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喜 乐 元 宵
昨日是农历正

月十五元宵节，各地群
众在丰富多彩的民俗
活动中感受祥和喜庆
的节日氛围，迎接元宵
节的到来。

又是一年元宵佳节。元宵节是中国传统节日之一，在
很多人的观念里，“过了十五才算过完年”，有的地方则直接
将元宵节称为“小年”。

元宵节是怎么来的？作为节令美食，汤圆和元宵有哪
些不同？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讲师贺少雅介绍，元宵节
作为年节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春节的压轴节目，其地位的凸
显与正月初一“岁首”的确立有密切关系。

至于人们喜欢吃的元宵、汤圆，外形相似但制作方法略
有不同。民间有“包”汤圆“滚”元宵之说。此外，有的地方
会在元宵节吃生菜，寓意“生财”。

●元宵节是怎么来的？

关于元宵节的起源，民间有多种说法。其中比较
有影响的一种说法是，元宵节源于汉武帝在正月上辛
日到甘泉寺燃灯祭祀太一神。

贺少雅说，《史记·乐书》载：“汉家常以正月上辛祠
太一甘泉，以昏时夜祠，到明而终。常有流星经于祠坛
上，使僮男僮女七十人俱歌。”

她认为，元宵节的起源涉及复杂的历史文化元素，
诸如传统的生产生活周期、天文历算知识、民间对月亮
的信仰以及“年”的时间体系等。

自汉代“太初历”制定颁行后，正月十五之夜即成
为了新年的第一个月圆之夜，正是这一轮圆月，寄托着

人们对于农业风调雨顺、生活幸福美满的美好期许。

●它是年节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的很多传统节日都依托自然时序而来，比如清明
节与清明、端午节与夏至、中秋节与秋分、冬至节与冬至等。

但贺少雅表示，元宵节并未与特定的时序相对应。元
宵节作为年节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春节的压轴节目，其地位
的凸显与正月初一“岁首”的确立有密切关系。

正因为正月初一岁首的确立，正月十五的圆月才具有
了“一年明月打头圆”的特殊意义。

●“闹”是元宵节的节日主题？

春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大节，一般来说包括忙年（迎
年、迎新春）和辞年（辞旧年）两个部分，时间上一般从农历
腊月初八开始到正月十五结束。

“闹”是元宵活动的主题，“闹”的形式多样，游人喧哗、
锣鼓喧天、灯火光彩。

明清时期，老百姓将元宵节过得热闹非凡，各种响器、
歌舞竞相上演。顾禄《清嘉录》记载清代苏州“元宵前后，比
户以锣鼓铙钹，敲击成文，谓之闹元宵”。

除此之外，还有放焰火。清雍正《朔州志》记载，民间
“架鳌山，烧旺火，张灯放花，群相宴饮”，名之为“闹元宵”。
经此一“闹”之后，人们再度回归到生活的日常。

●“汤圆”“元宵”傻傻分不清楚？

元宵和汤圆外形相似，但制作方法却有所不同。
贺少雅介绍，明代以后，宋代时所称的圆子类节令食物

又被称为汤圆、元宵。“元宵”的叫法主要流行于北方地区，
南方地区较多称为“汤圆”。

《清稗类钞》云：“汤圆一曰汤团，北人谓之曰‘元宵’，以
上元之夕必食之也。”就制作方法而言，民间有“包”汤圆
“滚”元宵之说。

二者在馅料上也有一些不同，元宵多为甜馅，有豆沙、
黑芝麻等；汤圆则甜、咸、荤、素馅皆有，例如水果、肉类等。

随着时代的发展，元宵和汤圆的馅料更加丰富，有些商
家推出了各种新奇口味的元宵，有的还推出了低糖、木糖醇
汤圆。

●元宵节是中国古代的“狂欢节”吗？

元宵节被誉为中国古代的狂欢节，其狂欢性是传统节
日中不多见的。

古代城市例有宵禁的规定，入夜有执金吾（仪仗棒
者）执勤。但元宵节时，官方给予假期、特许夜游，以便于
观灯。这时，官民士族、男女老幼走出家庭，饮宴玩乐、赏
灯夜游。

唐代刘肃《大唐新语》载：“神龙之际，京城正月望日，盛
饰灯影之会。金吾弛禁，特许夜行。贵游戚属及下隶工贾，
无不夜游。”

另外，古代元宵节时女性可借节日之机走上街市、畅游
玩耍。也正因这种狂欢，男女青年在此时得以结识，许多文
艺作品都描写了元宵节时发生的爱情。

宋代欧阳修《生查子·元夕》中写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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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泪满春衫袖。”

●元宵节俗何时出现？

元宵节的定型时期，学界尚有争论。但一般认为，汉魏
六朝时期，已经出现元宵节俗，唐宋以后，元宵节俗伴随着
城市生活的发展而逐渐繁盛，诸多节俗传承至今。

比如张灯。《如梦录》记载明代开封一带：“诸王府、乡绅
家俱放花灯，宴饮。各家共有大犁（梨）园七八十班，各街庙
宇俱有灯棚，各家俱放花灯，门前俱点门灯，争放花炮。”

耍社火亦是元宵节习俗之一。社火是一种歌舞杂耍以
娱神娱人的活动。至今，在河北、山西、甘肃等地，元宵节耍
社火仍然是年节的重要活动。

贺少雅举例道，河北井陉县桃林坪花脸社火，属于武术
社火，主要以表演古典名著中民众耳熟能详的片段为主，此
外还有跑阵仪式。

●为何此时要“走百病”？

古代还有正月十五“走百病”习俗（或叫散百病、走桥
等），即元宵节晚上妇女们相约结伴出游，见桥必过，认为这
样能祛病延年。

明代刘侗《帝京景物略》中有：“妇女相率宵行，以消疾
病，曰走百病，又曰走桥。”

每逢元宵节，一些地方有拜紫姑的习俗。紫姑是古代
妇女拜的“姑娘”神。迎紫姑习俗自南北朝时期就已存在。

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说：元宵“其夕，迎紫姑，以卜
将来蚕桑，并占众事。” 综合

2023“老字号嘉年华”暨“惠享山东消费年”活动昨日在台东步行街启动。

▲1月31日，游客在青岛
台东步行街赏花灯、猜灯谜。

记者 刘瑞东 摄

◀1月 31日，台东步行街
游人络绎不绝，民间艺人制作的
小动物糖画深受小朋友喜爱。

记者 刘瑞东 摄

▼昨日，青岛天后宫新正民
俗文化庙会热闹开场。青岛市民
俗博物馆为游客准备了有奖灯谜
竞猜、拉洋片等多彩活动。

记者 盛军 摄

天南海北
天南海北闹元宵

2月5日，人们在贵州省锦屏县隆里古城参加“花脸龙”巡游。

2月4日，河北唐山河头老街景区民间艺人在表演打铁花。

2月5日，小朋友在宁夏固原市隆德县社火展演中进行舞狮表演。

在元宵节到来之际在元宵节到来之际，，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台江县举办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台江县举办20232023年苗族年苗族““舞龙嘘花舞龙嘘花””非遗活动非遗活动。。 本组图片均据新华社发

元宵节里的小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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