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灯是年节的眼睛
年前岁尾， 是穿城而过的母

亲河最忙碌的时候。 五六年前，
河床上修起了几处梯级橡胶坝，
就连冬天也可以将上游来水拦蓄
起来。 河里常年有不低的水位，
整个河道一下子变得妖娆起来：
垂钓的老人多了， 虽说只是钓些
小鱼虾， 也足以让他们打发一些
闲散时间； 栖息的白鹭多了， 它
们或者涉水觅食 ， 或者振翅盘
旋， 河道一下子变得生机盎然；
最重要的是， 每年的春节灯会在
河道上绵延三四公里。 火树银花
不夜天， 夜晚河道两岸闪烁的霓
虹， 给我们平淡的生活抹上了不
少亮色。

而我们最喜欢的却是在河里
放河灯， 这也是八岁女儿最喜欢
参与的游戏。 放河灯前当然要制
作河灯， 这是一项启迪智慧的亲
子活动。 制作河灯的工艺和原材
料都特别简单， 一般都是用各色
的蜡光纸糊成的， 把一张正方形

的蜡光纸的四角粘起来。 在灯碗
里用泥捏成泥盘， 在阳光下暴晒
晾干后， 泥盘里加一些油。 灯芯
一般都是用麻绳做的， 这样的灯
芯， 燃烧时间长， 抗风性也强。
在放河灯前， 将河灯底部浸入蜡
烛油中， 然后趁蜡油没有凝固时

放在沙子上， 这样有些沙子就粘
在了河灯底部， 增加了河灯的重
量， 不容易被吹翻。 嫌麻烦的，
也可以直接在莲花形的厚纸上固
定一截小蜡烛， 这样更加方便。

我们家每年都会放河灯， 这
是我家进入腊月的例行公事。 三

个人三盏灯， 每个人亲自点燃自
己的河灯 ， 然后送上自己的祝
福。 我和妻的祝福大同小异， 每
年都差不多， 不外乎祝福家人身
体健康， 工作顺利， 孩子学习进
步。 而女儿就不一样了， 她的祝
福年年都在变： “上幼儿园时，
祈祷我们带她到省城去逛动物
园， 看看熊猫或者要我们买什么
玩具； 上小学了， 就祝福自己成
绩进步， 年年都考满分， 当第一
名。” 看着自己的河灯泛着红莹
莹的微光， 慢慢消失在我们的视
线里 ， 心里就会升起一股满足
感。 盏盏河灯， 盛满了人们的祝
福和祈祷。 红灯盏盏， 就像是满
天星子落入河中， 又好像万朵红
莲在太液池碧波之上争芳吐艳，
让人觉得特别温暖。

放河灯在我国源远流长， 不
过时间多在中元节， 而现在放河
灯只是一种形式， 时间点已经不
再重要， 大家看重的不过是河灯

祈福的功能罢了。 神州各地都有
江河， 因此燃放河灯的习俗也遍
布长城内外。 北方一般称为 “放
河灯”， 广东叫 “放火灯”， 南京
则称 “斋和孤”。 《金陵岁时记》
中记载： “金陵人家延伸舟次诵
经， 剪五色纸为荷花灯， 沿水放
之， 俗称斋和孤。” 广东人则把
放河灯与求子习俗联系在一起。
清人屈大均在 《广东新语》 卷九
中写道： “海丰之俗， 元夕于江
干放水灯， 竟拾之， 得白者喜为
男兆， 得红者谓为女兆。 或有诗
云： 元夕浮灯海水南， 红灯女子
白灯男。 白灯多甚红灯少， 拾取
繁星满竹篮。” 可见广东人在元
宵节燃放河灯， 这已经跟现在过
春节放河灯的习俗差不多了。

河灯是年节的眼睛， 亲情的
使者。 盏盏河灯声声祝福， 为自
己更多是为亲人。 当祝福充盈在
天地之间， 我们会时刻感知到那
份温馨， 那份期盼。

■家庭相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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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忠富 文 / 图

投稿要求如下：
工会岁月———以照片为由

头 ， 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
（以一个故事为主， 800字左右，
有1至3张相关图片）。

青春岁月———讲出您青年时
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 每篇 500
字左右 ，署名可尊重您的要求 。

家庭相册———以家庭照片的
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 （每
篇300字一张图）。

■征稿启事

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
老照片吗？ 您身边发生过
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 ？
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
的事情？ 如果有， 那就用
笔写下来， 给我们投稿吧。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本版邮箱： ldwbgh@126.com
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

光影文字里的文化追思
□刘昌宇

书书海海掠掠影影

故宫是当今世界上现存规
模最大、 保护最完整的古代皇
宫建筑群， 它不但是世界建筑
史上不可多得的精品， 也是中
华民族留给世人的一项人文瑰
宝。 如何看待和认识故官以及
蕴含在其间的文化价值？ 故官
博物院原副院长李文儒， 以时
间为经，以空间为纬，用思考和
感怀的笔触，回溯故宫600余年
的建筑史， 并结合自己多年对
这一古建筑群的深入研究 ，通
过图文结合的方式， 从文化追
思的角度，汇成了《故宫院长说
故宫》 这本雅俗共赏的大众读
本 ，以隽永 、深沉的笔调 ，将故
宫的前世今生一路娓娓道来。

本书不单用历史的眼光 ，
详尽地讲述了修建故宫的缘
起、 过程及其坎坷不平的命运
起伏，还从建筑美学的视角，全
面细致地分析了故宫的整体布
局 、架构 、建筑技艺和技巧 ，而
且， 还对蕴蓄在每一宫每一殿
之中的 “天地感应” 等建筑理
念，从传统文化的视野，予以了
精妙的解读。 李文儒以浸润着
哲思的华美之笔， 轻轻地拭去

明清两代斑驳的历史烟云 ，并
以探究者的身姿， 仰望着这座
气势恢弘、 雄伟壮观的庄严建
筑，在浮想联翩中感物伤怀，生
发出一系列的人文思考。 作者
以古文物专家的严谨， 从物质
和精神的层面， 对故宫的文化
价值予以了深度剖析。

从建筑本身而言， 故宫最
重要的是那条校正北京城、 进
出祡禁城的中轴， 所有重要的
高大的建筑都由中轴贯穿起
来， 中轴上最重要的是三台之
上的三大殿。 而三大殿中最重
要的是太和殿 ， 其余的殿阁 ，
一律以方正、 规矩、 条理、 秩
序来烘托， 强化和渲染天子宫
殿的稳固、 崇高与至尊。 而从
传统文化的角度而言， 中国古
代一直把天上的紫微星垣视为
凛然不可侵犯的威严象征， 那
么， 相对应的在地上修建紫禁
城， 不但顺应和契合了这种 “天
人合一 ” 的哲学思想 ， 而且 ，
也以地标的方式， 在构塑一个
民族的精神图腾方面， 进一步
确立了儒家文化的尊崇地位。

从这个意义上说， 故宫的

建成， 不仅是中华乃至世界建
筑史上无与伦比的精美之作 ，
更重要的是它对民族风情和传
统文化的传承和坚守， 从每一
块砖的烧制到每一片瓦的遴
选， 都原汁原味地体现出华夏
文明亘古悠长的中华特色。

在《故宫院长说故宫》朴实
生动的图解中， 跟随着李文儒
抛砖引玉式的文化引领， 虽然
从他端庄肃穆的文字里， 已然
嗅到了岁月的古朴和厚重 ，但
也从他抚今追昔的一次次凝望
和深思中， 感受到了故宫和故
宫文化谜一般的韵致。 目光在
行云流水似的文字里穿行 ，脚
步在每一殿、 每一阁的遗迹前
流连， 先前还在历史的感喟中
长吁短叹 ，感触 “乱世藏金 ”的
艰难与不易， 并为故宫起起落
落的命运揪心。 而翻过时光的
大书，揭开时代精彩的大幕，赏
读着李文儒诗一样曼妙的字
句 ，感受着他 “盛世藏宝 ”的一
腔豪情， 一种缘自于对民族和
文化的自信， 顿从那荡气回肠
的精神了悟中油然而生。

故宫是中华民族熠熠生辉
的文化地标， 潜藏在它身上的
美学意蕴和文化价值， 既有待
有识之士进一步挖掘和整理 ，
也期待着更多的人能加入到这
种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坚守中 ，
《故宫院长说故宫》给了大众这
种引领和自信， 身处盛世， 我
们完全也应该拥有这份自信。

———评《故宫院长说故宫》

□王曦彤 文/图

年， 是洋溢在女儿脸上的笑容， 是和妈妈一起依偎在爸爸大
树一样的温暖肩膀， 更是一家人幸福平安。

我家年味儿（二）
■图片故事

年， 是小托托兴高采烈地玩着摔炮， 更是被姥姥姥爷抱在怀
里的童年时光。

年， 是爸爸妈妈在窗边对游子的守望， 更是父母从年轻到老
去一起携手的陪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