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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元宵节就是中国老
百姓的一个重要节日。因为庆祝这
个节日是在晚上，所以要燃灯，于
是元宵节又被称为灯节。在古代，
元宵节就是老百姓的狂欢节。

旧时元宵节是狂欢节

元宵节的发扬光大是隋以后的
事。隋朝初期，元宵节放灯狂欢还
被禁止过。《隋书·柳彧传》 记
载，在隋文帝时期，每到正月十五
之夜，京城长安和各地百姓“充街
塞陌，聚戏朋游。鸣鼓聒天，燎炬
照地，人戴兽面，男为女服，倡优
杂技，诡状异形。以秽嫚为欢娱，
用鄙亵为笑乐”。

到了隋炀帝时期，元宵节的禁
令被废止了。隋炀帝不仅允许元夕
燃灯，还以朝廷出面，组织大规模
的欢庆娱乐活动。《资治通鉴·隋
纪》记载，元夕，都城洛阳端门街

“戏场周围五千部，执丝竹者万八
千人，声闻数十里。自昏至旦，灯
火光烛天地，终月而罢”。《隋
书·音乐志》也记载说，“每岁正
月，万国来朝，留至十五日”。各
国使节来拜年，一定要让他们过了
十五再走，留下干什么呢？看
戏，且昼夜都有戏可看。史书记载
说，在台上表演歌舞的男子“殆三
万人”，多作妇人装扮；“大列炬
火，光烛天地。百戏之盛，振古无
比”——这排场、这规模，前所未
有。“自是每年以为常焉”——从
此固定下来、形成惯例。

到了唐朝，欢度元宵节定为三
天。唐朝人的《朝野佥载》里有“灯
轮下踏三日夜”的说法，说的是唐睿
宗李旦（710年至712年）时代的
事。张灯三夜，始于唐；张灯五夜，
始于北宋。南宋，元夕张灯又延长为
六夜。至明代，则延长至十夜了：
从正月初八开始，止于十七日。

北京地区的元宵狂欢始自元大
都时期。白天举行盛大游行，前面
打头的是皇帝御座上的白伞盖，随
后是众人抬着的释迦牟尼像和关羽
像，簇拥其后的是举着各种器杖、
旗帜的仪仗队，然后是大都城三百
六十所寺庙的僧侣，教坊司掌管的
四百人鼓乐队，仪凤司掌管的三个
民族细乐队三百二十四人，还有金
门大社一百二十队……首尾三十余
里，吹吹打打，边走边唱边舞，绕
皇城而行。这叫“游皇城”，要游

两天。
白天看热闹，夜晚看花灯。元

大都丽正门外第三桥南有一株大
树。据《析津志》记载，大都城皇
宫建造之初，忽必烈问刘秉忠：大
内中轴线如何确定？刘秉忠说：正
对丽正门外第三桥南的一棵大树。
忽必烈同意了，于是这棵大树被封
为“独树将军”。每年元宵三夕，
树身上挂满花灯，“远望若火龙下
降”。树周围商贩云集，卖各种糕
点、甜食的、酒肉茶汤的，“无不
精备”“游人至此忘返”。

明代的北京城，元夕是灯的世
界。最为繁华热闹的地方在东安门
外（即今天的灯市口），白天为集
市，夜晚放花灯。正月初八以后，
街道两旁摆满了商棚、地摊。天色
一暗，各种花灯早争先恐后点燃，
有纸灯、纱灯、丝绸灯，有百花、
鸟兽、虫鱼及走马灯。万历时的胡
应麟在他所著的 《甲乙剩言》 中
说：曾在灯市上看见一盏用数百枚
蛋壳制作的灯，每个蛋壳都镂有四
个门，每门都有檐栱窗棂，“金碧
辉煌，可谓巧绝”。灯市上有人用
秫秸搭起大棚，周悬杂灯。大棚占
地两亩，里面的路径曲曲折折却有
三四里长。“入者误不得迳，即
入，迷不出”，简直是灯的迷宫，
叫“黄河九曲灯”。届时，还有猜
灯谜活动。寺庙道观的墙壁上悬挂
着谜语灯，吸引人们驻足冥思苦索
猜测答案，无论聪明人还是笨人，
都喜欢参与。

灯市里还有令人目不暇接的杂
技表演，有《撼东山》《海青》《十
番》等器乐演奏，有少年一夜不停
地擂 《太平鼓》，还有施放焰火
的。灯影之下，孩子们有玩“跳百
索（跳绳）”的，有玩“摸瞎鱼”
和“打鬼”游戏的，有打太平鼓
的。妇女们则梳妆打扮约伙结队、
走街过桥，名曰“走百病”。有首诗
描绘道：“谁家闺女路旁啼？向人说
住大街西。才随姥姥桥边过，看放
花儿忽失迷。”小姑娘与家人走
失，急得在路边啼哭。多么生动的
画面。这一夜，“击太平鼓无昏
晓，跳百索无稚壮，戴面具耍大头
和尚，聚观无男女”。其热闹程
度，可以想见。

清朝入主北京，将灯市徙至外
城，内城从此有灯无市，灯市口的
灯市遂不复存在。清代震钧的《天
咫偶闻》中说：“灯市在明代为极

盛之地”“今不可问矣”。

花会因元宵节而兴旺

在元宵这个百姓狂欢的节
日里，花会是必不可少的。

花会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周
代的腊祭。一年农事完毕，人
们献上供品以报答神明的庇佑，同
时，还要用箫鼓、杂耍、歌舞、滑
稽戏等来取悦神明，称之为“赛
祭”，又称之为“社火”。花会与戏
曲皆由赛祭发展而来，戏曲用歌
舞，花会则靠搞笑和特技：高跷、
扛鼎、顶杆、弄丸等。

唐代，杂技表演已出现在贵族
出行的仪仗队伍中，这就很像后世
的花会了。敦煌莫高窟中唐代壁画
《宋国夫人出行图》中，出行队伍
即以杂技“载竿”为前导。

社火大规模出现在元宵节，始
于北宋。《宣和遗事·前集》中，
有一首描绘东京元宵盛况的词，其
中道：“金莲万盏，撒向天街。讶
（yà） 鼓通宵，华灯竟起。”讶
鼓，即讶鼓戏、讶鼓舞。据《朱子
语类》，讶鼓舞里，有男子，有妇
人，有僧道，各色人等无所不包，
都是装扮的。表演者大都是年轻
人，脸上涂脂抹粉，装扮成和尚、
尼姑、乞丐和邋遢妓女，用种种憨
状丑态以逗人发笑。这种表演形式
一直流传至明清。

讶鼓戏，只是各种舞队中的一
支。追忆南宋都城临安风情的《武
林旧事》一书中，有关于“舞队”
的记载，名目有七十种之多：查查
鬼，贺丰年，长头，兔吉，瞎判
官，旱划船，还有乔捉蛇、乔学
堂、乔宅眷……所谓“乔”，就是

“假装”的意思。这些名称，与所
扮演的人物有关，或许也有简单的
情节，主要以滑稽搞笑吸引观众。
《水浒传》第三十二回“宋江夜看
小鳌山”记载，元宵夜，宋江到清
风镇上看花灯，见一伙人围住一个
大院门看热闹。“锣声响处，众人
喝彩。宋江看时，却是一伙舞鲍老
的。”“那跳鲍老的身躯扭得村村势
势的。宋江看了，呵呵大笑。”

宋朝花会舞队之所以兴盛，是
因为得到朝廷的支持。据《武林旧
事》记载，进入新年，“渐有大队
如四国朝、傀儡、杵歌之类，日趋
于盛，其多至数十百队。天府每夕
差官点视，各给钱酒油烛，多寡有
差。”朝廷如此重视，民间花会怎
能不兴旺起来？

元宵之夜皇宫架起鳌山

用彩灯搭起一座鳌山来，是北
宋的一大创举。宋代词人有《上元
词》：“紫禁烟花一万重，鳌山宫阙
隐晴空。”这可不是夸大之词。据
《宣和遗事》 记载，宣和六年
（1124年），大内前的鳌山从冬至
就开始搭建，高十六丈 （约 50
米），宽三百六十五步（超一里半
地）；中间的两根鳌柱高二十四丈
（80米），上盘金龙，龙口里点着
一盏灯；中间挂一大牌，上写八个

金字：“宣和彩山与民同乐”。正月
十四晚圣旨下：“宣万姓！”顷刻
间，都城上万百姓“有似云浪”拥
至鳌山下。宋徽宗亲赐美酒，百姓
每人一杯。“与民同乐”真是言之
不虚。三年之后，汴京沦陷，宋徽
宗和他儿子宋钦宗一起做了金人的
俘虏。金灭北宋，把汴梁城的各种
匠人掳至燕京，于是，金中都的皇
宫里元宵节也搭起了鳌山。《金
史·五行志》记 载，大定二十三
年（1183年）正月十五，“广乐园灯
山焚，延及熙春殿”。广乐园又称南
园、南苑，为金中都宫苑之一。

元朝的大都城内，元宵节在琼
华岛前高搭鳌山，有马致远的词为
证：“春城春宵无价，照星桥火树
银花。妙舞清歌最是他，翡翠坡前
那人家，鳌山下。”

明初北京城元夕，鳌山搭在午
门外。《明史·成祖本纪》记载：

“永乐十三年春正月壬子，北京午
门灾。”这场火灾，是由于灯山失
火引起的。《明实录》中记载：“壬
子夜，午门外灯山火，有仓卒不及
避而死者。”朱棣事后对皇太子
说：“上元节张灯午门，意在与民
同乐，不意失火伤人。”这场火灾
造成多少人遇难，《实录》未载，
但是烧死了一个叫马旺的都督同知
（从一品）。马旺原是朱棣燕王府的
卫士，多年跟随朱棣南征北战屡立
战功。对于他的死，朱棣“甚惜
之”。从这儿以后，鳌山不再“与
民同乐”。据《日下旧闻考》：上元
之前，宫中“于乾清宫丹陛上安放
牌坊灯，于寿皇殿安放方圆鳌山
灯。牌坊自七层，鳌山至十三
层”。从牌坊灯和鳌山灯搭建的位
置可以看出：最为豪华的灯只为皇
帝而亮；大臣也要得到皇帝的恩赐
才得一见。

清代把鳌山搭进了乾清宫。鳌
山前摆满温室里培植的芍药牡丹；
鳌山内放置有上万只蝈蝈。鲜花盛
开，蝈蝈齐鸣，美其名曰“万国来
朝”。夏仁虎清宫词描绘道：“元夕
乾清宴近臣，唐花列与几筵平。秋
虫忽响鳌山底，相和宫嫔笑语
声。”能近鳌山的都是皇帝的近臣。

京城百姓可以观灯。从正月十
三到正月十七，礼部、户部、工部
都挂灯，其中以工部的灯最为精
巧。各大寺庙也有灯，什刹海周边
的寺庙善做冰灯。商家凡是店铺有
廊子的，无不在灯节期间各显其
能。前门外各大布店，制作的宫灯
尤其精致。点心铺挂的灯最有吸引
力：在精巧别致的方灯上，画有四
大名著中的许多故事。

民国以后，北京城元夕花灯最
多、最好看，焰火放得最为绚烂的
一度是天桥的城南游艺园，当年曾
轰动九城。

据《北京晚报》

昔日如何闹元宵昔日如何闹元宵

《红楼梦》：第一回就
从元宵节写起

《红楼梦》中有多处对中国传统
节日的描写，其中元宵节尤为突
出。《红楼梦》开篇第一回，就是从
元宵节写起，甄英莲在元宵节走
失，为整个故事埋下了伏笔。

第十八回 《林黛玉误剪香囊
带，贾元春归省庆元宵》中，元春
回家省亲，也正值元宵佳节。“且说
贾妃在轿内看此园内外如此豪华，
因默默叹息奢华过费……诸灯上下
争辉，真系玻璃世界、珠宝乾坤。
船上亦系各种精致盆景诸灯，珠帘
绣幕，桂楫兰桡，自不必说。”

第二十二回描写了贾府元宵夜
宴的猜灯谜活动，而灯谜则为贾府
未来衰落命运埋下了伏笔。

《西游记》：灯似仙女
织成铺地锦

以神话为背景的《西游记》也
描绘了元宵节的盛景，在第九十一
回《金平府元夜观灯，玄英洞唐僧
供状》中，唐僧师徒四人来到一个
叫金平府的郡城。书中这样描写元
宵节：“今日乃正月十三，到晚就试
灯，后日十五上元，直至十八九，
方才谢灯……花灯悬闹市，齐唱太
平歌。又见那六街三市灯亮，半空
一鉴初升。那月如冯夷推上烂银
盘，这灯似仙女织成铺地锦。灯映
月，增一倍光辉；月照灯，添十分
灿烂。观不尽铁锁星桥，看不了灯
花火树。雪花灯、梅花灯，春冰剪
碎……走马灯，武将交锋。万千家
灯火楼台，十数里云烟世界……满

城中箫鼓喧哗，彻夜里笙歌不断。”

《三国演义》：星月交
辉，竞放花灯

《三国演义》第六十九回《卜周
易管辂知机，讨汉贼五臣死节》
中，耿纪、韦晃、金袆等欲在正月
十五庆赏元宵佳节之际讨伐曹操。
书中这样描写元宵节：“至正月十
五夜，天色晴霁，星月交辉，六街
三市，竞放花灯……”不过，据考
证，三国时期，许多元宵的习俗还
不成形。像《三国演义》中描述的
那种满城放花灯的大规模元宵灯会
场面，要等到隋唐时期才正式形
成。

《水浒传》：元宵节是
描写最多的节日

《水浒传》中最热闹的节日，不
是过年，而是元宵节。在 《水浒
传》 中，元宵节是描写最多的节
日，如在三十三回《宋江夜看小鳌
山，花荣大闹清风寨》中，写到元
宵节时是这样描写的：“山石穿双龙
戏水，云霞映独鹤朝天。金莲灯、
玉梅灯，晃一片琉璃；荷花灯、芙
蓉灯，散千团锦绣。银蛾斗采，双
双随绣带香球；雪柳争辉，缕缕拂
华幡翠幕。村歌社鼓，花灯影里竟
喧阗；织女蚕奴，画烛光中同赏
玩。”

在《时迁火烧翠云楼，吴用智
取大名府》中，则是这样描写元宵
之夜：“黄昏月上，六街三市，各处
坊隅巷陌，点放花灯，大街小巷，
都有社火。”小说中，梁山好汉常借
助元宵节的热闹场面来营造人物命
运突转，或为攻城夺池斗争做铺
垫。 据《每日新报》

四大名著写元宵节

1.山上还有山。（出）
2.十张口，一颗心。（思）
3.说它小，下边大，说它大，

上边小。（尖）
4. 一 只 黑 狗 ， 不 叫 不 吼 。

（默 ）
5.差一点六斤。（兵）
6.家中添一口。（豪）
7.自小在一起，目前少联系。

（省）
8.点点成金。（全）
9. 一人一张口，下面长只

手。（拿）
10. 四面都是山，山山都相

连。（田）

11. 种花要除草，一人来一
刀。（化）

12.存心不让出大门，你说烦
人不烦人。（闷）

13. 需要一半，留下一半。
（雷）

14.一月一日非今天。（明）
15. 综合门市。（闹）

本报综合

元宵灯谜

元宵节又称上元节、小正月、
元夕或灯节，时间为每年农历正月
十五。正月是农历的元月，古人称

“夜”为“宵”，正月十五是一年中
第一个月圆之夜，所以称正月十五
为元宵节。

闹花灯。闹花灯是元宵节传统
节日习俗，始于西汉，兴盛于隋
唐。隋唐以后，历代灯火之风盛
行，并沿袭传于后世。而正月十
五又是一年一度的闹花灯放焰火的
高潮。

踩高跷。踩高跷技艺性强，形

式活泼多样，由于演员踩跷比一般
人高，便于远近观赏，且流动方
便，无异于活动舞台，因此深受群
众喜爱。

吃元宵。正月十五吃元宵，“元
宵”作为食品，在中国也由来已
久。宋代民间即流行一种元宵节吃
的新奇食品。这种食品，最早叫

“浮元子”后称“元宵”，生意人还
美其名曰“元宝”。北方“滚”元
宵，南方“包”汤圆，这是两种做
法和口感都不同的食品。

舞狮子。舞龙舞狮，是中国民
间传统习俗。舞龙又称耍龙灯、龙
灯舞。龙是古老的图腾，传说龙能
行云布雨、消灾降福，象征祥瑞，
所以以舞龙的方式来祈求平安和丰
收就成为全国各地的一种习俗。

猜灯谜。猜灯谜又称打灯谜，
是中国独有的富有民族风格的一种
传统民俗文娱活动形式，是从古代
就开始流传的元宵节特色活动。

游龙灯。两千多年的龙灯史，
演绎着世世代代龙的传人积累的丰
富的耍龙灯技巧，孕育着一代代舞
龙人。每到元宵节，龙灯在广场上
狂舞，十分壮观。

迎紫姑。迎紫姑是中国传统民
俗活动。紫姑是中国民间传说中一
个善良、贫穷的姑娘。正月十五，
紫姑因穷困而死。百姓同情她、怀
念她，有些地方便出现了“正月十
五迎紫姑”的风俗。

放焰火。元宵节放焰火是一个
习俗，其寓意是为了庆祝团圆，为
了和和美美。

扭秧歌。扭秧歌是北方一些地
方的传统民俗活动。扭秧歌一般是
很多北方人在各种节日举办的活
动。扭秧歌的人一般穿着鲜艳的民
俗衣服，跟着音乐，身子有节奏地
扭动起来。

打太平鼓。打太平鼓也是很多
地方用来庆祝各种节日的活动之
一。打太平鼓也是一种中国的传统
民俗活动。 本报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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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宪宗元宵行乐图》（局部）中的鳌山灯。

《万国来朝图》（局部）中悬挂的宫灯（故宫博物院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