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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中的元宵节，总是被五
彩斑斓的灯火填满，那是独属于
节日的温暖与热闹。

当夜幕铺展开来，父亲会牵
着我的手，带我去看花灯。街上早
已成了花灯的海洋，五彩的光芒
交相辉映，照亮了夜空，也照亮了
幸福的脸庞。憨态可掬的兔子灯，
眼睛红彤彤的，仿佛在好奇地张
望着这个热闹的世界 ；威武霸气
的老虎灯，额头上的“王”字格外
醒目 ；还有寓意团圆的圆形灯，
宛如一轮轮迷你的明月，绘满了
精美的图案。嫦娥仙子衣带飘飘，
向着月宫飞去……

我们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穿
梭。孩子们挥舞着花灯，像一群快
乐的小精灵。卖糖人儿的摊位前，
总是围满了孩子，师傅熟练地用
勺子舀起熔化的糖稀，在木板上
飞快地勾勒出各种形状，不一会
儿，一只栩栩如生的糖蝴蝶便诞
生了。那香甜的气息弥漫在空气
中，混合着花灯的香气，构成了元
宵夜独有的味道。

有一年，邻家阿婆的屋子却
有些落寞。母亲特意多煮了些元
宵，让我给阿婆送去。阿婆打开
门，看到我手中热气腾腾的元宵，
眼中被惊喜与感动填满。阿婆拉

着我坐下，在昏暗的灯光下，讲起
了她年轻时的故事。

那时，每到元宵节，全家人都
会早早地忙碌起来。孩子们负责
收集制作花灯的材料，阿婆和丈
夫则一起准备元宵的馅料。一家
人围坐在一起，有说有笑，共同制
作花灯、包元宵。阿婆的眼神中闪
烁着光芒，仿佛那些美好的时光
就在眼前。后来她的孩子们渐渐
长大，为了梦想去了远方，阿婆的
元宵节便只剩下了她自己。      

就在这时，门外传来一阵喧
闹声。原来是左邻右舍得知阿婆
独自过节，纷纷带着自家做的元
宵和花灯来到阿婆家。大家一拥
而入，小小的屋子瞬间热闹起来。
有人把带来的花灯挂在墙上，有
人将元宵放在桌上，屋里的灯光
似乎也变得明亮起来。大家围坐
在一起，吃着元宵，分享着生活的
趣事。阿婆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
笑容，眼中闪烁着泪花。这一刻，
没有了孤独与冷清，只有邻里间

真挚的情谊与温暖。笑声在屋子
里回荡。

如今，岁月流转，我已离开
家乡，在城市的喧嚣中为生活奔
波。但 闹 元 宵 的 记
忆却从未褪色，
反而在时光
的打磨下
愈 发 清

晰。那些温暖的灯火、香甜的元
宵，还有邻里间真挚的情谊，如
同璀璨的星辰，照亮了我的人生
之路。 

一轮圆月高悬似明灯，总能
照亮心中最柔软的角落，让我在
这喧嚣的世界中想起亲爱的故
乡——苏东的一个小村庄。

故 乡 的 元 宵 节，是 从 一 锅
热气腾腾的烊粉糊开始的。小
时候，每当元宵节临近，母亲就
会提前准备制作烊粉糊的各种
食材。糯米粉是必不可少的，那
是去年秋收时专门为元宵节留
的，经粉碎后散发着淡淡的米
香。除了糯米粉，还有花生、红
枣、荸荠、慈姑等配料，这些食
材被母亲仔细清洗、浸泡，像是
在为一场盛大的节日仪式做着
准备。

元 宵 节 当 天 午 后，炉 火 被
点燃，锅里加满了水，水开后，
母亲将调制好的糯米粉倒入锅
中，用勺子轻轻搅动。随着水温

的升高，米糊开始变得软糯黏
稠，米粉香也逐渐弥漫开来。接
着，花生、红枣、荸荠、慈姑等配
料被依次加入锅中，它们在滚
烫的米糊中翻滚、交融，仿佛在
诉说着对这个节日的期待。

我们兄妹三人总是迫不及
待地守在厨房门口，眼巴巴地
望着锅里的烊粉糊。母亲一边
煮着，一边叮嘱我们不要着急。
她告诉我们，烊粉糊的精髓在
于慢煮慢炖，只有经过足够的
时间，各种食材的味道才能充
分融合，熬出的粥糊才会香甜
可口。

终于，经过漫长的等待，母
亲揭开锅盖，将过年时吃剩的
年羹、年糕依次放入锅中，同时
加入野菜、豆腐干等。母亲边添
加边说，年羹吃完了，表示年头

就过去了，生活要回到平时状
态了。可我们哪管得了这些，我
们只盼着锅里的烊粉糊早点变
成我们碗里的美食。

十 分 钟 后，母 亲 再 次 揭 开
锅，一锅热气腾腾的烊粉糊终
于出锅了。上面浮着一层薄薄
的油脂，那是花生在熬煮过程
中释放出来的。红枣被煮得软
糯，轻轻一咬，甜滋滋的枣肉就
化在嘴里 ；而糯米粉更是吸饱
了各种食材的精华，每一口都
充满了浓郁的香味。

我们一家人围坐在餐桌旁，
每人面前一碗烊粉糊。热气在碗
上袅袅升起。粥糊的香甜在舌尖
上蔓延，温暖着我们的胃，更温
暖着我们的心，一股浓浓的幸福
感和乡土乡情弥漫心间。

故 乡 的 元 宵 节，还 有 一 种

独 特 的 习 俗 —— 炱 田 角 落。吃
罢烊粉糊，伴随着夜幕降临，人
们 来 到 田 间。当 时，农 民 都 有

“炱田角落”的习俗，即将大年
初一至正月半积聚的垃圾放到
自家耕种的秧田堆起，用火点
燃，再点燃稻草把，然后手持稻
柴火把，在田块四周兜转，口中
念念有词“炱炱田角落，牵砻要
牵三石六”，以祈求新的一年风
调雨顺、五谷丰登。

如 今，伴 随 着 城 乡 一 体 化
的推进，故乡的房子早已被幢
幢 高 楼 所 替 代。但 每 到 元 宵
节，那些记忆就会如潮水般涌
来。吃 着 粉 粉 糯 糯 的 汤 圆，总
觉得没有母亲做的烊粉糊那么
香 甜 ；在 街 头 看 到 花 灯，总 觉
得 缺 了 点 小 时 候“ 炱 田 角 落 ”
那种意趣。

最 忆 元 宵 故 乡 情，那 是 一
种深深的眷恋，是一种无法割
舍的情感。无论我走到哪里，无
论我身在何方，故乡，都在我心
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元宵节，是
我心中永恒的节日。

童年的味道
◎刘德森

元 宵 节，不 仅 仅 是 一 日 之
庆典，更是连接过去与现在的
无形纽带，将我引领至那记忆
深处的故乡。

还 记 得，我 们 那 庞 大 的 家
族，春 节 的 余 兴 未 尽，我 们
这 些 孩 子 便 迫 不 及 待
地 数 着 日

子，期盼着元宵节的到来。对于
那时的我们，元宵节既是嬉戏
的狂欢，也是味蕾的盛宴。

那 天 的 期 待，无 疑 是 母 亲
亲手制作的汤圆。她以石磨研

磨出细腻的糯米粉，再用黑芝
麻与糖为馅，精心揉搓成圆滚
滚的汤圆。煮熟后，那份香甜软
糯的口感，宛如母亲的爱，既温
暖又悠长。

煮汤圆通常在黄昏时
分，那会儿家中的小屋

总 是 弥 漫 着 热 腾 腾
的蒸汽。母亲一边添

柴，一 边 细 心 地 观 察 着
锅 中 的 汤 圆。待 汤 圆 在 水

中翻滚五六分钟后，便可以享
用。我们围在锅台旁，手中端着

碗，母 亲 逐 一 为 我
们盛上。那份充

满弹性的糯米
汤 圆，带 着 家
的味道，别有
一番风味。也
许，这就是母
亲的味道，纯
粹而真挚。

时 光 流
转，生 活 富

足，汤圆的种类也日益繁多。然
而，每当品尝买来的汤圆，总觉
得少了些什么。那个时代，土地
皆施用农家肥，虫害少，不打农
药，粮食纯净天然，米香四溢。
尽管那段时光渐行渐远，但这
种淳朴的故乡情怀，依然在心
中升腾，凝聚成美好的回忆。

每 逢 元 宵 节，我 总 会 回 忆
起那些无忧无虑的日子。那时
的 我 们，快 乐 而 简 单，母 亲 的
手，总是那么温暖有力。她用双
手为我们烹制出童年的味道，
也烹制出家的温馨。

岁月如歌，时光如梭。我们
长大后，离开故乡，踏上各自的
人生旅程。但无论走到哪里，家
乡的味道、母亲的关爱，始终如
影随形。正如那汤圆，无论何时
何地，一经品尝，便能感受到这
种深厚的故乡情怀。

汤 圆 里 的 故 乡 情，不 仅 是
一份食物的味道，更是一种文
化的传承、一种情感的寄托。

元夕夜（外一首）

■朱昱龙

月，半藏半现
烟火，散落满天
欢声笑语，杯盏交叠
鞭炮，把夜照亮
把静夜惊醒，把空气炸裂
花灯簇拥，百花齐放
只映得一片光辉

思乡

你总爱在元宵时分
挤进故乡的街巷
看那烟火绽放在夜幕
而今，你只能
品味那抹淡淡的思乡

花灯千树（外一首）

■陈赫

星辰被花灯译成彩色
那梦幻的模样
如同精灵在人间起舞
流动的水彩
拥有最幸福的轮廓
在夜色中，她们叫作温柔
 
盛开在街头巷尾
温暖的光晕中，映出了团圆
打开了微风里的面孔
人们用一次次的拥抱
说出了甜蜜的句子
 
花灯千树，是星河中的光芒
在照亮前行的路
宛如火种——
只要抬起头的人
都会找到故乡

汤圆传情

软糯的外皮
包裹着跳动的初心
甜蜜的馅料
勾勒着家的味道
那锅里翻滚的晶莹
像是春天的使者
每咬下一口，故乡
就近了一分
 
她们圆润的身姿
像是一家人，在紧紧依偎
而舌尖跳跃的温暖
是幸福在敲门
每次煮汤圆时
母亲总是流下眼泪
离家以后我才知道
每一滴，都叫作思念

猜灯谜
■王玉美

明月 悄然爬上檐角
灯笼 似点点流萤 散发着幽光
谜面 隐匿于红纸之上
等待 智者的灵犀 将谜底照亮
 
老者 轻抚银须 目光深邃
往昔的岁月 于脑海中浮现
小小的灯谜 如时光的钥匙
开启 尘封已久的回忆之门
 
孩童 眼眸闪烁着好奇的星光
小手 高高举起 似欲触摸苍穹
思维的火花 于空气中碰撞
在灯谜的世界 自由地翱翔
 
当谜底揭晓 欢呼 如涟漪散开
喜悦 瞬间盈满了整个夜晚
这欢乐的时刻 被岁月铭记
成为生命中 温暖的篇章

灯火人间
◎罗挡云

最忆元宵故乡情
◎龚惠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