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风送黄昏夜色寒，
阴云铺满九重天。
元宵不共梢头月，
柳笛空吹红杏前。

元 宵
★阿卫国

莫倚相思怨月昏，
古来圆缺自回轮。
阴晴若解眉间事，
长挂窗台留照人。

望 月
★阿卫国

清宵街铺对贴花，
彩树灯窗共晚华。
不见低行惆怅客，
吉庆尽在万千家。

灯 火
★严寄音

（唱）马街书会近千年
宝丰大地展新颜
应河岸畔人潮涌
香山坡前声震天
琴韵弦音唱德孝
说古论今歌圣贤
一日能看千台戏
三天能观万书篇
非遗传承载名录
千秋万代美名传
锦衣足食民康泰
使命初心莫等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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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命初心莫等闲
紧跟时代感恩党
勤劳致富建家园
同心共筑中国梦
奋橹扬帆
奋橹扬帆
奋橹扬帆
永向前

马街书会（河南坠子）
作词：王印权 赵民强 作曲:朱迎春
演唱:李素红 伴奏：孙京文 李爱倜 樊红

 

























我喜欢过节，喜欢明月当空的中秋节，也喜

欢祥和团圆的春节，更喜爱充满乡情的元宵节。

在我的记忆里，过完大年初一就盼望着正

月十五的元宵节，在我们豫西南的农村，元宵

节就是春节的延续，用家乡人的话说“不过完

十五不算过完年”。虽然元宵节没有春节那样

有隆重的仪式感，但老家那个年代外出的人极

少，还是春节的那些快乐着的人们用另一种形

式庆祝他们生活中的欢乐和幸福。

在每一个传统节日里，总少不了孩子们的

存在，成人的世界里似乎更不能缺少孩子们天

真烂漫欢闹，每一个年龄段的人都在下一代人

的世界里寻找着自己的影子，村里的孩子们过

完年就时不时拉着大人的衣角询问离元宵节还

有几天。当父母笑着说“快了”，就开心地悄悄

掏出一个小鞭放上一响，然后便在家人责怪声

中一溜烟跑了。

小时候听村上几个“能人”说城里人的正

月十五除了吃元宵，还要逛花市、赏花灯、观礼

花、猜灯谜，舞龙舞狮，可热闹了。而在我的老

家更多的是做红灯笼，做红枣馍、布袋馍等特

有的食品，并被当做供品，在主人虔诚的表达

中祈福来年风调雨顺，全家平安。

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豫西南农村，每年

能用上电的时间少之又少。正月十五家家

都会做很多大大小小的纸灯笼，然后选出两

个最大最好看的挂在大门两侧，在等电盼电

的日子里，元宵节的夜晚挂满红灯笼的乡

村，过节就成了一种对明亮的期待，那是一

种十分壮观的景象。

正月十五这天早饭过后，家家户户的女人

们就开始忙碌起来，把前一天晚上发好的面团

和洗好的红枣拿出来做红枣馍和布袋馍。做红

枣馍就是在圆圆的白面馒头上放上一个红枣，

寓意着一个女人用她神圣的乳房哺育着自己的

孩子，希望孩子们能健康成长，这是一个怎样生

动地表达，我想，世界上还有哪一种爱比母爱还

要博大和宽广；布袋馍如同盛满粮食的麦桩，他

们用最虔诚的形式盼望来年庄稼的丰收。

乡村的大街小巷里，每家每户的大门口和

院子里都挂着自己做的红纸灯笼，条件稍好一

点的会把点燃的红白蜡烛做光源，还有很多家

庭是用墨水瓶、铁笔杆、毛线做成的煤油灯做

光源，这样的灯透过红纸一闪一闪地散发着属

于自己的光，灯笼上面的一股黑烟直挺挺消失

在黑暗里，那时的空气到处都充斥着一种煤油

味，生活惯了，这种气味也成了元宵节独特的

味道，站在村头放眼望去，村庄的美在灯影里

浮动着、跳动着、闪动着，犹如小说里一个薄雾

缭绕的仙境。

那时村里还会请周边的戏班子来唱戏，锣

鼓一敲，来看戏的人都会搬着小凳子来到大队

部的小广场上，广场不大但也能容纳百十号

人。像我这样大的孩子根本看不懂戏的内容，

来这里只是图个热闹，看到有卖好吃的便会哼

唧着家长买几口好吃的。好像在大人的交谈

中也记住了《卷席筒》里有个小苍娃、《铡美案》

里有个包青天。

家乡的元宵节，不但闹出了村中的喜气洋

洋，也为新的一年闹出了新的希望，为村民们

闹出了五谷丰登，闹得人们个个笑逐颜开、春

光满面、精神抖擞。元宵节过罢，那些勤劳的

人们都牵着老牛走进了农田。

几十年时光转瞬即逝，我不在家乡生活已

有30多年，如今居住在高楼林立的水泥钢筋楼

内，整日忙碌于单位的工作和孩子的事情，仔

细一想，已有许多年没回老家过元宵节了，不

知道如今家乡的元宵节变成了什么样，是否还

如以前那样生动有趣，是否有了更美好的内

容，然而，儿时元宵节幸福欢快的场景时时浮

现在脑海，温暖又柔和，幸福又留恋,虽不富裕,

却有着朴素而简单的快乐。

老家的元宵节就这样一点点远离，留在记

忆里永远是那白面膜、那红灯笼、那个小广场，

还有我最真诚的小伙伴。

望着老家的方向，我想今年的元宵节一定

很热闹。

（作者单位：宝丰县文峰路小学）

老 家 的 元 宵 节
◎赵振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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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贴花花”。时下，看到单位门口挂起的一

个个火红的灯笼，街道两侧摆出的一副副火红的春联，

一派热热闹迎新年的气象，我就想起小时候写春联、贴

春联的往事，仿佛又回到了那温暖美好的过去。

过去，农村能掂起毛笔写春联的不多。尽管是这

样，但很多家庭还是抱着“有钱没钱，贴对子过年”的心

态，提前请人代写几副火红的春联，贴在门框上，烘托

一下过年的气氛，图个来年日子的大吉大利，表达他们

对来年生活的美好期盼。

当时，我的舅父是在我们这儿小有名气的“书法

家”。每年过了腊月二十三，母亲就把我的舅父请到

家，让他为左邻右舍写春联。那时，听说我的舅父来我

家的消息，门前门后的邻居便蜂拥而至。东邻的王大

叔刚掂着两张红纸急匆匆走进我家小院，西舍的李大

婶也慌慌张张夹着两张红纸接踵而来……顿时，小院

人声鼎沸。因屋里地方小，舅父就在太阳下的院中央

支起一个小方桌，坐在一张小靠椅上，从黑色的小布包

里掏出一支支金贵的毛笔和老掉牙的砚台，放到桌子

上，把墨水倒进砚台，裁纸，叠纸……对于有对联内容

的，舅父就按他们提供的内容写；没有对联内容的邻

居，舅父就结合他们家庭的实际情况给他们选内容。

春联内容确定后，舅父就开始铺纸蘸墨挥毫。随着舅

父手腕上下翻动，笔杆左右摇摆，一副副遒劲有力的黑

色大字便带着墨香，带着期盼，从笔尖中涓涓流出，一

副副“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和顺一家满门庆，节俭人家

富有余”“国兴旺家兴旺国家兴旺，老平安少平安老少平安”的春联便带

着祝福呈现在大家眼前。“好！真美！”“你也给俺写副那样内容的对联

吧！”围观者七嘴八舌的称赞着，议论着。在为一户写完春联后，舅父总

是还要用裁下来的纸条，为他们送上“出门见喜”“满园春光”等等一些

祝福的春条。其间，我也成了一个忙活的小书童，时而观看舅父泼墨挥

毫，时而为舅父按纸，时而拉纸，时而把刚写好散发着墨香的一副副春

联端到一边平展的地上，在太阳底下进行晒晾。一连几天，来我们家写

春联的是人来人往，川流不息。舅父也常是从早儿忙到黑儿，甚至还要

点上马灯赶写。舅父也常对我们说：“一年了，能为大家做点事，送点祝

福，是很美的事！”

记得有一年。我们吃过饭后，母亲就安排我们姐弟几个贴春联。

贴春联前，母亲总是先要打一小盆糨子作为粘贴剂。打糨子时，母亲先

把一个盆子里倒点清水，然后把少许面粉放在盆子里，进行均匀的搅

拌，搅拌好后，把盆子放在火上，然后用筷子在面糊中轻轻搅动，等到面

糊熬到十分粘粘时，就把浆糊从火上端下来放凉，这样一盆糨子就算打

成了。然后，母亲忙着做家务，我们姐弟就说说笑笑地端着糨糊，拿着

写好的对联，掂着炊帚，搬着马站儿，去贴对联。贴对联时，我们先把门

框上旧春联撕掉，把门框打扫干净。然后，大姐站在马站儿上，用小炊

帚把糨糊均匀地涂抹在门框上，把春联上端两角轻轻按在门框顶端。

我就站在远处观望对联贴的是否水平。直至我说正好，站在马站儿上

的大姐就用手先在对联上端一按一捋。站在下面的二姐轻拽着春联的

下端，把春联下端绷紧轻按，然后用笤帚从上面往下一扫，一副上联就

贴好了。当时，我们年龄小，舅父写春联时交代如何贴春联，我们都心

不在焉，再加上我们又不懂平仄韵律，常造成上下联颠倒错位。但看着

门上贴着的红纸黑字端庄大方的春联，我们心里一个个是美滋滋的。

大年初六，舅父来我家串门，一进院，竟然哈哈大笑。原来是我们

把灶火风箱上春条“风声如雷”贴到了院内的那棵大香椿上，把屋门上

“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上下联的位置贴颠倒了。我就给

舅父说：“再换一张吧。”舅父抿着嘴说：“正月十五贴对联，晚半月了！”

这次，舅父告诉贴对联的诀窍，他说：“对联正确贴法首先要看横批，如

果横批是从右向左书写，上联就应该贴在右边，反之上联则贴在左边。

一般来说，春联上联结尾字是仄声，下联结尾字是平声。仄声就是三

声、四声，平声就是一声、二声。懂得了这个规律就不会贴错了！”这时，

我们才恍然大悟，平仄韵律就是我们所学的声调，对联的上下联原来是

这样区分，贴春联还有这么多的讲究。

三十年来，随着社会科技的发展进步，春联也由过去的毛笔手写

发展到现在的机制印刷，由过去一副难求到现在街头的比比皆是，由

过去墨水写春联进步到今天用金粉书写，由印制的一般的春联发展

到今天的以红纸为底色，以吉祥如意、恭喜发财、金童玉女等作底纹，

立体金字高档的演变……伴随着春联变化，老百姓的生活也如芝麻

开花节节高。走进新时代，踏进春光里，走在祖国的每一寸土地上，

无论我们在哪里过年，我们都会如走进一个百花齐放的春联大观园，

徜徉于一条承载着中国千年历史文化的书画长廊，置身在一个积淀

深厚的文学殿堂……

此时，想起昔日那裹满年味的旧事，想起今天春联和我们生活日新

月异的变化，我的心里都充溢着满满的幸福。

浓
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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