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元宵节，赏动人明月，品最美诗词！

花灯元宵玉盘圆 喜看节日多欢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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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十三———正月十七，

焦村镇张村古村落非遗闹元

宵。只见参加表演的村民们，

高高兴兴装扮起来，以铜器、

大奉盅、曲剧折子戏、竹马旱

船、八卦秋千等非物质文化表

演的形式，热热闹闹庆元宵。

①老四官

②花米糖秋千

③划小车

④骑毛驴

⑤参加演出的演员

⑥划旱船

⑦曲剧演出

⑧八卦秋千

一年一度的元宵佳节到了。按中国民

间的传统，在这皓月高悬的夜晚，人们点起

彩灯、燃放灯焰、猜灯谜，全家还要聚在一起

吃元宵，同庆佳节。

我们从古人的诗词中来看看古代的元

宵节有多热闹吧。

《清玉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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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弃疾的这首诗，就是说在元宵节上邂

逅了一位久久寻觅

的女子，“众里寻他

千百度”说出了多少痴男怨女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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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唐代，平日里沉闷的气氛在元宵节这

一天被打破了。

绚丽多彩的元宵灯火将大地点缀得五

彩缤纷，姑娘的欢声笑语，为节日增光添彩。

古时候，人们为了驱逐黑暗的恐惧感，于

是灯笼衍生为具有驱魔降福、祈许光明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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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首悲伤的诗。去年元宵佳节，

花灯锦簇，我们还在一起约会倾诉绵绵

情意。

今年元宵佳节，只有花灯，你却不在我身

旁。与你别后心憔悴，美景不再，心有凄凄。

或许是经历了一些磨难后，才更会懂得

珍惜眼前人。

《元宵煮浮圆子》 宋·周必大

今夕知何夕，团圆事事同。汤官寻旧味，

灶婢诧新功。星灿乌云里，珠浮浊水中。岁时

编杂咏，附此说家风。

正月十五吃元宵，是由来已久的习俗。

“元宵”最早又被叫作“浮圆子”，生意人

还美其名曰“元宝”。

汤圆象征阖家团圆更美好，吃汤圆意味

新的一年合家幸福、团团圆圆。

吃元宵，忆亲人，这个习惯就一直延续

到现在。

《蝶恋花·密州上元》 宋·苏轼

灯火钱塘三五夜，明月如霜，照见人如

画。帐底吹笙香吐麝，更无一点尘随马。

寂寞山城人老也！击鼓吹箫，却入农桑

社。火冷灯稀霜露下，昏昏雪意云垂野。

元宵节，把酒问月，和它诉说陈年往事，

烦恼忧愁。

在明月如画前，即便有所惆怅，也不妨

暂时忘却，开怀地投入其中。

《京都元夕》 金·元好问

袨服华妆着处逢，六街灯火闹儿童。长

衫我亦何为者，也在游人笑语中。

元宵时节，到处都能碰到盛装打扮的游

人，大街小巷到处在舞

弄着花灯，孩童们互相

追逐打闹。

我这个穿着朴素

长衫的读书人做什么

呢？也在游人欢声笑

语的气氛中赏灯猜

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