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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十五闹元宵 花好月圆家家欢 蛇年元宵节

十五的月亮十五圆
“千门开锁万灯明，正月中旬动帝京。

三百内人连袖舞，一时天上著词声。”猜一
猜，这首诗说的是哪一个节日？谜底是：元
宵节。

这首诗的作者为唐代诗人张祜。此诗描
写了唐朝时长安的元宵节景象：家家灯火，
处处歌舞，热闹非凡。

俗话说“正月十五闹元宵”，人们通过
各种民俗表演、歌舞晚会、灯会灯展等民俗
活动，寄托对阖家团圆的美好愿景和对美好
生活的无限期待。

元宵节也称“上元节”，俗称“灯节”，
时间为每年农历正月十五，是农历新年的第
一个月圆之夜，自古以来就有放灯和观灯的
习俗。

隋代时，隋炀帝每年正月十五都要举行

盛大的灯会；唐代时，灯会发展为热闹的灯
市；宋代时，元宵节更为热闹，几乎成了居
民们的狂欢节，街头巷尾，灯火辉煌，歌舞
百戏，人声鼎沸。如今，灯会仍是元宵节中
最热闹的一个活动，人们放灯、观灯、赏
灯、猜灯谜，俗称“闹花灯”。

放花灯、赏花灯，把人们带入了一个异
彩纷呈的灯光世界。花灯制作工艺有雕刻、
绘画、编织、刺绣等；制作材料有竹、木、
绫绢、纸张、琉璃等；花灯上面绘有山水人
物、花鸟虫鱼、古今故事、民风民情等，与
灯光相衬，更是精彩绝伦。

人们“闹元宵”，又是色彩与声音的交
响合奏。元宵节载歌载舞，北方的秧歌戏、
太平歌、太平鼓、跑旱船，南方的耍龙灯、
舞狮子、花鼓戏、花灯戏，整个元宵节沉浸

在灯火与声浪交织的欢乐海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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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著名词人辛弃疾在《青玉
案·元夕》的上阕中，用花灯、烟花、歌
舞、车马等生动形象，渲染出一幅“火树银
花不夜天”的元宵节风俗画卷。

一个“闹”字，道出了元宵节热闹欢
腾、祥和喜庆、欢天喜地的气氛，表达了千
家万户的人们纳吉迎祥、驱邪禳灾、祈祝丰
年的心愿。

春节，始于腊月初八止于正月十五。元
宵节过后，人们将从“年盹”中醒来，工作
和学习也要进入正轨。年年庆新春，岁岁闹
元宵，让我们尽情地“闹”一回，为新的一
年注入更多的生机、希望和活力。据新华社

2月12日元宵节，在这个阖家团圆的喜庆日
子里，人们吃元宵、赏圆月、放花灯。天文科普
专家表示，蛇年元宵节是“十五的月亮十五
圆”，最圆时刻出现在21时53分，赏月正当时。

中国天文学会会员、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
杨婧介绍，月亮最圆的时刻被称为“满月”，亦
称为“望”，此时地球处于太阳与月球之间，月
球被照亮的一面正对着地球。在农历的编排规
则中，朔日固定为农历月的第一个农历日，也
就是初一，但望的日期是不固定的，具体在哪
一天与月球与地球、太阳的相对位置有关。

由于月球是在一个椭圆轨道上绕地球运
行，公转速度并不均等，有时运行速度快一
些，有时又会慢一点，因此从朔到望的时间并
不是固定的，平均长度是14.76天。望多发生在
农历的十五、十六日，有时也会发生在十七日
或十四日，但比较少见。据统计，出现在十六
日的满月最多，所以人们常说“十五的月亮十
六圆”。

在过去十年的元宵节（2015年至2024年）
中，“十五的月亮十五圆”的年份有4次，分别
是2017年、2018年、2019年和2024年；“十
五的月亮十六圆”的年份有5次，分别是2015
年、2016年、2020年、2021年和2023年；“十
五的月亮十七圆”的年份只有1次，在2022年。

花开向喜，月圆向吉。在元宵节这个花好
月圆的日子里，让我们一起“举头望明月”，感
受圆满，传递思念，寄托祝福。 据新华社

谜语的雏形是“隐语”

灯谜最初由谜语发展而来。汉代赵晔
所著的《吴越春秋》、南北朝时期刘勰编纂
的《文心雕龙》记载了一首来自黄帝时期
的古谣——《弹歌》（又称《断竹》）。古
谣只有简洁的8个字：断竹、续竹、飞土、
逐宍（“肉”的异体字）。文字没有点明主
题，像谜语一样，需要通过思考才能理解
它隐喻了制作弹弓以猎取野兽之事。

“谜”字出现较晚，东汉许慎的《说文
解字》中还未收录这个字。在此之前，这种
民间文学形式的雏形被称为“隐语”或“廋
（音sōu，意为隐藏）辞”。它的特点就是
利用隐晦的语言来传递信息、表达看法。

夏商周时期，民谣式隐语出现。春秋
战国时期，隐语成为臣子进谏君主的一种
常用形式。采用隐语的形式迂回婉转地表
达，既利于君主接受，更利于臣子保全自
己的身家性命。

汉代是隐语进一步发展的时期。相传
东汉名臣蔡邕看到孝女曹娥的墓碑祭文写
得非常好，就在碑上留下了8个字“黄绢
幼妇 外孙 齑臼（音jī jiù，古代盛装和
研磨调味料的器具）”。黄绢，是有颜色的
丝，即色丝，合成字是“绝”；幼妇，指少
女，合成字是“妙”；外孙，是女儿的儿
子，合成字就是“好”；齑臼，代表着承受
辛辣，即受辛，合成字是“辞”。4个字连
起来就是“绝妙好辞”。这是目前留存下来
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完整的文义谜，后世
称这种形式的灯谜为“曹娥体”。

隋唐制谜活用“谐音梗”

南北朝时期的刘勰在《文心雕龙》中
提到：“谜者，回互其辞，使昏迷也。”意
思是“谜”要闪烁其词，使人迷惑。这时
的“谜”比“隐语”更加考验智力。

隋唐时期涌现出很多擅于制谜、猜谜
的人，隋代的侯白就是其中之一。一次外
出时，权臣杨素见路边一古槐，问：“怎么
能让这棵树活着？”擅长制谜的属下侯白诙
谐地回答：“把槐树的籽悬挂在树上就行
了。“回”与“槐”古音相通，“籽”与

“子”音同，侯白开创了利用汉字多义和谐
音的特点巧妙释意、创作谜语的新方式，
这种方式也叫“别解”。

唐代许多诗人更是直接用诗的形式创
作谜语，极具趣味性。比如，李峤所作的
《风》：“解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过江千
尺浪，入竹万竿斜。”王维所作的《画》：

“远看山有色，近听水无声。春去花还在，
人来鸟不惊。”

两宋时期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制
谜、猜谜的风尚在官员、名士和普通民众
中都很流行。

明代灯谜成元宵节民俗

“灯”和“谜”成为“搭子”有一个风
趣的故事。相传宋代时，有一个财主长得
丑、人品差，绰号“笑面虎”。一个穷秀才
为了讽刺他，在元宵节灯会上扎了一顶大
花灯并在上面写下“头尖身细白如银，称
称没有半毫分。眼睛长在屁股上，光认衣
裳不认人。（猜一个物品） ”谜底是

“针”。秀才用在灯上写谜的形式，既在谜
面上讽刺了财主的尖酸与势利，又巧妙地
用与财主无关的谜底为自己开脱，财主只
能吃哑巴亏。从此“灯”和“谜”相结合
的形式越传越广。

灯谜与传统节日、民俗活动相关联，极
大地推动了其发展。因猜灯谜有一定难度，

像老虎一样难以射中，所以民间也把“灯
谜”叫“灯虎”或“文虎”，猜谜叫“射
虎”。

明代民间灯谜活动盛况空前，猜灯谜
成为元宵节重要的民俗。

清代“谜海”收谜十万余则

清代出现了大批有关灯谜的著作，在
文学史上有“唐诗、宋词、元曲、明小
说、清灯谜”的说法。谜稿成了清代的代
表性文学形式。人们熟知的《红楼梦》《隋
唐演义》《镜花缘》《兴唐传》《谐铎》等小
说中都有不少描写制、猜灯谜的情节。

清末的谜集、谜书有七八十种，光绪
年间出版的《百二十家谜抄》收谜多达10
万余则，号称“谜海”。清末谜语大师张起
南毕生嗜好谜学，制谜万则以上，被誉为
现代“谜圣”。他最早将英文引入谜语，首
创西文谜。梁启超主编的《新小说》是最
早刊载灯谜的杂志。清末还广泛建立了专
门从事灯谜研究和创作的组织，大大加快
了灯谜的发展和繁荣。

新中国成立后，文学界推陈出新，编
制出大量符合大众口味的新灯谜，开创了
自然工巧的新风格。比如“麻屋子，红帐
子，里面住个白胖子”，谜底是花生；再比
如“一个黄母鸡，天天刨土吃”，谜底是笤
帚。

改革开放后，灯谜活动更是与时俱
进，迸发出新的活力。灯谜活动不再拘泥
于元宵节等传统节日，各类庆典、集体活
动甚至家庭聚会都组织猜射活动。猜谜的
场所除了现场，还拓展到电视、网络等越
来越多的平台。

近年来，灯谜在网络上广泛传播，专
业灯谜网站、网络灯谜大会层出不穷，谜
协之间结盟、联谊蔚然成风。目前，灯谜
已经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项目，灯谜的创作数量、影响力达到新的
高峰。

据《北京日报》

正月十五元宵节，其实与七夕情人节、三
月三上巳节一样，都可看作中国传统的情人
节。平日里足不出户的女子可在这天出门赏
灯，这为青年男女提供了相遇机会。因此，元
宵节造就了不少美好姻缘。

从中国历代诗词歌赋中不难看出元宵节的
浪漫温馨。辛弃疾在《青玉案》中写道：“众里
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
处。”描述的正是元宵夜时男女约会的情景，含
蓄而婉转。欧阳修笔下的“月上柳梢头，人约
黄昏后。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
人，泪湿春衫袖。”写出了恋人在月光柳影下两
情相依的景象，以及元夜的相思之苦。

随着时代的发展，如今的年轻人已不需要
通过元宵这样的节日才得赐良缘，元宵节作为
中国式情人节的意味淡化，中国古人的浪漫故
事保留在千古流传的诗词中。 本报综合

元宵佳节，各色创意馅料汤圆成为节
日餐桌上的主角。汤圆虽美味，但糖分、
油脂含量高，无糖汤圆也并非完全“无
糖”，节日食用汤圆切莫贪多，谨防落入
高糖、高油“馅”阱。

汤圆配料以糯米和糖为主，糯米粉制
作的汤圆皮含有大量淀粉，馅料中的糖分
也不少。以普通的黑芝麻馅汤圆为例，每
颗汤圆摄入的脂肪约为2.63克，每人每天
摄入的油应为25克到 30克，按这样计
算，吃9个汤圆就能抵一天的油摄入量。
各类创意馅料的汤圆，为了达到更加香甜
的口感，配料中使用的油脂和糖类含量普
遍更多。

随着人们对饮食健康的关注，无糖汤
圆逐渐走俏节日市场。无糖汤圆大多用木
糖醇代替蔗糖，但其中油脂含量并没有减
少，同样应尽量少吃。糯米属于血糖生成
指数高的食品，糖尿病患者、高脂血症患
者不宜多吃。

如果吃汤圆，一定要相应减少主食数
量。一般来说，3颗汤圆所用的糯米粉相
当于1两米饭所用的米。因此，一次不能
吃太多，过节时少吃几颗享受一下即可。
食用汤圆前，可多吃点膳食纤维含量较高
的绿叶菜、菌菇和豆制品，避免空腹吃汤
圆。

吃汤圆还需注意进食时间和烹饪方
式。应避免早晚食用汤圆，早上胃肠道功
能未完全启动，晚上即将进入睡眠状态，
身体代谢较慢，此时食用汤圆可能对身体
造成较大负担。另外，汤圆煮好后应尽快
食用，此时较好消化，还应少吃油炸汤
圆，避免油脂摄入量超标。 据新华社

元宵节也是情人节

《正月十五夜》
唐·苏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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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元竹枝词》
清·符曾

桂花香馅裹胡桃，江米如珠井水淘。
见说马家滴粉好，试灯风里卖元宵。

《青玉案·元夕》
宋·辛弃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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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夜有感》
明·杨宛

弦管千家沸此宵，花灯十里正迢迢。
闲闺蓦地停杯忆，如许春光伴寂寥。

《烛影摇红·丁巳上元夜泊河桥》
清·陈维崧

露驿烟庄，一般箫鼓千门沸。
银毯彩幔四围红，漾遍斜桥里。曼衍鱼龙百戏。

闹蛾儿、游童成队。
非无粉帕，亦有檀钗，暗中潜坠。

回首春城，上元风景依稀记。
今宵一棹缆烟汀，懒打看灯谜。

且引村醪自醉。枕渔蓑、和愁早睡。
迢迢往绪，历历前情，付之流水。

《生查子·元夕》
宋·欧阳修

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
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
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

《元 宵》
明·唐寅

有灯无月不娱人，有月无灯不算春。
春到人间人似玉，灯烧月下月如银。
满街珠翠游村女，沸地笙歌赛社神。
不展芳尊开口笑，如何消得此良辰。

“正月里
来正月正，正月

十五闹花灯”。流光
溢彩的元宵节里，绚丽

的花灯最能烘托节日氛
围。近些年，在文旅融合大

背景下，传统花灯工艺不断探
寻新的时代表达，丰富着人们的

审美体验和节日生活。在许多地
方，各类灯会竞相举办，各式彩灯
争奇斗艳，做灯、买灯、挂灯、舞
灯、赏灯成为庆元宵必不可少的精彩
项目。

辉照传统文化

虽然现代人的夜生活早已不缺乏
灯光照明，但形态各异、玲珑剔透、
赏心悦目的传统花灯仍具有不可替代
的文化意义。点亮的花灯，寄托着亲
情与乡情，承载着对美好生活的祈
愿，凝聚着对幸福未来的向往。

中国花灯历史悠久、流派众
多，精妙绝伦之作更是数不胜
数。浙江仙居针刺无骨花灯精
致典雅，灯面图案由刀凿针
刺成孔，灯身无骨，造型

多变；福建泉州花灯式
样丰富，以其独有的

刻纸、针刺工艺和
料丝镶装技艺

而 闻 名 ；
广

东潮州花灯乡土气息浓厚，工艺繁
复，无论是屏灯还是挂灯，皆精巧多
样、内涵丰富……这些构思奇妙、制
作精细的花灯，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增强文化自
信、促进文化交流等方面发挥着积极
作用。

迸发创新火花

“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逛
灯会是人们庆祝元宵节的传统习俗。
如今，许多地方的灯会在继承传统的
基础上焕然一新，化身艺术盛会。

为满足当代观众的审美需求，许
多大型灯会在主题内容上积极创新，
不仅从神话故事、古典名著中找寻灵
感，也从现实生活、流行文化中汲取
养分。有的精心设计科技感十足的太
空主题花灯，让人们尽情释放想象
力；有的将本地特色建筑以花灯形式
汇聚一堂，彰显地域文化魅力；有的
将花灯与动漫形象相结合，吸引年轻
观众“打卡”……还有一些灯会在传
统游览项目基础上，打造沉浸式互动
演艺项目，为观众带来新体验。

伴随科技发展，直播、短视频等
新兴媒介形态为民俗文化传播提供了
新机遇，也让传统灯会有了新游客。
在线上，传统灯会相关短视频的传
播，也让更多鲜为人知的民俗文化进
入大众视野。以人们喜闻乐见的形
式，在创新中赓续古老的民俗文化传
统，正是当代灯会的活力之源。

装点
千家万户
各式各样的花灯，

既让文化之光更加璀璨，
也让生活之美更具韵味。漫
步街头，琳琅的花灯主题装饰
扮靓城市空间；商场里，室内
花灯会等元宵市集活动，让人们
在购物的同时也能享受一场文化盛
宴；在各地旅游景区，花灯节等传
统民俗活动的举办，进一步拓展节
日文化内涵，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在
海外，“中国彩灯节”的连续举办，
让更多外国友人领略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魅力，成为世界认识中国的又一窗
口。以花灯为载体展开的节庆活动，
正助力古老技艺生根发芽，焕发新活
力。

元宵节承载着人们对团团圆圆、
和谐美满的祈愿。作为元宵节的

“信使”，一盏盏花灯联结着中华民
族的情感纽带，承载着历久弥新
的文化传统。继续推动传统民俗
文化和手工技艺的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让优秀文
化遗产与当代生活相融共
生，藏在妙手巧思中的
中华文化之美，定将
进一步绽放时代
光彩。
据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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