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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乡地处里下河腹地，
是个名副其实的水乡，俗话
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水乡里鱼多，水乡人多会捕
鱼，捕鱼的方法多种多样，

“焐罧罱鱼”便是其中的一
种，而这种捕鱼活动都是在
冬末春初。

“ 罧 ”，《康 熙 字 典》注
释：积柴水中，聚鱼也。积柴
木于水中，鱼得寒，入其里藏
隐，因以薄围捕取之。“罧”字
音本读“shēn”，水乡人却约
定俗成读作“cōng”。出罧，
意即捕“罧”中的鱼了，罱读

“lan”,意思就是捕鱼或捞水
草、河泥的工具。

父亲是捕鱼能手，那时，
家 里 每 年 都 会 焐 上 几 个 罧
塘，“焐罧”就是搭鱼窝。夏
秋的时候，父亲选择河湾处，
放上几个大树叉，然后上面
苫上一些枯草，不久树枝枯
草经水泡全部沉入河底，形
成一个伞状的暖屋。天气渐
凉，这就是个温暖的港湾，鱼
儿陆续钻进这温暖的被窝，
准备暖暖和和地过冬了。

深冬时节，父亲出罧的工具也准备好了，到了罧
塘那里，父亲选择好地点，用石夯打下一根粗木桩，
然后把两根毛竹的一端固定在岸上，一端绑在木桩
上，使罧塘形成四方形，父亲将船撑进罧塘里，把苇
筢沿着竹篙围好，用木榔头把苇筢锤进水下的泥里，
固定在竹篙上，用绳索扎牢，每一个动作都轻手轻
脚，生怕惊动水下的鱼儿。不一会儿，苇筢就全部围
好了，形成了一个大围场，鱼儿插翅难逃。

接着就是清除罧塘里的树枝枯草，我们就在岸
上用铁钩把树枝往岸上拖，父亲用叉子在船上捞，母
亲在撑船，一家人齐动手，不一会儿功夫，罧塘里的
树枝枯草就捞干净了。这时，父亲拿起大鱼罱子，张
开罱口插进水里，用力揿了揿，再夹紧把鱼罱提上
来，往船舱里一倒，呀！第一罱就罱到了几条大鲫
鱼，接着父亲又一罱下去，父亲脸上露出了微微的笑
意说：“有大货。”随即父亲将鱼罱提上来，朝船舱猛
里一撂，一条大鳜鱼被重重地甩在了船舱里，接着又
罱到了几条大黑鱼、鲤鱼等。这时，我发现船舱里的
淤泥在动，父亲马上微笑着说：“快拾呀！那不是鱼
吗？”我还是没看出来，用网兜朝移动的淤泥推了推，
一个大甲鱼，被弄得四爪朝天，露出了白白的肚皮，
我十分兴奋，连忙网起大甲鱼在水里洗干净，“啊，这
么大呀！”这只大甲鱼，黑黑的背，与淤泥一样的颜
色，兜在网袋里重重的，足有三斤重。父亲每一次下
罱，几乎没有空的，我们在一旁用网不停地兜鱼，心
情十分的高兴。

每年的夏秋季节，父亲都要选择几处河湾，焐上
几个罧塘。入冬后，父亲就开始出罧塘，这个活儿很
累人，每天只能出上一个罧塘，冬天来不及出的罧
塘，就放到初春时出。每年出罧能收获不少的鱼儿，
这在当时也是一笔不错的收入呢！

那时，水乡里有很多人家焐罧捕鱼，方法也是八
仙过海各显神通，有的临河挖塘焐罧，有的利用河沟
头焐罧，更多的是利用河湾焐罧，有大河湾的地方，
就多户人家联合焐罧，出罧时，七八条船，十几把大
鱼罱一起罱，十分热闹，场面壮观。冬末春初，走在
乡下，水乡人家在忙着出罧罱鱼，这也成为当时水乡
一道特有的风情美景。

时代在变迁，社会在发展。一些传统的生活方
式也随风而逝。如今，又是冬春时节，走在乡下，再
也看不到有趣的出罧捕鱼场景了，那是一代代水乡
人最为美好的乡愁记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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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逢一年元宵节须臾而至，每每此时，皓月当空
照亮着千家万户的温暖，欢声笑语充满了人间的每
一个角落。作为中国民族举足轻重的一个传统节
日，除了那一碗热腾腾的汤圆，我们更该了解一下元
宵节悠久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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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宵节，最早起源于汉代。据传，汉文帝为庆
祝于正月十五平定诸吕之乱，每逢这一夜，必出宫
游玩，与民同乐。汉武帝时期，司马迁等人所制定

《太初历》，便已将正月十五“元宵“这日，定为民间
节日之一。

到了东汉，汉明帝因信奉佛教，听说佛教中，有
正月十五日观佛舍利、燃灯敬佛的做法。便下令这
一天夜晚，在皇宫里燃灯敬佛，并在民间也下令，积
极倡导燃灯、挂灯。在佛教的日渐兴盛之下，燃灯的
习俗，也逐步演变为赏灯。

元宵节的成熟期，是在隋代。据史料记载，当
时的盛况可谓已是声动城邑，全民狂欢。开皇十七
年，身为治书侍御史的柳彧，向隋文帝上了一道名

为“请禁正月十五角觗戏奏”的奏折。这道奏折恰
好描述了，当时正月十五元宵灯节的民间习俗活
动，这也是历史上最早翔实披露隋代元宵灯节景象
的文字。

真正把元宵节确定为“法定节假日”，则是发生
在唐代。唐代都城平时宵禁，私自夜行者将处以重
罚。但在元宵节前后三天，官府会下令特许解除宵
禁三夜，任由人们彻夜狂欢。

一个节日被推举到如此高的地位，自然离不开
统治者的偏爱。唐代皇帝似乎格外钟情于元宵节，
中宗、睿宗和玄宗都是其中的代表。仅以玄宗为
例，《明皇杂录》载玄宗“每正月望夜，又御勤政楼，
观作乐。贵臣戚里，官设看楼。夜阑，即遣宫女于
楼前歌舞以娱之”。寥寥数语中，足以看出皇帝的
热衷，而这份热衷，也使得节日的影响力达到空前
高度。

隋唐之后，元宵观灯的风俗一直流传千年至今，
故而也把元宵节称之为“灯节”。

到了宋代，除了在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举世瞩
目的成就，文学艺术也开创了全新的历史时期。元
宵灯节、灯会也是科学文化的一种载体，自然也得
到了极大的发展。据《燕翼贻谋录》记载：“太祖乾

德五年，诏令开封府更放十七、十八两夜灯，后遂为
例。”这就将唐代开创的元宵灯节的放灯，由 3 天增
加为 5 天，元宵游观之盛前所未有，城乡张灯之广遍
及全国。朝廷对士民观灯更持鼓励的态度，规定：
凡来御街观灯者，赐酒一杯。宋朝元宵灯会时间之
长，规模之大，景观之瑰丽，灯具之奇巧，又跨越了
前代。

说到明代人对元宵节的热情，从官员放假的天
数，就能看出来重视程度。据明人沈德符在《万历
野获篇》中记载，永乐七年正月十一，明成祖下令：

“太祖开基创业，平定天下，四十余年，礼乐政令，都
已备具。朕即位以来，务遵成法，如今风调雨顺，军
民乐业，今年上元节正月十一日至二十日，这几日
官人每都与节假。”整整十天的假期，在官员一年总
共的四十多天假期里，占据了四分之一，重视程度
可见一斑。

可以传承 2000 多年而不衰，元宵节的文化价
值 在 于 它 是 全 民 的 狂 欢 节 ，人 人 参 与 ，乐 在 其
中。 古代元宵节由于开禁，人流如织，男女相遇，
易于产生爱情。千百年来，在元宵节上演的两情
相 悦 的 爱 情 故 事 ，不胜 枚 举 ，至 今 也 为 人 们 津 津
乐道！

漫话“元宵”
□ 陈 赫

正月期间，邻居张老板从东莞赶回来，送我金色
包装盒，内边装了几盒黄金茶，从外看就足以吊起来
我的茶瘾。几年未见，还记住我。最大的感悟是，人
虽走远，茶却未凉，那便是看不见却有魂一样存储的
乡情与乡愁。

朋友来访，取杯沏茶，乃待客之道，坐上清茶依
旧，不问季节转换。一杯茶水，片片含情，何止一个茶
趣了得。中国本是茶的故乡，在茶香四溢的东方，不
爱茶不喝茶的人恐怕不多，我等布衣虽不是茶客，但
天天手不释杯，杯不离茶，即使友人相聚一隅，总要多
说一句泡壶热茶。当然，此茶，不是常说冷水烧开的
那种叫法的茶了。

屋外西风烈，室内暖如春，雪花飘舞，静谧无
声。捧杯红茶，琥珀透亮，香沁肺俯，思绪缠绵。“酒逢
知己千杯少，茶逢知己一杯醉。”朋友不在量，而在于
质。有些朋友，没有酒的浓烈，只有茶的淡雅，在你得
意时，逆耳忠言；在你失意时，排忧解难；在你需要时，
出手相助。人生遇几杯好茶便欢喜，人生有一两个知
己便足矣。是的，人间有仙品，茶为草木珍，美誉入杯

樽，茶之荣也；浓茶解烈酒，淡茶养精神。花茶润肠
胃，清茶滤心尘，茶之德也；潽洱大袍红，毛峰白茶素，
南生铁观音，北长齐山云，东有龙井绿，西多黄镶林，
茶之生也；茗品呈六色，甘味任千评，牛饮可解燥，慢
品能娱情，茶之趣也。

“茶自有真香，有真色，有真味。一经点染，便失
其真”（明·张源）。生活之中，茶有两种，一种是“柴
米油盐酱醋茶”的茶，一种是“琴棋书画诗酒茶”的
茶。喝懂茶，需要用心尊重每一款茶，好比有缘之人，
无论高低贵贱都可以从他身上找到令自己欣赏的东
西。无止尽地追求更好的茶，不如随时准备好一份喝
茶的心情。懂得欣赏，茶无完茶，却可以不完美的茶
泡一段完美的时光；人无完美，亦可以懂得欣赏自己，
欣赏一段不完美的人生。儒家以茶修德，道家以茶修
心，佛家以茶修性，管它用紫砂壶也好，瓷盖碗也罢，
都是茶叶之泡具，是绿叶红绸之容器；青花盏也好，绿
釉碗也罢，都是茶汤之盛器，是清苦入口之媒介。我
小孩子不知何时爱茶的，办公室有套时尚茶具，陋文
屋中有乳白茶壶一只，可泡可煮。送我一套瓷器具

杯，我难得用过一回，但擦拭得一尘不染，犹如茶具和
茶叶及杯盏，你用好心情待之，它则用甘露侍你。

茶，亦如人生，第一道茶苦如生命，第二道香如
爱情，第三道淡如清风。一杯清茶，三味人生，或浓烈
或清淡，都要去细细的品味，有时走得太快，会不知所
措而茫然，路上会跑丢了许多好东西，甚至改了初心，
有时慢一点儿并不是坏事。功名利禄来来往往，炎凉
荣辱浮浮沉沉，用淡泊、宁静、致远，蹄疾步稳。人们
细致的品茶，就像品味漫漫的人生一样。父亲有个玻
璃杯，黑盖子，每天泡上一杯，雷打不动，如今茶杯寂
寞，不见主人。

择冬阳闲读，或放飞思绪，或独处静思，或小聚
相欢，或文友小酌，我都爱泡上一杯清茶，盈绿片片，
舞动翩翩，犹如雀舌，享受倾刻的慵懒。轻晃茶杯，茶
叶时而簇拥，忽而四散，浮沉不定，清香氤氲，缓缓啜
饮，清雅淡致的苦涩香在舌间荡漾开来，润嗓滋心。

茶是大自然的结晶，品茶是灵与美的契合，心与
智的探讨，静与空的对话，四季与轮回的守望。茶不
语，却温暖，最懂你。

最忆是茶香
□ 邹德萍

夜幕降临，城市里一组组玉兔花灯璀璨夺目，造
型奇特，形态各异，如繁星般点亮美丽夜空，流光溢
彩。赏灯的人潮熙攘，络绎不绝，争相在火树灯影里
拍照打卡，在五彩的灯谜下玩得热火朝天，喜悦的光
芒洋溢在每一个人的脸上。

年年元宵，今又元宵。正月十五元宵节，又称上
元节，是新年的第一个月圆之夜，此时一元复始，大地
回春，天上明月高悬，地上人间团圆，星月灯烛，交相
辉映，一片节日的热闹喜庆景象。元宵之夜，自古以
来就有张灯之俗，故又名之为“灯节”。

“灯笼会，灯笼会，正月十五来开会，红灯笼，黄
灯笼……”每逢这个时候，我总会听见稚嫩的歌谣随
着那腾空绽放的烟花从心底传来。记得小时候过元
宵节，吃汤圆、观花灯、猜灯谜、赏舞狮，别提多开心
了，但最令我开心的事是闹花灯。

那时的花灯都是爷爷做的，他先用准备好的小
竹片扎成兔子的形状，再用白纸糊好，安上耳朵，点
上眼睛，里面点上蜡烛后，一盏栩栩如生的花灯就做
成了。元宵之夜，当千家万户的鞭炮声此起彼伏，绚
丽的焰火映照夜空时，我和几个身穿花衣、蹦蹦跳跳
的小伙伴们，纷纷提着各自家中长辈为自己做的花
灯，快乐地唱着歌谣，聚在一起看谁的灯笼明亮、漂
亮。红红的灯笼，似缕缕丝线，牵引着我和小伙伴们
的眼睛，大家都神气十足，你追我赶，心生美好，尽情
欢乐。

元宵节赏灯是很重要的娱乐活动，东汉明帝时
期名叫“上元燃灯”，在《东京梦华录》中就有记载：
每逢灯节，京都御街，万盏彩灯垒成灯山，花灯焰
火，金碧相射，锦绣交辉。歌舞百戏，粼粼相切，乐
声嘈杂十余里。到了唐代，元宵放灯活动盛况 空

前。上元之夜，长安城内张灯结彩，夜如白昼，荧
光闪烁，连成一片，人们熙来攘往，通宵欢悦，热闹
非凡。唐代诗人苏味道在《正月十五夜》诗中云：

“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暗尘随马去，明月逐
人来。”张悦也用诗赞曰：“花萼楼门雨露新，长安
城 市 太 平 人 。 龙 衔 火 树 千 灯 焰 ，鸡 踏 莲 花 万 岁
春。”这两首诗皆把元宵节赏灯的情景描绘得淋漓
尽致，美丽壮观，让读者享受了一场盛大的视觉盛
宴。

华灯璀璨年味浓 ，流光溢彩闹新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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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五彩斑斓的
元宵花灯，犹如一盏盏心灯传达了人们对新的一
年美好生活的向往，祈望团团圆圆，甜甜蜜蜜，一
年更比一年好。

元宵花灯闹盈盈
□ 钟 芳

过完年，女儿回南京。一到家，
就给我发来一张照片。

客厅茶几上摆放一只透明的花
瓶，花瓶中插有七枝香石竹和十多枝
松红梅。香石竹稍矮，在前排，每个
枝头上都有一朵花，花朵有小孩手掌
那么大。花朵是红色的，那种浓浓的
红、极奢侈的红。松红梅个高，在后
排，细细的枝叶间开放着粉白色的小
花。前后高低浓淡，画面看起来是那
么和谐、自然、喜庆、漂亮。

女儿微信上说，她很惊喜。春节
前几天买的花，回盐城过年前换的
水，加了些营养液，十多天了，没想到
花开得还这样好。我回给她一个点
赞和祝福，赞花开美丽，祝女儿的生
活像花一样美好。

看照片上的香石竹，想起王安石
的一首诗《石竹花》。“春归幽谷始成丛，
地面纷敷浅浅红。车马不临谁见赏，可怜亦能度东风。”石
竹花生于僻静幽谷，直到暮春方才开出浅红的花。虽然并
无多少人前来欣赏，照样懂得度过美好时光。“可怜”二字，
表达出诗人一种发自内心的同情和怜悯。对石竹花而言，
你来与不来，我就在这里盛开，这又是一种何等超脱的境
界。女儿桌上的这瓶石竹花，春节期间也独自开放，同样
没人欣赏，是否也包含这两方面的意味呢？

香石竹是中文学名，其英文名 Carnation，中文音
译为康乃馨。康乃馨，这个名字更为人们所熟知。

现在，每当母亲节来临或母亲生日时，首先想起的花
便是康乃馨。而把康乃馨和母亲联系在一起的，还缘于一
张邮票。1934年5月美国首次发行母亲节邮票，邮票图案
是一幅世界名画《惠斯勒的母亲》，画面上一位母亲深情凝
视着花瓶中的康乃馨。康乃馨因母亲节而蒙上一层慈母
之爱色彩，成为献给母亲不可缺少的礼物。改革开放后，
母亲节传入中国，康乃馨也就逐渐“香”了起来，为普通百
姓所接受和热捧。母亲节这一天，母亲健在的人，用红色
康乃馨制成花束，送给母亲。而已丧母的人，则佩戴白色
康乃馨，以示哀思。康乃馨还有其他多种颜色，赋予了不
同的花语，用于各种不同情感的表达。

石竹花开。诗人笔下是怜惜和超然，孩子心中是
尊敬和思念，插在花瓶中是美丽和馨香。立春已过，
大好春光里，愿石竹花开得更加艳丽而长久，愿我们
的生活更加健康而温馨。

石
竹
花
开

□
陈
卫
中

就在这一天
聆听鸟儿在枝头鸣唱

迎春的颂歌
就在这一天

仰视腊梅迎接春天的
火烈的姿态
就在这一天

俯瞰嫩芽破土而出的
欢欣和鼓舞
就在这一天

和煦的东风扑面而来
全是春的讯息

是的
就在今天

让我们张开双臂，敞开胸怀
开始迎接又一个春天的

如期到来！
到—来！到——来！！！

立春抒怀
□ 顾仁洋

梦回千年 杨 斐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