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余红丽
小时候的端午记忆里，首先是吃，

最好吃的是鸡蛋。那时还没有端午假
期，收麦子的日子里，学生都放七天麦
假，帮助家人收麦子。早上趁着天气不
太热，一大早就跟着大人下地干活，一
镰刀一镰刀地割麦子。

端午节那天早上，从地里干活回
来，母亲除了做好早饭外，还会用平时
炒菜的小铁锅煮几个鸡蛋、几颗大蒜。
香味里混合着艾草的清香。父母把鸡蛋
分给我们姐弟几个，他俩只吃大蒜，说
端午节煮的大蒜特别好，吃了能治百
病。当锅里没有了鸡蛋，也没有了大
蒜，只剩下剪碎的艾草，母亲把艾草水
从锅里倒出来，让我们把胳膊、腿都擦
拭一遍，说是夏天蚊虫不会咬，还不容
易长疮，最后是用雄黄酒抹耳朵眼儿、
肚脐眼儿，父母在给我们抹之前，会先
一人抿上一口雄黄酒。

雄黄是节前买好的。村子里有走街
串巷卖雄黄、灯草、香草、颜料的人，
一个老头，胳膊上挎着一个不大的竹篮
子，装满了东西，看样子却很轻，每年
麦收前只来一次。香草给小孩子缝香袋
用，颜料给小鸡娃抹身上做记号用。

端午节吃粽子是近些年才有的事

情。母亲煮好一锅粽子，让父亲打电
话，叫我们回家吃粽子，过端午。糯
米、花生、葡萄干，中间夹着一颗大红
枣，又香又甜又软。我们吃不惯咸味的粽
子，瘦肉粽和菠萝粽是专门留给她的小孙
子的，做了记号，只有母亲认得。第一次
吃母亲包的粽子，觉得味道比超市里卖的
好吃很多。我从来不知道母亲还会包粽
子。母亲说：“你们小时候实在是舍不
得，生活总是不宽裕。现在包粽子，是给
孙子、孙女包的，你们是跟着沾光。”

端午节早饭后，一样要用艾草水擦
洗身子，现在擦洗的对象，换成了几个
小宝贝。用雄黄酒抹耳朵眼儿、肚脐眼
儿的传统也没变，几个小孩子排着队一
个一个来。母亲做的香囊，早就挂在小
孩子的拉链头上、别在了纽扣上，散发
着清幽的香。

时间过得真快，我们小时候身上艾
草的香味还未散去，自己的小孩子就已
经长大了，他们的身上也散发出同样的
味道。以后每一年的端午节，都会飘着
艾草香、飘着粽子香，从过去一直到现
在——端午节的那头，一位诗人腰间挂
着长长的宝剑，头上戴着高高的切云
帽，站在汨罗江边，看我们吟诵着他的
诗句，牵着端午的手走向未来……

艾草悠悠粽子香

■王振奎
“五月五，是端阳。门插

艾 ， 香 满 堂 。 吃 粽 子 ， 洒 白
糖。龙舟下水喜洋洋。”端午时
节，让人不由得就想起爱国诗
人屈原。

屈原，战国时期楚国贵族
出身，爱国诗人，曾任楚国三
闾大夫、左徒，兼管内政外交
大事。他提倡“美政”，主张举
贤 任 能 ， 改 革 政 治 ， 修 明 法
度。公元前278年，秦国一举攻
破楚国首都郢都。忧国忧民的
屈 原 加 上 亡 国 之 痛 ， 悲 愤 交
加，于农历五月初五在汨罗江
怀 石 自 杀 。 屈 原 投 汨 罗 江 之
后，人们为了不使鱼虾损伤他
的躯体，纷纷赶来用竹筒装米
投 入 江 中 ； 当 地 百 姓 划 着 小
舟，冒雨出动，争抢营救，此
后逐渐发展成为龙舟竞赛。端
午节吃粽子、赛龙舟与纪念屈
原有关，在唐代文秀 《端午》
诗中有提：“节分端午自谁言，
万古传闻为屈原。堪笑楚江空
渺渺，不能洗得直臣冤。”

屈原虽已逝去，但他的精
神却犹如恒星，在两千多年后
的 今 天 依 然 闪 烁 着 耀 眼 的 光
芒 。 屈 原 廉 洁 无 私 ， 忠 贞 不
渝，学习屈原精神有利于形成
良好的廉政文化氛围。司马迁
称赞屈原“其文约，其辞微，
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
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
其 志 洁 ， 故 其 称 物 芳 。 其 行
廉，故死而不容自疏”。屈原修
身，既注重“内美”，又注重

“修态”，志向高远，卓尔不
群。屈原无私，为了国家、人
民，连身家性命都不顾，他不
愿 意 为 了 一 己 之 私 利 蝇 营 狗
苟 。 屈 原 无 畏 ， 一 生 光 明 磊
落 ， 无 私 无 畏 ， 敢 于 直 言 犯
上，与腐朽势力做斗争毫不妥
协。屈原忠贞，忠于理想，一
生为“美政”而奋斗，忠于祖
国 ， 一 心 为 了 楚 国 强 大 ， 至
死 都 不 愿 意 离 开 楚 国 ； 忠 于
人 民 ， 他 的 诗 歌 充 满 民 本 思
想 。 在 端 午 时 节 用 屈 原 的 品
德 教 育 干 部 ， 有 助 于 他 们 立
党 为 公 ， 执 政 为 民 ， 先 忧 后
乐 ； 用 屈 原 的 品 德 教 育 群
众 ， 有 助 于 他 们 正 确 处 理 各
种 利 益 关 系 ， 构 建 和 谐 社
会 ； 用 屈 原 的 品 德 教 育 青 少
年 ， 有 助 于 他 们 形 成 正 确 的
世 界 观 、 人 生 观 、 价 值 观 ，
培养健康向上的情操。

穿越历史的烟云，屈原精
神在当下对广大党员干部仍然
具有深刻的启迪意义。在廉政
建设方面，广大党员干部不妨
多 看 屈 原 故 事 、 多 读 屈 原 名
句，继承、弘扬勤政爱民的公
仆 意 识 、 清 正 廉 洁 的 高 尚 品
性、勇于担当的行为准则，提
升从政的自觉，丰盈自律的心
灵，让屈原的精神内化于心、
外化于行。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
上下而求索……”屈原修身励
志、忠贞正直的高洁品性，永
远值得我们铭记和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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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菲辉
农历五月五日称为“端午节”。端午

节是中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又称端五
节、端阳节、重五节、重午节等。虽然赛
龙舟、食粽、插艾草等习俗由来已久，
但“端午”作为节日通用词，始于西晋
时期。唐徐坚等 《初学记》 卷四引西晋
周处 《风土记》：“仲夏端午，烹鹜角
黍。”角黍即粽子，以箬叶或芦苇叶等包
裹黍子，状如三角，用黍米做成，故称

“角黍”。五月五日何以称为“端午”呢？

说“端”话“午”

《说文解字·立部》：“端，直也。从
立，耑声。”直，《说文解字·乚部》：

“直，正见也。”眼睛是直视的，不会拐
弯的，目光是最直的。因此，古文字中
用目光来表示直。端以立为义符得直
义。立，《说文解字·立部》：“立，住
也。”古文字“立”上为“大”，张开双
臂人形，下为“一”，代表地面。立就是
人正面站立于地上，所以，端本义为直
立。端行就是直立而行，端坐，身体一
定是直的，不能倾斜的。后泛指人或物
直，不倾斜。《荀子·成相》：水至平，
端不倾。引申指人的品行端正。《孟子•
离娄下》：“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
友必端矣。”东汉赵岐注：“端人，用心
不邪僻。”

表示发端、开始义的“端”本作
“耑”。《说文解字·耑部》：“耑，物初生
之题也。上象生形，下象其根也。”什么
是题呢？题从页，《说文解字·页部》：

“页，头也。”题，《说文解字·页部》：
“题，頟(额)也。”即额头。因此，耑指植
物初生的头儿，上像植物生长的样子，
下面像其根部。后来，此义借端正的

“端”字表示，延续至今，本字“耑”逐
渐废止。宋陈元靓 《岁时广记》：“京师
市尘人，以五月初一为端一，初二为端

二，数以至五谓之端五。”端五即五月开
始的第五天。

《说文解字·午部》：“午，啎也。五
月，阴气午逆阳，冒地而出。”《说文解
字》 释午为忤逆，认为五月此时阳气至
极，阴气忤逆阳气，顶触地面而出，此
为引申义。《礼记·哀公问》：“午其众以
伐有道，求得当欲，不以其所。”“午”
是一个象形字。甲骨文、金文“午”像
杵形。“午”本义是舂米用的木杵，后假
借为十二地支的第七位，本义则加义符

“木”写作“杵”。忤逆义后加“忄”写
作“忤”。

夏历以寅月( 正月)为岁首，二月为
卯，三月为辰，四月为巳，五月即为午
月。所以，午用于纪月，指农历五月。干
支逢五曰午。所以，“端五”称为“端
午”。午月的第一个午日，又称“重午”。
十二地支的单数位（子寅辰午申戌）为阳
辰，因此“端午”又称“端阳”。

习俗来历

了解了“端午”名称的由来，再来
看端午节的起源。关于端午节的起源，
流传甚广的是纪念屈原、伍子胥、曹娥
等历史人物，其中尤以纪念屈原流传最
为广泛。

其实，端午的两项主要活动食粽和
划龙舟早在上古吴越地区已经盛行。闻
一多先生在 《端午的历史教育》 与 《端
午考》 中认为端午或起于上古长江下游
吴越地区。《端午的历史教育》一文认为
吴越号称水国，龙舟竞渡是吴越一带的
土风；另南朝梁吴均 《续齐谐记》 中载

“以竹筒贮米投水祭之……但常所遗，苦
为蛟龙所窃”，说明端午的两项主要活动
都与龙有关。而吴越之民有“断发文
身”以“象龙子”的习俗，《端午考》引
许慎注 《淮南子·泰族篇》 中“越人以
箴刺皮为龙文，所以为尊荣之也”及许

慎注 《淮南子·要略篇》 中“中国以鬼
神之事日忌，北胡南越皆谓请龙”等，
证明在身上纹龙纹、请龙等习俗都是吴
越族以龙为图腾的遗迹，认为端午是越
人举行图腾祭，一年中最盛大的一次请
龙活动。可见，端午节由上古龙图腾祭
祀演变而来。端午祭龙礼俗的形成与原
始崇拜、早期祭祀文化有密切的关联。

另外，汉代北方认为五月五日是
“恶月、恶日”，此时，“五毒”尽出，蛇
虫繁殖快，且易咬伤人，疫病也易流
行。因此，形成了“避五毒”“躲端午”
等习俗。人们通过挂艾草、拴五色丝线
辟邪以及洗草药水、薰苍术祛病防疫。
所以有人认为端午节是古人为“避邪防
疫”而设的节日。《岁时广记》卷二十二

“采杂药”引南朝梁宗懔 《荆楚岁时记》
佚文：“五月五日，竞采杂药，可治百
病。”端午这天洗草药水可治百病、去邪
气。屈原 《九歌·云中君》：“浴兰汤兮
沐芳，华采衣兮若英。”兰汤即用菊科、
艾等熏香的浴水。直至今天，端午期
间，我国不少地方仍有采草药、煮草药
水沐浴的习俗。

由此可见，端午节源自上古图腾崇
拜，与人们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后来
更多的是被人们赋予了人文情怀，成为
自然风俗与人文节俗的综合体。虽然，
端午纪念历史人物的说法，并不一定是
其真正的起源。但是，他们的民族气节
与爱国情怀，值得我们永远感佩与怀
念。所以，不管是从端午节的来历及与

之相关的民俗来说，我们互祝快乐或是
不合时宜的，祝福安康或许更符合端午
节日内涵及人们祈求平安、健康的意愿。

字说“端午”

■王明玉
“滴滴……”随着一声提示音，QQ

邮箱弹出一封邮件，大学同学寄来一张
电子端午贺卡，画面上几片嫩绿的荷叶
托举着荷花，一条锦鲤带着一条小鱼快
活地游，远处是朦胧的山体掩映在雾霭
之中。画面的正中，“端午节安康”几个
大字布满艺术的色彩，带着绿意，似乎
带着温情，给人温暖。

“五月五，过端午，艾草插上门，
菖蒲锅里煮，龙舟推下水，粽子来加
油，回家一身汗，喝碗雄黄酒”“五月
五，过端午。赛龙舟，敲锣鼓。端午习
俗传千古。”很小的时候，我就记住了一
个叫屈原的名字，出于对人民生活的一
腔赤情，他深感无力拯救楚国，政治理
想的无法实现，加上楚国的政治腐败，
便投汨罗江自尽。传说端午节就是人们
为了纪念他而形成的节日，为了保护屈
原不被鱼虾吃掉，人们纷纷拿出饭团、
鸡蛋、粽子等食物，投入江中，有人甚
至把雄黄酒倒入江中，想把水中的怪物
灌醉，后来就有了端午吃粽子、喝雄黄
酒的习俗。

吃粽子这一习俗贯穿了我的整个童

年记忆。儿时，我们住在学校家属院，
每到端午时节，家家户户都张罗着准备
包粽子的材料：苇叶、糯米、红枣、红
豆……大人们紧张地忙活着，我和表姐
蹲在一旁好奇地观察着，只见大人们把
苇叶放入开水中，煮一会，捞出刷洗干
净，再把红枣洗干净，抽出三条苇叶，
并排着码齐后将大头的一端窝成一个三
角漏斗状，装入糯米红豆，中间放颗红
枣，再放一层糯米红豆，把漏斗后面的
苇叶盖在糯米上，再用虎口处卡着抓
住，一个四角粽子就神奇地出现在我们
面前了。最后，将多出的苇叶沿粽形折
起，全部缠绕在粽子上，将棉绳的一端
用牙咬住，一手拿粽子，另一手拽着绳
子缠紧扎结实。

大人们把粽子包好后，让我们小孩
子也动动小手，按照四角的形状捏一
捏、整一整形状，也让里面的米分布得
更均匀一些。包好粽子之后，煮上一个
小时左右，阵阵清香味扑鼻而来，口感
极好的胖粽子就出锅了，妈妈先给我俩
一人一个解馋，苇叶的清香和糯米香味
交织在一起，舌尖纵享丝滑软糯，至今
都记忆犹新……

端午随想

■雨 菡
端午节还没到，五彩缤纷的香囊已在

超市或小摊上售卖了，一个个玲珑精巧，
看着看着，我就想起外婆做的香囊了。

儿时，总盼着过端午节，不仅能吃到
好吃的粽子、鸡蛋，还能佩戴花花绿绿的
香囊。外婆说：“戴个香草袋，不怕五虫
害。”到端午节前，她就忙里偷闲地做起
香囊来。从针线筐里找到色彩鲜艳的布块
与五颜六色的线，在买来的芳香扑鼻的香
草药粉里掺些揉碎的干艾叶，再剪些一小
段一小段的艾草秆，而后就开始制作香
囊。只见她拿起剪刀和一小块红布，三下
两下就剪成两块心形，然后把两块布缝
合，上边留个小口，再捏一小团棉花，把
一小撮香草塞在棉花里，再把这团包裹着
香草的棉花填在事先留下的小口里，缝几
针后，一个鼓鼓囊囊的红色心形香囊就大
致完工。外婆又用蓝线在红心正中一针针
缝出“平安”的字样，在顶端系上提前搓
好的五色丝线，下边缀上用五彩线做的长
长流苏，一个又香又美的香囊就做好了。
摸一摸，软软的；闻一闻，香香的；摇一
摇，流苏便晃啊晃的。

香囊终于完工了，心形、飞龙、葫

芦、元宝、南瓜、虎、鸡、猴子爬杆、娃
娃骑鱼、娃娃抱公鸡、扳脚娃娃……个个
都喷香好看，让人爱不释手。我们抢着要
戴，外婆笑着说：“要到端午节才能戴
啊，现在不能戴。”我们却这个闻了那个
闻，舍不得放下……

我最喜欢扳脚娃娃。用白布做的娃娃
通体雪白，系着红布做的肚兜，脸上画有
眉毛、眼睛、鼻子和嘴巴，眉心画一个鲜
红的圆点；脑袋后有时缝有用黑线编成的
长辫，有时头顶缝有一块充作头发的黑
布，正中再绑一团剪短的、毛茸茸的粉色
或大红毛线；一只胳膊举着，一条腿站
着，另一只脚和一只手缝在一起，像在扳
脚似的，看起来俏皮可爱。

外婆缝的香囊多，有戴不完剩下的，
她会分送给邻家的孩子，拿到的孩子都高
兴得咧嘴笑。外婆的香囊是我端午节芳香
的回忆。虽然她早已去世了，但每逢端
午，在阳光下低头缝补的外婆和她做的那
些香囊，总会浮现在我眼前……

外婆的香囊

■郎纪山
农耕文明的节日，大多设

定在一段农忙之后，且多与吃
有关。春节自不必说，春耕夏
耘，秋收冬藏，年头忙年尾，
少有闲暇。

春节过罢，便是元宵节，
过了元宵节，就没了念想。常
有人扳着指头掐算着下一个节
日的到来，不为别的，就为了
找个借口吃、喝。故，早些年
间乡下就撇下俗语：好吃嘴巴
（盼望） 年节。话虽不雅，倒
也道出了那年月里人们生活的
艰难。

出了正月，人勤春早，人
们又开始了新一年的忙碌。而
此时残存在肚里的油水也耗得
差不多了，先人们聪明，就设
定了“二月二龙抬头节”。这一
天，人们做菜馍、炒炒豆，俗
称“吃青”“炒蝎子肚儿”。虽
无荤腥，但比起每日缺盐少油
的粗茶淡饭，也是一种调剂和
改善。

接着就是漫长的等待。
清明一过，坑塘里的蛙鸣

一声接着一声，人们紧蹙的眉
头便舒展开来，似乎嗅到了那
诱人的麦香，好了！蛤蟆打哇
哇，四十五天吃疙瘩 （用半稔
儿的麦粒做成的糊糊儿）。言
语里透出吃顿饱饭的急切和热
望。

“田家无闲日，五月人倍
忙 。 一 夜 南 风 起 ， 小 麦 覆 陇
黄。”文人笔下的麦收情景总是
充 满 诗 情 画 意 。 实 际 上 远 远
不 是 这 样 ， 十 数 日 起 早 贪 黑
的 劳 作 ， 烈 日 炙 烤 下 的 挥 汗
如 雨 ， 饥 渴 难 耐 的 熬 煎 ， 一
个 麦 忙 季 下 来 ， 哪 个 人 都 累
得 筋 断 骨 头 折 。 但 对 于 土 里
刨食儿的农人们来说，劳作就
是最大的快乐。

忙完一个麦季，粮食入了
囤，垛住了麦秸垛，秋苗也种
上了，农忙暂告一个段落，人
们热切盼望的端午节也就到了。

端 午 节 这 天 ， 烙 （炸）
油 馍 、 煮 鸡 蛋 、 煮 大 蒜 ， 男
人 们 大 清 早 下 河 洗 澡 ， 小 孩
子 们 佩 挂 香 袋 儿 、 雄 黄 抹
耳 、 手 腕 脚 脖 处 挂 五 彩 丝
线 ， 代 代 相 传 ， 就 成 了 风
俗 。 至 于 包 粽 子 ， 那 还 是 后
来 的 事 ， 因 为 糯 米 对 中 原 人
来 说 属 稀 罕 物 ， 一 般 人 家 吃
不 到 。 划 龙 舟 、 包 粽 子 祭 奠

先 贤 ， 似 乎 是 南 方 人 的 事
情 ， 中 原 地 带 的 人 们 并 不 看
重 ， 更 很 少 提 及 。 这 并 不 奇
怪 ， 常 言 说 “ 五 里 不 同 俗 ，
十里改规矩”，更何况千里之
遥的不同地域呢？

我儿时的记忆里，离端午
节还有几天时，人们就开始议
论着油馍是炸还是烙，熟鸡蛋
每人吃一个还是两个。当然，
大蒜是可以任意吃的。

到 了 端 午 节 这 天 ， 一 大
早 ， 袅 袅 的 炊 烟 在 村 庄 上 空
漂 浮 ， 芝 麻 油 特 有 的 香 气 掺
着葱香在空气里弥漫。“卖雄
黄——灯草！”有老妇或十三
四 岁 的 女 孩 挎 一 竹 篮 走 街 串
巷 吆 喝 叫 卖 。 雄 黄 ， 红 黄 的
颜 色 ， 粉 末 状 ， 用 纸 裹 着 ，
很 小 的 一 包 儿 ， 要 五 分 或 一
角 钱 ； 灯 草 ， 白 如 茅 根 ， 筷
子 粗 细 ， 截 成 一 节 一 节 的 ，
一 寸 来 长 ， 也 是 很 便 宜 的 。
篮 子 里 还 有 各 种 形 状 大 小 不
一 的 香 料 布 袋 儿 ， 一 绺 一 绺
的 五 彩 丝 线 …… 都 是 端 午 节
不可缺少的东西。

一个早上，人们都是忙忙
碌碌的。女的早早地起来忙着
准备饭食，男的到沟渠河边找
寻艾草、猫儿眼睛 （中药名泽
泻）。据说，唯有这一天采回来
的艾草、猫儿眼睛药性最好。
采回的艾草，悬于门楣，灭蚊
虫，祛邪秽；而用晾干后的猫
眼 睛 泡 茶 喝 ， 可 治 疗 急 性 咽
炎，效果极佳。

太阳一竿子高的时候，鸡
蛋、大蒜煮好了，油馍也烙好
了，但并不急于吃，而是挑出
又大又厚里外抹油的油馍，用
大号瓷碗盛了，让孩子们捧着
送 给 关 系 近 的 左 邻 右 舍 。 当
然，邻舍也一定会回赠的。这
种看似简单的礼数往来，却有
一番深意。一般情况下，下辈
儿得主动给长辈儿送，以示敬
重；再就是看谁家的油馍烙得
好，标准自然是厚大油足、外
焦里嫩、色泽光鲜，由此可以
看出这户人家主妇的 茶 饭 手
艺，为人是厚诚或是精假——
在 农 人 们 的 心 目 中 ， 一 个 油
馍，就是一个农妇心性、厨艺
的展示。

早些年间的这些场景恍如
昨日，每每念及，我就会想起
故去的老人，就会想起邻里间
的陈情旧事……

端午节 油馍香

战国楚简 小篆

楷书隶书

战国楚简 小篆

甲骨文 楷书隶书金文

■特约撰稿人 邢德安

千家角黍投江水，万户门前插艾蒿。
屈子留芳传后代，九歌天问和离骚。

端午节

■于贵超

稚子檐下望杏黄，蒿叶青青苇叶香。
枝稠鸟雀啄晨露，院静鸡犬嬉斜阳。
洞伏金蟾窥残月，门插艾草沽雄黄。
敢教山河清瘟瘴，汨罗江畔吟国殇。

庚子端午
■魏军涛
清早，空气里盈满药草香
阳光斜窥灶屋，小锅里咕嘟嘟煮着
红鸡蛋、白蒜瓣
脸上，洗不掉的篾席印
脖子上戴香囊，手腕脚脖系五色丝线
耳朵里，被奶奶搽了雄黄
还搌搌肚脐眼
大门口的柿花落了，扑簌簌缀满
昨夜骤雨洇湿的地面

端午诗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