泥
里，然后选一些折扇、新年挂件等作为装
饰。

银柳谐音“银留”，有红红火火、步
步高升的寓意，作为新春插花的花材最合
适不过了。过年期间在家里摆放这样一款
亲自制作的插花，整个空间就会充满欢乐
喜庆的气氛，象征新年富贵祥和、幸福圆
满。

群英会

材料：玫瑰、长叶和一些小花，喜欢
百合的话也可以用百合或向日葵等大一点
的花作为焦点花；蔬菜有韭菜、蒜苗、蒜
黄、菠菜、西兰花、番茄、青辣椒、红辣
椒、青萝卜、胡萝卜等；花篮最好选大一
点的。

制作步骤：先在花篮里放好花泥，
再把蔬菜一一摆放在花篮里，摆放时要
错落有致，并注意色彩的搭配。在篮子
的一边从高到低插花，大花在下，小花
在上，不要把花插得太紧，花与花之间
要留有空隙。

百姓生活

材料：大葱、山药、包菜、紫皮茄
子、胡萝卜，也可以选用其他蔬菜；家里
的筐、篮子、盆等都能做花器。

制作步骤：选好花器后，根据花器大
小放入花泥，把各种蔬菜摆好，在花泥上
插几枝自己喜欢的花来点缀。此作品富有
层次，既热闹又饱含生活的温度。

花开莲藕

材料：粉色玫瑰、洋牡丹、莲藕，花

器选盘、汤盆都可以。
制作步骤：把买来的莲藕洗净，切掉

两头摆在盘中，买些自己喜欢的鲜花插在
莲藕中间的空洞中，最后加上水。这样的
插花摆放几天后莲藕还可以吃。

步步高

材料：甘蔗、剑兰、乒乓菊、康乃
馨、蓬莱松等。

制作步骤：选几根甘蔗，准备一个精
致的花篮，在花篮里铺好花泥，把甘蔗定
好位、固定一下，然后在空地方用剑兰挑
高，用乒乓菊和康乃馨定型，最后用蓬莱
松把花泥填满。

不管是盛开的鲜花，还是充满生活味
道的瓜果蔬菜，都彰显了平凡生活里的温
情。让我们一起用“蔬果插花”来表达对
美好生活的热爱吧。

（本文作者为高级花艺师、国家级传
统插花非遗传习人、省花协鲜切花分会副
会长）

“蔬果插花”为生活增添情趣

本报讯 （记者 朱红） 2 月
20日，记者从郾城区文化馆了
解到，该馆举办“我的春节·牛
气年”线上灯谜竞猜活动，从即
日起至3月5日18：00止，提供
近150条谜语供猜谜爱好者过把

瘾。
据介绍，该活动参与方式是

先点击关注郾城区文化馆微信公
众号，再根据文中所列的灯谜谜
面在微信公众号中留言，写出自
己的谜底+联系电话。

线上猜灯谜

我国发行的第一套元宵节花
灯邮票是1981年 2月 19日由原
邮电部发行的T60《宫灯》特种
邮票，全套共6枚，表现的是中
国传统宫灯中的6种代表：花篮
灯、龙球灯、龙凤灯、宝盆灯、
草花灯、牡丹灯，雍容大气，精
美华丽，将中国古代彩灯文化展
现得淋漓尽致。宫灯是中国古代
宫廷制作并使用的一种照明灯
具，做工精细繁复，装饰雍容华
贵，彰显帝王家的富贵与奢华。
宫灯造型有八角、六角、四角之
分，种类有挂灯、座灯、提灯、
壁灯之别。画屏图案多为龙凤呈
祥、福寿延年、吉祥如意等。

我国发行的第二套元宵节花
灯邮票是1985年 2月 28日由中
国邮政发行的T104《花灯》特种
邮票，全套共4枚，展现的是民
间花灯艺术。民间花灯通常分为
吊灯、座灯、提灯三大类，是融
彩扎、裱糊、编结、刺绣、雕
刻、剪纸多项民俗文化技艺于一
体的综合艺术品。主图选用的是

民间工艺大师制作的“九莲献
瑞”“龙凤呈祥”“百花齐放”

“金玉满堂”四幅花灯图样，分
别代表了中国花灯中的九莲灯、
龙凤灯、花篮灯、金鱼灯，其中

“金玉满堂”（金鱼灯）出自上海
已故“江南灯王”何克明之手，
由金鱼和莲花、荷叶、藕的形象
构成，色彩明艳，造型生动，寓
意“连年有余”。

在我国，不同地域的花灯也
各具特色。2006年2月12日，国
家邮政部门联合香港特区邮政
署、澳门特区邮政局，发行了一
套元宵节花灯主题邮票2006-3T
《民间灯彩》特种邮票，全套共5
枚，分别选取陕西商洛鱼灯、北
京白菜灯、江苏南京莲花灯、浙
江仙居龙凤灯、广东佛山花蝶灯
等不同地域的花灯作为图案。这
些花灯分别以鱼、莲、龙凤、
蝶、菜为创作题材，寓意“连年
有余”“龙凤呈祥”“财源广进”

“喜事迭来”。
据《西安晚报》

邮票上的花灯

1981年发行的《宫灯》特种邮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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