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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闹”可谓是元宵节与其他传统节庆
日最大的不同点。春节是团聚、清明是祭
祖、端午是缅怀，七夕是祈福、中秋是团圆，
而元宵节却是热闹。在人们的心目中，元宵
节这一天尤其是这一天的夜晚，就是用来

“闹”的。所以在民间过元宵节素有“闹元
宵”的说词。

公元610年，隋王朝在东都洛阳的端门
街，进行了一次带有宣传式的庆祝正月十五
的艺术表演大会，表演节目包括舞台戏剧和
杂技。此前这些节目是专供皇室贵族们欣
赏的，比如从汉朝就开始流传的鱼龙舞戏，
舞者要在比目鱼、八哥鸟之间不断变幻形
象，舞戏兼有魔术、杂技以及群舞的特点。

会场的周长大约五千步，吹奏乐器的声
音响彻城市的天空。表演的群众包括了东
都的外籍人士以及东都各阶层、不分男女老
幼的普通百姓。

在农业社会里，从罢黜百家后形成的礼
法制度，一直没有适合所有人共同参加的群
众性盛会，唯独此刻，所有人可以无障碍地
观看各种表演，欢聚在一起。

这场“大业六年”元宵盛会，对于我国的
文化有很重要的意义，包括城市文明中的

“向大众提供欢娱”的精神。610年的元宵庆
典，从此拉开了中国人元宵节庆祝活动的序
幕。

公元713年2月7日，李隆基为了弥补前

一年登基时未进行元宵节庆祝活动和登基
庆典的遗憾，特别补办了一场“灯光嘉年华
会”。他下令打开长安的所有城门，燃放花
灯。随后，元宵节开始燃放花灯（即有固定
后悬挂的观赏花灯，也有飘到空中的燃放花
灯）。元宵节的庆典活动一般在正月十四至
十六举行，天黑就开始，天亮就散去。

到了宋朝，我国的城市文明有了进一步
发展。城市中不论少女还是老妪，都可以出
门观赏花灯，欧阳修的《生查子·元夕》描写
其中某人的一段故事，“去年此时，花灯夜市
如同白昼，月儿刚爬上梢头，我就来到约定
的地点等你；今年又到花灯夜市，你己不见，
我眼眶微湿，只能用袖口擦拭。”

辛弃疾则用电影镜头般的语言对元宵
节的盛景进行了描述：“烟花在带着湿气的
空气中燃放，落下的灰烬随风而动，如同星
儿坠落；风萧的声音不绝于耳，皎洁的月光
洒在地下，鱼龙舞者从黄昏开始舞动，直到
黎明才收歇散尽。”

在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中，元宵节扮演
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涵盖了丰富的文化符
号。热热闹闹的欢聚、喜庆团圆的节日气氛
里，传承着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

“正月十五闹元宵”，既是新年庆祝活动
的一个高潮，又寓意着新年已经度过，生活
开始恢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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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句话说得好：“烦恼本无根，不捡自然无；困惑本无
源，不究自轻松。”

深以为然，那些精神状态满分的人都明白，适当的遗
忘，不仅可以活得洒脱自在，内心也会日益富足，不烦恼于
纷繁复杂之事。人生顶级的自律，便是忘记年龄、忘掉过
去，将烦恼清零，方能过得幸福。

忘记年龄，挑战未来

年龄从来都只是一个数字，它无法操控我们的人生。
别让年龄减缓了你的速度，或者成为你前进的绊脚石。要
想走上一马平川的道路，不妨将它转化为垫脚石，助我们一
臂之力。

有位作家曾言：“我虽年届耄耋，内部零件也并不都非
常健全，但是我处之泰然。”

对于真正有追求的人来说，年龄从来不是限制他们前
进的借口，而是历经千辛万苦后从容抉择的自信。

一个人，只要下定决心去做一件事，有足够的自信抵挡
住外界的质疑，对梦想始终如一，且不止步、不放弃，未来那
片曙光终会为自己而来。

忘记恩怨，放过自己

仇恨就像一道魔障，倘若内心一直被它控制，容易压垮
身体，得不偿失。放下怨恨，放下执念，才能一身轻松。

正如有人在书中写到：“世事犹如书籍，一页一页翻过
去。人要向前看，少翻历史旧账。”人生如此，计较越多，困
扰越多；反之，忘掉过去，解脱自己。

抛却怨恨，往事清零，让日子过得自在随心。

忘记烦恼，笑对人生

人生不如意之事十有八九，烦恼是常有的事，我们需要
学会忘却它。

不去计较，何来烦恼？懂得释怀，自能心安。
人生不过数十载光阴，若是浪费太多时间去回想从前

的事情，只会平添烦恼，毫无益处。
人要学会朝前看，过去已成定局，与其画地为牢自成困

扰，不如翻篇释怀轻松上阵。斩断烦恼，笑对人生，才能心
无旁骛地拥抱现在和未来。

古语有云：“知忘是非，心之适也。”学会忘记，是一种境
界，更是一种智慧。 来源：新华网

忘记这些，

近年来，学者张柠转向小说创作，相继出版了多
部作品，《江东梦》便是其中的一部。这本书从当下
回望历史，书写战争背景下的众生相，既展示了全民
抗战的同仇敌忾，又深挖国难当头个体在民族大义
与个人荣辱之间的选择。

阅读《江东梦》，需要将其放在张柠整个创作中
来理解。《江东梦》是继《三城记》《春山谣》之后作者
书写百年中国史的第三部作品。《三城记》书写“80
后”出生及成长故事，立足当下；《春山谣》讲述20世
纪中期的历史，回望知青岁月，一直写到改革开放；

《江东梦》将视线投向更遥远的年代，即二十世纪三
四十年代那段战火纷飞的岁月。这三部作品勾勒出
百年中国历史的侧影。张柠的另一部作品《玄鸟传》
则是三部曲的补充，探究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从一
个侧面来强化百年中国史这一主题。

《江东梦》开篇，一座名为“德茂公寓”的建筑出
场，作者对其外貌进行了细致描摹，对其历史的来龙
去脉进行了认真考察，古老的建筑将历史感与沧桑
感慢慢带了出来。

从繁华到落寞，从萧条再到繁华，公寓见证着历
史的变迁与个体在时代中的浮沉。

小说从一个家族的逃难开始写起，一点点复原
当时的社会风貌与人情冷暖。从局部抗战到抗日战
争全面爆发，历史大幕拉开，故事一直讲到战争结
束。

《江东梦》主要围绕政界要员与富商两大家族展
开，涉及子辈、孙辈几代人构成的庞大家族体系。随

着情节推进，蔡氏家族人物纷纷出场，命运流转，演
绎出生活的复杂性。另一个家族里，富商董方均的
故事也慢慢展开。时局动荡中，他们不得不为保命

而逃亡，最后在蔡豪生的安排下，也住进了德茂公
寓。

世事的变幻莫测与命运的偶然性是小说反复书
写的主题。某个人突然离开，又突然回归；因时局开
始逃难，片刻休整安顿之后继续做生意；看似一切都
稳定了，情况又瞬息万变。故事里始终有战火在隐
隐燃烧，只是作家巧妙地将其分散在各处，通过各色
人物的交往、对话、书信、电报、电话以及心理活动，
将局势一点点呈现出来，是战争书写的新探索。

《江东梦》的可贵之处在于，以日常视角透视日
寇铁蹄践踏下的百姓生活，聚焦德茂公寓以及慈恩
堂这两个空间中避难的人们，彰显了深蕴在中国民
间坚韧顽强的生存意志。除了隐忍，作品更写到了
反抗，民族危亡、国家大业事关每个人，各行各业的
人们纷纷贡献自己的力量与日寇抗争，作品由此彰
显出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同时，作家在家国大义
中融入儿女私情，聚散主题中又有“乱世佳人”的美
感。

小说还穿插着无数小人物的书写，一笔带过却
非闲笔。比如钱半仙这个人，他似乎是一位智者，洞
悉世事，谙熟每个人的心理，一段段的顺口溜，将这
份清醒显露出来。作家借助这一角色进行插叙，思
索男女性格的差异、聚散之辩等问题，使小说更加丰
满。

《江东梦》让动荡的时代有了片刻静止。张柠以
学者的睿智，回望百年中国历史，反思时代变迁，思
考人性裂变，彰显民族大义。 刘小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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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生活会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