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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月 十 五

转 灯 场
正月十五闹元宵，门头沟城镇地区赏花灯、花会

表演，极为热闹，山区则同样十分热闹，人们以一种特
殊的方式“闹元宵”，即“转灯场”。以前，山区各村几
乎都正月十五本村有转灯的活动。转灯活动的组织、
管理机构由选举产生，如总管及其他管事的，三年换
届。每年推选三名香头（一年一换），香头负担转灯活
动的各种支出，所以香头必须是钱粮充裕，具有一定
经济实力的人。而且，他还要有威望，喜欢这个活动，
有组织能力。

转灯有三种：八卦灯、地藏灯、九曲黄河灯。其中
八卦灯的规模最大，转灯场走的路也最长；地藏灯次
之，黄河灯规模最小。三年一轮回，第一年是八卦灯、
第二年是地藏灯、第三年是九曲黄河灯，第四年又是
八卦灯……如此循环往复。

灯场用秫秸扎成把，按照该年灯阵的种类，把秫
秸把按顺序栽在地里，秫秸把高约一米二三。秫秸把
用五色纸包裹，秫秸把顶上是用绿色彩纸剪制的荷

叶，再上面放一灯碗，灯碗
是用当地的坩土捏成的，直
径七八厘米。碗内放上油，
这油是当地产的杏核油或
核桃油。在灯碗中再放上
用棉花捻成的“灯捻儿”。

秫秸把要根据灯阵的
类型在场地布置，用秫秸把
的数量也根据灯阵种类而
定，例如九黄河灯要用365
个秫秸把，代表一年的365
天。转灯活动结束以后，要
把秫秸把和灯碗都保存起
来，以备来年转灯活动时再
用。秫秸把和灯碗经过一
年的时间，由于使用、保存、
搬运及自然气侯的侵蚀，必
会有一些损失。因此，在新
的一年要重新制作新的秫
秸把和灯碗，为转灯的第二
轮回所用。

转灯：香头负责点灯、
拨灯。放三声响铳，然后鞭
炮齐鸣，转灯开始。总管手
持黄旗头前指挥，两面铜锣

开道，八面大鼓擂得惊天动地，并配有钹、铙等响器，
敲鼓、欻钹都要耍出花样，声音响、气势大、姿势优
美。还有乐队班（吵子会），有笙、管、笛、箫、唢呐、云
锣等，一边转灯一边演奏。还有八人分别持金瓜、钺
斧、朝天蹬，女香头双手高擎香炉，抬着娘娘驾（轿子
里坐着纸糊的娘娘），欢快的乡亲们在后面有秩序地
随着节奏，唱着、跳着。由总管指挥，在灯场中每转一
段，都要停下来表演一番。

转灯会中还有中幡，幡高四五米，黄伞，伞直径一
米有余，另外还有耍狮子表演，但他们不进灯场，只在
场外。因为他们运动的幅度较大，避免在表演中碰触
灯碗中的明火，以免发生危险。转灯会要到后半夜才
能结束，群众载歌载舞，欢呼、跳跃，快乐异常。

布置灯场的人，也包括帮忙的群众，每年还要由
香头请一顿饭吃。吃的是用玉米碴子熬得很糨的粥，
晾凉以后切成大块，人们也不用碗筷，直接用手捧着
就吃了。

转灯活动一般从正月十四到十六举办三天，灯场内
蜿蜒曲折，盘曲环互，如同迷宫一般。人们要从入口进
去，从出口出来，在场内如不迷失方向，不走重复路线，
顺利走出者，据说会在新的一年里事事顺利，天天顺
利。一般没有经验者或妇女、儿童、老年人要有人领着
才能顺利地走出来。在灯场里，人们可以燃放爆竹烟
花，整个灯场一片灯火，五光十色，与村里照红了天的两
个大火炉（旺火堆）相呼应，爆竹声、鼓乐声、欢笑声交织
在一起，整座山村都沉浸在一片祥和喜庆的气氛之中。

转灯场活动尤其受到年轻妇女们的喜爱，据说从
灯场内“偷”一个碗拿回家去，摆放在自己卧室的床头，
可以生儿子，因为“灯”与“丁”谐音。看灯场的人如果
发现了也不去制止，再补上一盏备用的灯就是了。

转灯场突出了正月十五闹元宵的“闹”字，是非常
典型的传统民间文化中的游艺项目。村里中等以上
的人家，条件稍微好一点的，亲戚们老早就来了。正
月里各村的戏也多、花会也多，有时还常到外村走
会。村里有亲戚的便住在亲戚家里，白天看戏、晚上
看灯，有时还去跟着走会，民风朴实、热烈。这只苦了
家中的主妇们，她们大多是这个家中的媳妇，她们要
在家中仔细地料理一日三餐，热情地款待那些外村来
看热闹的亲戚们。

正月十五转灯场活动，在京西山区非常普遍，爨底
下、塔河、灵水、上下清水、杨家峪等村，都有这种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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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北京最热闹的节日不是春节，而是元宵节。这
一天是新的一年第一个月圆之日，同时也是过大年活
动的结束，因而备受人们的重视。过元宵节在北京称
为“闹元宵”，这个节日的特点就是一个“闹”字，意思
是尽欢尽乐，因而被称为“中国的狂欢节”。

老北京过元宵节是从农历正月十三到正月十七，
北京的老百姓要整整娱乐五昼夜。传统的老北京元
宵节活动主要由花会、灯会、吃元宵三个部分组成。
元宵节又叫“灯节”，观灯是元宵节组要活动之一。前
门一带自明清时期就盛行举办上元灯会，为此还留下
了清朝乾隆皇帝每逢此日奉母观灯，大行孝道，与民
同乐的传说。老北京最热衷于挂花灯的是店铺，以糕
点铺、布铺、绸缎庄为主，它们挂出制作精巧大小、高
矮、方圆形式不等的花灯，有传统的纱绢、玻璃、羊角
灯及西洋灯款式之别。上面绘有古代历史和传说故
事，如列国、三国、西游、封神、红楼、水浒、聊斋、精忠
传、三侠五义等，或花卉(兰、菊、梅、竹)，或飞禽走兽
(鸾、凤、龙、虎、虫、鱼)等无不颜色鲜美、妙态传真。
早年地安门外大街的聚盛公干果铺，还经常搞冰灯展
览，惹来大批群众围观。“前门上元灯会”已被列入北
京市东城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北京市每年元
宵节的保留项目。节日当天，这里的花灯展示、传统
民族手工艺表演展给百姓带去了浓厚的年味儿。

清《月日纪古》卷一记载：“燕城正月十六夜，妇女
群游，其前一人持香辟人，名辟人香。凡有桥处，相率
以过，名走百病。又暗摸前门钉，中者兆吉宜子。”正
月十六走百病，盖妇女藉此节日可以走较远的地方，
实为一种健身活动。而已婚不孕的妇女，摸城门钉，
取“添丁”之意，希望来年可生子。清李孚青《都门竹
枝词》：“女伴金箍燕尾肥，手提长袖走桥迟。前门钉
子争来摸，今年宜男定是谁。”平日里大门不出二门不
迈的大姑娘、小媳妇，在这一天的晚间，也可以成群结
伙地去逛大街了，“走桥去百病”、“摸门钉”等活动，成
为了老北京过正月十五的风俗。

这一天，京西几乎村村有活动，人人都参加，犹如
狂欢。不同地区活动的形式和内容又有不同。门城
地区正月十五，几乎家家户户都在门前挂上自家的花
灯，其中以大峪村、琉璃渠等几个古商业街最为热闹。

元宵节期间，大峪村后街郝家门口、中街谭家门
口等五个地点各搭起20多平方米灯棚一座，每个灯
棚从中间隔成两间，里间供奉三官画像，桌上有供品，
村民可以随时进灯棚祭拜，主要是祈求来年风调雨

顺，平平安安。灯棚门口有一副对联写着“不接不送，
不参不拜”。棚外搭建大“坛儿火”（大煤块垒砌，外层
糊泥的火炉），坛儿火码得像人形，燃烧时火苗从造型
的鼻、眼、口、耳等处冒出。坛火的现实作用是供人们
观灯取暖、照明、烘托气氛。村里管理灯笼的“灯会”
组织发给每户灯笼和蜡烛，灯笼上都画有各式各样的
图案，有水浒故事，三国故事、西游记故事等，灯笼挂
在家家户户门口。是日晚，村里的花会、高跷会、小车
会、太平鼓和五虎少林会同时分别从村东头出发进南
街、村西头出发走北街，游街表演。会档走到灯棚处，
要拜三官，就地表演。临街有钱人家都在自家门前置
办茶桌，摆放茶水、点心供走会表演人员享用，会档要
停下来表演一番，对路桌主人表示感谢。大峪村会档
多，村子大，走会很有名气，每到正月十五附近来看走
会的人很多，本村各户亲友也选择正月十五来串亲戚
凑热闹。

琉璃渠村前街再看历史上是一条长达1公里的
古商业街，沿街店铺鳞次
栉比，有近100家之多。
元宵节时，各家店铺除在
自家门前高挂花灯外，还
把花灯挂在村口的过节
楼上。高大的过街楼挂
满了各色花灯，异彩缤
纷，十分好看，故此村民
又把过街楼称为“灯阁”。

门城地区的龙泉雾、
西龙门、门头口、东西辛
房、城子等村，节日期间活
动规模都很大。届时，街
道上被挤得水泄不通，成
为京西一景。一般是正月
十四各档花会开始踩街，
十五、十六正式走会。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
期，门城曾恢复了正月十
五闹元宵的民俗活动，第
一年搞了花灯游街活动，
后来不游街了，改为在滨
河公园、黑山公园搞花灯
展，人们至今记忆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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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月 十 五

闹 元 宵

元宵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元”，开始；“宵”，夜晚。
这是新的一年里第一个月圆之夜，人们欢乐以庆，祈盼全
年幸福。将这一天作为节日，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汉代就
开始了。汉文帝时下令，定正月十五为元宵节；汉武帝
时，将祭祀主宰宇宙一切之神“太一神”的活动定在正月
十五；司马迁创建“太初历”时，就已将元宵节定为重大节
日。关于元宵节的来历，在民间有多种说法：

其一：元宵节观灯始于东汉明帝时期。汉明帝提
倡佛教，听说佛教有正月十五僧人观佛舍利、点灯敬佛
的做法，就命令这一天夜晚在皇宫和寺庙点灯敬佛，令
士族庶民都挂灯。此后，这种佛教节日礼仪逐渐成为
了民间节日。

其二：起源于道教“上元节”。正月十五是道教信
奉的上元一品赐福天官紫微大帝的诞辰，天官主管赐

福人间，故而燃灯以庆，祈盼天官赐福。
其三：西汉初年，刘邦死后，吕后之子汉惠帝刘盈

生性懦弱，汉惠帝死后，吕后独揽大权，要把刘氏天下
变成吕氏天下。齐王刘囊联合朝中老臣平定了“诸吕
之乱”，拥刘邦的次子刘恒登基，称汉文帝。汉文帝把
平定“诸吕之乱”的正月十五定为与民同乐日，京城里
家家张灯结彩，以示庆祝。从此，正月十五就成为了一
个普天同庆的民间节日。

京西流传着一则故事：昔日，上天眷顾大地，人间
年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麦子、谷子、玉米一个杆上长
几个穗子，家家囤满仓实，猪羊满圈，肥得流油。玉皇
大帝十分得意自己的杰作，想得到人间对他的敬仰和
夸奖，派太白金星下界考察人间生活。太白金星化作
一个乞丐，到一家乞讨。这家女主人说：“真不凑巧，我

刚刚用一张烙饼把孩子拉在炕上的屎擦掉，你看那张
饼还能吃吗？”太白金星受到如此侮辱，看到人间如此
糟蹋宝贵的粮食，十分恼怒，于是将实情禀报了玉皇大
帝。玉皇大帝盛怒之下，决心要惩罚人间。他令天下
稻菽只长一穗，并且年年降临风雪水旱虫病等灾害，让
人间付出几倍的努力才能得到粮食，还让大火降临人
间，惩罚暴殄天物的人们。三官神知道后，为保护人
类，从中周旋。正月十五天帝视察，见下界大火熊熊，
狂呼呐喊，以为人间得到惩罚，此案已结，不再过问。
实际是人们依着三官神的嘱托，村村升坛儿火、家家点
灯笼，燃放鞭炮，花会表演，摆设灯阵，锣鼓喧天，人声
鼎沸，骗过了天帝。自此每逢正月十五，人们都要祭拜
天官、地官、水官，拼命热闹一番，积习成俗。但是得到
粮食却十分困难了。

元宵是元宵节的当令食品。吃元宵的习俗源于何
时何地，说法不一。一说春秋未期，楚昭王复国归途中
经过长江，见有物浮在江面，色白而微黄，内中有红如
胭脂的瓤，味道甜美。众人不知此为何物，昭王便派人
去问孔子。孔子说：“此浮萍果也，得之者主复兴之
兆。”因为这一天正是正月十五日，以后每逢此日，楚昭

王就命手下人用面仿制此果，并用山楂做成红色的馅
煮而食之。还有一种说法，元宵原来叫汤元，到了汉武
帝时，宫中有个宫女叫元宵，做汤元十分拿手，从此以
后，世人就以这个宫女的名字来命名。这两个传说不
见史料记载，都不足为信。

元宵是用糯米粉做成的圆形食品，从种类上可
分为实心和带馅的两种。带馅的又有甜、咸之分。甜
馅一般有猪油豆沙、白糖芝麻、桂花什锦、枣泥、果仁、
麻蓉、杏仁、白果、山楂等；咸馅一般有鲜肉丁、火腿丁、
虾米等。用芥、葱、蒜、韭、姜组成的菜馅元宵，称“五味
元宵”，意寓勤劳、长久、向上。

元宵的制作方法很多，南北方有很大的差异。南
方做元宵时，先将糯米粉用开水调和成皮，然后将馅

“包”好；北方做元宵，先把馅儿捏成均匀的球，放在铺
有干糯米粉的笸箩里不断摇晃，不时加入清水使馅沾
上越来越多的糯米粉，直至大小适中。元宵大小不一，
大者如核桃，小者若黄豆。

元宵的吃法亦很多，可水煮、炒、油炸、蒸等。实
心的小元宵若加酒酿、白糖、桂花煮食，风味独特，宜
于兹补。 袁树森/文

元 宵 节 来 历 的 传 说

幽默是一种迷人的风度
——读黄永玉《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有感

在阅读黄永玉著的《沿着塞纳河到翡
冷翠》这本书之前，我并不熟悉黄永玉。偶
然的机会，读白岩松的《幸福了吗？》，他在
书中赞叹黄永玉文章写得好，后来看到黄
裳写的序，他也认为黄永玉的画外功夫，以
散文为第一。何况，这本书的名字又如此
诱人：《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我曾经去过
巴黎，就住在塞纳河附近，对那个地方有种
油然而生的亲切感。

最初不知该怎么形容我阅读的感受，
可以说唇齿留香，也可以说爱不释手，清新
的文字，精致的插画，优质的装帧，厚朴的
纸张，由内而外，无一不令人舒服愉悦。我
把它装在手袋里，走到哪儿翻到哪儿。曾
经带着它看黄永玉画展，现场对比插画与
原作的细部差异，也多次推荐、赠送给爱读
书的年轻人，甚至一买再买新的版本，送给
自己作为生日礼物。喜欢一本书原来可以
喜欢到这个程度。

后来，我仔细想了想，其实是书中散发
的洒脱而幽默的人生态度迷住了我。一个
耳顺之年的老爷子，在异国的街头支起画
架，旁若无人地画自己的画，本身就是一幅

动人的画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何况这
是一个有趣的老爷子，他以练达为武器，有
趣地解剖自己，也有趣地诠释人情与世
故。读着读着，会忍不住笑出声来。

对于徐志摩，他是这样评价的：“徐志
摩写过英国、意大利和巴黎，他的极限的功
绩就是为一些有名的地方取了令人赞叹的
好名字：康桥、香榭丽舍、枫丹白露、翡冷翠
……徐志摩笔下的巴黎，不如说是巴黎生活
中的徐志摩。”对于围观的人群，他这样描
述：“写生的时候，忽然一群罩着五颜六色花
衣裙的大屁股和穿着大短裤的毛手毛脚的
背影堵在我的面前。我这个人活了这么大
把年纪，可真没有见过罐头式的齐整、灿烂、
无理的障目之物有这么令人一筹莫展的威
力。”他善意地讽刺时髦的附庸风雅：“我在
卢浮宫亲眼看到夫妇俩指着伦勃朗画的一
幅老头像赞叹地说：啊！蒙娜丽莎！而真正
的那幅蒙娜丽莎却是既被双层的玻璃罩子
罩住，又给围得水泄不通。”他自嘲身上顽固
的劣根性：一个漂亮的法国姑娘殷勤地送上
一杯水，喝不喝呢？应该没下“蒙汗药。”姑
娘走后，他下意识地摸摸后裤袋的烟皮包在

不在。窗外飞进一只金丝雀，他马上想的是
“关窗！”看到满地的鸽子，颇不习惯。“为什
么不捉起来呢？”“捉起来”才合乎常规。他
推荐一名意大利作家写的《意大利人》：“这
位活了七十六岁的意大利人意大利风格地
介绍意大利，几乎信口开河，随手拈来，占了
自己是意大利人的方便。”他初认识一位意
大利朋友，便邀请人家来家里吃饭，结果客
人吓坏了，战战兢兢地吃完一顿饭，连忙给
太太打电话报平安，因为人家没有一认识就
请到家里吃饭的习惯。他在一所教堂前作
画时一不小心救了一名晕倒的老太太：“登时
引起人群一阵欢呼。神父念念有词，用他的
右手在我的面前指指点点弄手脚，我明白这
是对我的感谢而非跟我斗法。人们环绕着
我，无数虔诚的眼神，就在十步不远的教堂内
的壁画上见过太多。这当然使我得意了好几
天。我不能和雷锋比，他风格高，做了好事一
点都不说出来，只清清楚楚写在日记里。”嗯，
他也谈到旅游景区昂贵的小店：“铺子里的东
西不是随便说买就买的。你得有胆量走进
去，还得有脸皮走出来。”圣契米里亚诺小城：

“酒店门口站着两三只全须全尾的野猪标
本，墙上挂着鹿头以广招徕。自然还有种类
软得像羽绒枕头，硬得像噩梦般的可口面
包，以适应各类型号的牙齿和嘴巴。”

还有不经意流露出的人生智慧与诗
意，轻轻敲在人的心坎上。谈在西耶纳的
感受：“隔着老玻璃窗看雨，听雨；看雪，听
雪声簌簌落。”谈幽默与政治：”聪明智慧与
典雅的风度同在，那便是个太平岁月。”谈
在翡冷翠的感受：“第一次踏进这家铺子我

就备感亲切。任何一种环境或一个人，初
次见面就预感到离别的隐痛时，你必定爱
上他了。”谈到考证癖令人扫兴：“姑妄言
之，姑妄听之是一种晋入化境的乐事，某些
事情的认真仿佛泼了人一身带腥味的黏
液，洗刷好久也不自在。”谈到闲聚：“鸟吃
饱喝足了，一齐聚在沙洲荒渚上干什么？恐
怕也是图个聚在一起的快乐，一种恬静的信
任吧！在一起而没有明确的目的，那是很舒
服写意的事。”他感慨自己负重作画：“唉！
人时常为自己的某种自以为快乐的东西而
历尽煎熬。背负着这些东西的时候，我想起
了唐三藏。”他也谈到读书：“我这个老头子
一辈子过得不那么难过的秘密就是，凭自己
的兴趣读书。世上的书只有有趣和没有趣
两种。有益和有害的论调是靠不住的。”

自然，书中的配画亦深得我心。翡冷
翠无缘得识，巴黎是待过二十天，书中的那
些水彩画鲜活地再现了巴黎之神韵。塞纳
河畔的梧桐树、小书摊，金碧辉煌的亚历山
大三世桥，罗丹雕塑的巴尔扎克像，似乎都
来来去去晨昏相亲了无数遍。也喜欢老爷
子在翡冷翠作的那些塑胶彩画：《退休的快
乐王子号》《达·奇故居的后院》《中世纪庭
院》等。明明是油画的技法，却画出了水彩
画的轻盈，透着那么一点子明媚。

最后，作为一名资深文艺女中年，我想
说，跟这本书最搭的读法是在旅途中，顿生
海阔天空、豁然开朗之感。那首诗怎么说
的来着？“不知何处有天涯，四季和风四季
花，为爱晚霞餐海色，不辞坐占白鸥沙。”
对，就是这样。 王玉珍/文

推荐一本好书区文化委员会
区图书馆协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