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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将至，黄河广场附近一家摊位上挂满五颜六色的香囊，吸引市民驻足挑选。

■文/图 本报记者 尹晓玉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麦收季。现在还有

很多人把收麦说成割麦，因为在收割机出
现之前，收麦是用镰刀割的。收割机的出
现让镰刀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近日，
召陵历史上的名优产品“双王镰”的相关
介绍在朋友圈被大量转发，唤起一代人关
于镰刀的记忆。“双王镰”有着怎么样的
故事？记者进行了探访。

“我在淘宝街看到一个黑色的招牌，
感觉很有年代感，就买下了。拿回家后，
父亲说这是召陵生产镰刀的门店招牌。曾
经召陵生产的‘双王镰’在全国都很有
名。在收割机出现之前，一到麦收季节，
大家都先磨好镰刀，天不亮就起来，下地
割麦。辛苦是辛苦，但更多的是丰收的喜
悦。”“80后”男孩谢扬扬告诉记者，他无
意间买的一个小物件，让身边五六十年代
出生的人想起了“双王镰”的辉煌时期和
用镰刀割麦的场景。

提起“双王镰”，不少出生于二十世
纪五六十年代的人都略知一二：原产地
是召陵区姬石镇杏树王村，曾是全国红
极一时的名牌农具。杏树王村村支书王
保喜告诉记者，村里老人代代相传，他

们村生产镰刀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明朝
时期。那时，有三兄弟从山西省来到杏
树王村，在村里支起小炉子打铁，专门
制造收割庄稼的农具。到了清朝时期，
杏树王村已经有300多人，大家开始种
高粱。因为高粱秆高两三米，不用工具
无法收割。村里有人发明了收割高粱的
钐刀，跟镰刀相似，但是刀柄很长。后
来，随着农民开始种谷子，农具也逐渐
演变成了镰刀，杏树王村越来越多的人
学会了打制镰刀。因生产者都姓王，故
在镰刀上打一“王”字作为印记，称为

“王字镰”。
王保喜告诉记者，据村里的史料记

载，1645年，杏树王村发生严重的旱、
蝗灾害，人民生活穷困潦倒。村民王双义
带领全家逃荒到今项城市落脚，拜师学打
铁，苦学四年艺成。1649年，王双义带
领全家返回杏树王村，立炉锻打镰刀。因
其和师傅皆姓王，故定名为“双王镰”。

“双王镰”质量上乘、光亮锋利、美观大
方，很多农民专挑有“双王”印记的镰刀
购买。

“1980年前后，我到生产队参加劳动
时使用的还是‘双王镰’。那时候‘双王

镰’是全国知名
品 牌 ， 很 畅
销。”王保喜告
诉记者，“双王
镰”从选料到生
产，每一道工序
都很严格。其做
工精细、造型美
观，使用起来轻
便锋利，有不断
钢、不虚尖、不
卷刃、不夹灰等

“八不”特点，
在用户中享有盛
誉，产 品 畅 销
省内各地及安
徽、河北、山
东、湖南、湖
北、陕西、四
川等地。

20 世纪 90 年代，随着收割机的出
现，农业机械化水平不断提高，镰刀逐渐
退出农业生产舞台，“双王镰”也逐渐消
失在人们的视野中。

“‘双王镰’是我市的市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现在村里没有人生产镰刀了，但
‘双王镰’承载着一代代人的记忆，我们
正在村里搜集它的制造工具、招牌等物
品，希望把这个历史印记长久保存下去，
让年轻一代能看到它曾经的辉煌。”王保
喜说。

“双王镰”唤起麦收记忆
端午节，包粽子、赛龙舟、

佩香囊……这些丰富多彩的民俗
活动背后，寄托了人们对于美好
生活的无限向往。抚今追昔，古
人今人都将这种美好愿景和家国
情怀落笔成文，藏于诗词佳作当
中，化作记忆，加以传承。

端午节小孩佩香囊，有避邪
驱瘟之意。苏轼 《浣溪沙·端
午》 写道：“彩线轻缠红玉臂，
小符斜挂绿云鬟。”人们以五彩
丝线系于手臂，名之为长命缕；
胸前佩挂符箓，以避灾邪。如
今，随着人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
都富足起来，苦日子已经离我们
远去，纪念先人们爱国忠义的高
尚情操，成为新时代的主流。

万里江山，屈原精神代代流
传。千百年来，“端午”二字已
成为传承、弘扬、激发民族精神
和爱国情感的载体，是有着符号
意义的“根”。

唐代文秀的 《端午》 中写
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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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诗表达
了诗人在端午节对爱国诗人屈
原的怀念之情和对昏君奸臣的
鞭挞。

“竞渡深悲千载冤，忠魂一
去讵能还。国亡身殒今何有，只
留《离骚》在世间。”北宋张耒
的诗，短短数言，表达了诗人内

心的悲苦凄凉和对屈原的思念。
文人墨客通过诗词悼念屈

原，在思接千古的家国情怀中
积蓄前行的力量，感受中华民
族传统风骨中的爱国主义精
神，思考民族精神的传承、发
展与创新。

龙舟竞渡，奋勇争先。作为
端午节的一项重要活动，龙舟竞
渡的场面在诗词中更是蔚为壮
观，端午赛龙舟已经化作一种奋
勇争先的精神图腾。

唐代诗人张建封曾写过一首
著名的《竞渡歌》：“鼓声三下红
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棹影斡
波飞万剑，鼓声劈浪鸣千雷；鼓
声渐急标将近，两龙望标目如
瞬；坡上人呼霹雳惊，竿头彩挂
虹霓晕；前船抢水已得标，后船
失势空挥挠。”作品反映了端午
节龙舟比赛的壮观场面。

时光在变，人们过节的方式
也在悄然改变。但是，节日的背
后，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没有
变，人们对团结协作、努力奋斗
精神的追求没有变，人们对爱国
情怀的坚守没有变。

奋进在新时代的亿万中国人
民，在继承、发扬端午文化内涵
的同时，也将传统节日化作最美
的文化符号，通过纸笔氤氲出他
们心中美好的“筑梦”画卷。

据光明网

诗词里的端午诗词里的端午

双王镰双王镰

■文/图 见习记者 刘净旖
“五月五，麦子熟，包好粽子过端

午。”农历五月初五是中国传统节日端午
节。那么，漯河的端午习俗你知道多少
呢？近日记者走访市民和民俗研究者，了
解漯河的端午习俗。

清晨采艾 门头挂艾

“在咱漯河，每年端午节，天还没亮
就有不少人去河边采摘艾草。把采来的艾
草扎成束挂在门上可以避邪祛病。”今年
87岁、家住市区受降路的张桂兰老人说，
漯河有句俗语叫“手执艾旗招百福”，也
有“家中三年艾，郎中不用来”的说法。
门上挂艾这个传统习俗至今依然在漯河流
行。

端午清早 下河洗澡

今年91岁、家住舞阳县北舞渡镇西
大街的张建设老人告诉记者，端午节早
上，赶在日出前下河洗澡是传统习俗之
一。民间流传着“端午清早，下河洗澡；
洗洗手，一年不长疮；洗洗眼，一年不害
眼；洗洗澡，一年不生病”的说法。

为什么要赶在日出前下河洗澡呢？张
建设老人说：“小时候听老一辈人讲，端
午节前一天的夜里，月奶奶（即嫦娥）把
她捣了一年的仙药全都撒到人间的河里。
赶在日出前下河洗澡可以祛百病、强身健
体。”

漯河民俗研究者刘西淼告诉记者，端午
节前后正是麦收时候，农民忙得不可开交，
天不亮就要起床割麦或去打麦场。虽然“端
午清晨洗澡一年不生病”的说法只是祖辈一
种美好祈愿，但好奇心强的孩子们却把“端
午清早，下河洗澡”当作期盼已久的事情，

毕竟从前乡间没有澡堂，一年当中也只有夏
季才能到河里洗掉一身污垢。

雄黄掺酒 病魔远走

“小时候过端午时会唱民谣：‘端午
节，天气热，五毒醒，不安宁。’这里

‘五毒’指蜈蚣、毒蛇、蝎子、壁虎和蟾
蜍这五种动物。端午正值仲夏时节，雨水
充沛，毒虫繁衍，因此五月又被称为‘毒
月’。”刘西淼说，过去生活条件不好，大
人、小孩总是光着脚走路或劳作，很易被
毒虫所伤。

“雄黄能驱除蛇、蝎子、蜈蚣等。在
咱们漯河，到了端午节，人们会饮用掺了
雄黄的白酒（俗称雄黄酒）。家里老人则

用手指蘸雄黄酒涂抹在孩子的耳朵、鼻
子、手心、脚心处，以驱除蚊虫。”今年
83岁、家住临颍县的张凤兰老人告诉记
者，老年人还有一个习惯：用菖蒲沾着雄
黄酒洒在房前屋后，以求平安。

包粽子 煮鸡蛋 炸糖糕

说起包粽子，家住市区解放北路
幸福春天小区的邵阿姨很拿手。据邵
阿姨介绍，老漯河人爱吃白米粽 （即蜜
枣糯米粽）。选上好的糯米、新鲜的粽
叶和蜜枣做原料，煮粽子时还要掌握好
火候。

“粽子好吃不好吃，关键在火候。咱漯
河人包粽子一般会包成三角形。提前将糯
米泡好、粽叶煮好备用。粽子要包紧，不
能留空隙，这样米不会漏出来。把包好的
粽子放在大锅里煮，取一块石头压在粽子
上，7个小时后出锅。这样煮出来的粽子口
感软糯劲道。”邵阿姨说，除了吃粽子，端
午节当天早晨还要炸菜角、糖糕，煮鸡
蛋、大蒜。人们会在煮鸡蛋时往锅里放几

片艾叶。“端午节早上吃煮
鸡蛋、大蒜和糖糕可以避邪
除瘟。”邵阿姨说。

戴五彩绳 佩香囊

记者走访发现，漯河很多
地方把五彩绳叫作“五彩
龙”。端午节戴五彩绳有保护儿童、驱
妖避邪之意。

今年73岁的刘莲花老人回忆自己
小时候的端午节，“小时候，每到端
午，我就会搓一根五彩绳系在手腕、
脚踝上，还和姐妹们比谁的五彩绳颜
色更好看。那时觉得戴五彩绳很漂
亮，还能避邪，所以我们总是到五彩
绳褪色了也不舍得摘下来。”刘莲花
说，听老一辈人说，要让五彩绳自然
脱落，这样五彩绳就会变成“五彩
龙”，带走身上的坏运气，绳子一脱落好
运就来了。

据刘莲花老人介绍，端午节戴五彩绳
很有讲究。五彩绳是用青、白、红、黑、
黄五种颜色的棉线搓成的，这五种颜色不
能随便用其他颜色代替。佩戴五彩绳时要
男左女右，系在手腕或脚踝上。五彩绳又
叫长命缕，人们祈愿小孩戴五彩绳可以长
命百岁。“除了戴五彩绳，漯河还有挂小辣
椒、做虎头鞋、在孩子头上写‘王’字的
民俗。据说孩子戴上五彩绳就不会在夜间
哭闹了，有驱疫避邪的作用。”刘莲花老人
说。

很多人都知道端午节有佩戴香囊的习
俗。今年64岁的市民李彩玲对端午感受最
深的就是佩戴香囊。她说：“小时候，端午
节孩子们最期待就是戴五彩绳和香囊了。
那时我戴的香囊是妈妈做的，造型一般都
是红辣椒和小公鸡。我喜欢香囊那浓烈的
香味，闻着特别提神。”

“香囊里香料的主要原料是雄黄、艾
叶、薰草等。”刘西淼说，香囊中的香料可
以预防感冒，对防蚊驱虫也有一定作用。

端午节期间，各种传统民俗活动既能
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又能传承和弘扬
传统文化。

漯河的端午习俗漯河的端午习俗
又是一年端午节又是一年端午节。“。“节分端节分端

午自谁言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万古传闻为屈原”，”，
端午节作为爱国主义诗人屈原的端午节作为爱国主义诗人屈原的
纪念日纪念日，，承载着历史记忆和精神承载着历史记忆和精神
内涵内涵，，凝结着始终不变的爱国情凝结着始终不变的爱国情
怀怀，，已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已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重要组成部分。。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
下而求索”。屈原有着强烈、深
沉的爱国情怀，他忠义仁爱的秉
性、宁死不污的高洁，以及身殉
理想、坚贞不渝的高贵品格，是
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长河中一大
批心忧天下、勇于担当的爱国
英雄的代表。每年的端午节，
我们都以各种方式纪念伟大的
诗人屈原，传承“亦余心之所
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爱
国主义精神，感受中华文化的
底蕴。

赛龙舟、挂艾草与菖蒲、打
午时水、食粽、拴五色丝线、佩
香囊……形式多样的端午节民俗
活动绵延不断、历久弥新，凝聚
着民族发展的历史，沉淀着炎黄
子孙的共同记忆，传递着讲仁
爱、重民本、崇正义等思想，激
活了蕴藏在中华儿女心底的爱国
基因。

爱国是世间最深沉、最持久
的情感。无数事实证明，每当国
家遇到困难时，人民群众的爱国
主义精神就集中迸发出来，成为
化危为机的精神力量。

家 国 两 相 依 ， 有 国 才 有
家；家是最小国，国是最大家；
家是温暖幸福的源泉，国是遮风
避雨的港湾。“小家”与“大
国”无可分割，只有国家繁荣富

强，我们的“小家”才能幸福安
康。中华民族之所以能战胜一切
苦难，就在于涌现出了无数像屈
原那样的爱国者，涌现了无数事
不避难、敢于逆行的仁人志士。
他们或许没有惊天动地的英勇壮
举和荡气回肠的豪言壮语，却在
日复一日的辛勤耕耘和无怨无悔
的忠诚履职中，用努力奋斗托举
起“中国梦”。

无国无以为家，无家不能成
国，没有家国情怀，端午节就无
处落脚。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
强起来，进入新时代，在民族复
兴展现出前所未有光明前景之
际，我们仍然需要“路漫漫其修
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执着
追求，仍然需要为了实现理想

“虽九死其犹未悔”的至死不渝的
爱国信念。

我们要把个体价值、家庭梦
想的实现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
联系起来，把个人命运与国家命
运紧紧相连，把个人理想与人民
追求紧紧相连，把个人梦与中国
梦紧紧相连，以奋斗点亮人生舞
台，不负这个新时代，以“苟利
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的担当情怀，以实干谱写时代芳
华，为国强家富“撸起袖子加油
干”。

在这个端午节，我们重温屈
原的爱国故事，涵养伟大深切的
爱国情怀，要让家国情怀在神州
大地发扬光大，培养爱国之情、
砥砺强国之志、实践报国之行，
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
国梦的磅礴力量。

据《中国青年报》

弘扬端午文化弘扬端午文化
涵养爱国情怀涵养爱国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