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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金平
我的姥爷是一名抗美援朝老兵，虽然去

世一年多了，但是每次谈起诚实忠厚、勤俭
节约、艰苦奋斗，我眼前总是浮现姥爷的音
容笑貌，依旧那样慈祥，有神的眼睛像太阳
般温暖，照亮我前行的道路。

“一个人要诚实忠厚，才能让人信赖。”
这是姥爷生前经常对我们姐妹说的话。小时
候我在姥爷家生活，他的品德影响着我。

姥爷是讨饭到侯集镇的，我的老姥爷收
养了他，给他吃喝，给他提供住处，我的姥
爷便不再到处流浪。

作为养子，除了勤劳一些、对家里忠诚
一些，没有更多报答的方式。不到十岁的姥
爷每天最早起床，干最重、最累的活儿。夏
天毒辣的太阳照在身上，皮肤起泡了也不敢
沾水，一出汗就疼得直流泪。姥爷一声不
吭，毫无怨言，直至成家立业之后，才有了
自己的生活。

“朴素大方才是最好的打扮。”从记事
起，姥爷就教育我要艰苦朴素，不能跟别人
比吃比穿，要比学习比进步。

我们姐妹小时候的衣服都是大的穿了小
的穿，小的穿了再小的穿。上学的笔记本要

换的话一定要把旧本给他，非得正面、反面
都写了，才能换一本新的。铅笔一直用到捏
不住了才能扔掉。

我参加工作后，有一年特别流行破洞牛
仔裤，就买了一条。回老家看望姥爷时，
他不住口地夸奖我：“看看我的外孙女，这
么大了还这样朴素，真是老兵的后代。”后
来他知道这是衣服的款式后，乐得“哈
哈”大笑。

“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艰苦奋斗
的优良传统。”这是姥爷经常说的一句话。

姥爷年龄大了，因为要接送姨姨家的
儿子上学，就到郑州姨姨家里生活。每天
送表弟上学后，他就去街上捡矿泉水瓶
子。为此，我姨姨没少和他争论，最后姥

爷就拿出家长的姿态说：“我是你爹，我就
捡，看不惯不看。”后来我姨姨也懒得管他
了。

暑假我去看姥爷，问他：“你每个月也
有工资，为什么还要捡矿泉水瓶子？”他
说：“我老了，不中用了。我在接送孩子的
路上看到干净的路面有矿泉水瓶就捡起
来，也算是为国家做贡献了。再说，卖了
钱还能给你们买冰棍吃，你们小时候最喜
欢吃五分钱一根的冰棍了。”我忍不住潸然
泪下。

一个温暖的家一定要有良好的家风来支
撑。诚实忠厚、勤俭节约是已经去世的姥爷
留给我们的一笔宝贵财富，永远在我心中散
发着耀眼的光芒！

姥爷留下的无价之宝

■特约撰稿人 周桂梅
时光荏苒，转眼已过了几十年。回忆

我们懵懂的童年，美好的瞬间一直留存在
我们的记忆里。端午节虽然是一个普通的
节日，但对于我们农村的孩子来说非常有
意义。

记得小时候，每年端午节前夕，母亲
就要留意游乡串户的货郎，因为他们挑子
里有五彩金丝线，还有小孩子佩戴的手镯
小铃铛和装饰用的流苏等。然后去中药铺
购买几样香草，有白芷、丁香、苏叶、薄
荷、苍术等，还有一包麝香和雄黄，再去
代销点买一瓶白酒。一切准备就绪，就开
始缝制一大串香包，然后再用一块金黄色
的布条缝制成一个项圈，缝好后，有几个
香包就配几根五彩线，把五彩线一头系在
香包上，一头系在项圈上。最后，母亲悄
悄地把它藏起来，等端午节那天给我和妹

妹佩戴。
最让我们开心的莫过于奶奶用一根苍

术雕刻成孙猴子的模样给我们玩儿。还有
那个很精致的扳脚娃娃——找一块白布，
里面塞上棉花和麝香，圆圆的头上用丝线
绣上鼻子、眼睛和红红的嘴巴，格外好
看。最精致的就是把这个娃娃的一只脚放
到头顶上，一手扳着脚，一手抱着一杆银
枪，活灵活现，甚是可爱。

香包的形状是根据鸡内脏的形状缝制
的，大的叫鸡胸脯，中的叫鸡心，小的叫
鸡腰子。鸡心上绣上当年的属相，人们把
它当作护身符。鸡腰子下面的流苏和其他
香包下面的流苏不大一样，是用金黄色的
丝线做成的。至于为什么要制作成这些样
式，一些老人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只知道
是端午节的习俗。

因为寓意吉祥，我们农家人才把这些

民俗一代一代传承下去。到了端午节那一
天，母亲一大早就起来生火煮鸡蛋。煮鸡
蛋时少不了大蒜和艾叶，因为大蒜能除体
内的毒素，艾叶能排体内的湿气。

等我和妹妹起床后，大蒜煮鸡蛋和烙
油馍的香味儿扑面而来，我俩兴奋不已，
心想着终于能吃上又酥又软的烙油馍了。
不过我俩只能围着馍筐转，因为家里的规
矩是第一碗饭或第一张馍必须先让长辈
吃。奶奶和父亲还没有吃，我和妹妹只能
眼睁睁地看着，垂涎三尺。不大一会儿，
奶奶笑眯眯地端着雄黄酒走了过来，让我
和妹妹每人喝上一小口，然后用中指蘸了
点儿，在我俩的额头上印了一个圈儿，再
把我俩的耳朵根部、肚脐眼、胳肢窝、脚
底板涂抹一遍，然后挥挥手说：“去吃鸡蛋
和大蒜吧！鸡蛋一人3个，大蒜煮了一锅
随便吃。”

当时，我好奇地问奶奶：端午节为什

么要涂抹雄黄酒呢？奶奶笑着说：听说是
2000年前从南方传过来的，一直流传到现
在。用雄黄酒涂抹全身是为了防止蝎子、
蜈蚣爬到耳朵里。到了夏季，人们喜欢睡
在大树下，地上什么虫子都有，听说这些
虫子都怕端午节的雄黄酒。当时年幼，大
人说什么我们都相信，谁也没有怀疑过。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童年的记忆虽然
美好，但总感觉少点儿什么。思来想去，
原来是缺少粽子飘香的味道。20世纪70年
代，如果谁家能到集市上买几个粽子尝尝
鲜，就说明比较富裕。只可惜，小时候我
不知道粽子长什么样。

如今，用各种食材包出来的粽子花样
繁多，各大超市都有卖的；大蒜煮鸡蛋已
经不再新鲜。我不禁感叹：我们这代人真
有福气！想给孙子孙女买一串香包，各种
精美的款式随你挑；想吃粽子，到超市各
种口味任你选。

端午节里话端午

■特约撰稿人 安小悠

悠悠艾草香

当麦田的金浪翻滚的时候，村头西北窑
地旁的沟渠就成了一条狭长的绿洲。艾草铺
满沟渠，千军万马尽显活力。在艾与艾之
间，林立着笔直的茎，交互着泛白的青叶，
顶端新叶几近黄色，仿佛亭亭玉立的女子戴
着黄色的草帽，又像碧色的湖底摇曳着黄色
的觳纹。

“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人们干罢
农活，下到沟渠，在水边洗去一身的疲惫。
起身时，把眼光安放在艾草间，让它的绿意
和香气拂去满身的疲倦。

野生的艾草，生命力旺盛，在阳光下闪
着光亮，光斑随风跳跃。“日暖桑麻光似
泼，风来蒿艾气如熏。”而月光之下，它们
仿佛披了一层白纱，沉静得宛若俟我于城隅
的静女，只是等待着，等着风起、月落、晨
曦和我……

用镰刀将它拦腰割断，几日后，它又从
根部发出更多稚嫩的芽。在燥热的五月，这
片艾草像是一个梦境、一种恩赐。

把割回的艾草摊在猪圈或鸡舍的棚顶，
既可遮阳，又可驱蚊。枝叶晒蔫后垂下，像

倒垂的天然流苏。等艾草晒干了，夏日的傍
晚，火烧云还在西天流连，蜻蜓和燕子交互
飞舞。在院子里支起餐桌，取两把干艾吃饭
前点燃，丝丝的白烟袅袅升腾，似一缕轻
雾，飘成风的形状，艾香四散，全家人绝不
会受到蚊虫的侵扰。

“霜染青春野水涯，沉香淡淡恰如花。”
端午节前几日，奶奶下到沟渠挑拣一些艾叶
掐回来，摊在窗台晒干后装在一个小布袋
里，专为孩子们缝制香包。

奶奶的香包

端午节那天，我们五个堂兄妹一早去
奶奶房中请安，奶奶从床头簸箩里取出香
包一一摆放在桌子上，任我们挑选。各自
选定后，奶奶为我们佩戴在胸前，香气扑
鼻。

奶奶做的香包多为元宝形，由零碎布头
拼凑缝制而成。也有梯形、三角形、四方
形，还有动物造型的，不过手工缝制难免有
些奇形怪状——像兔子又像猴子，像鱼又像
蝌蚪，像蝴蝶又像蝙蝠……这类香包深受男
孩子喜欢。那些花朵香包是我和姐姐的最
爱。

香包里塞满干艾叶。香包分两面，两面

缝好后留一个小口，然后从小口处装入干艾
叶，直至把香包填满，再封住小口，香包大
致就做成了。也有多层立体香包，缝制过程
相当复杂。

香包下有三根流苏，中间长，两边短。
上有用碎布剪出的花朵，有裁成一寸长短的
干蒜薹，还有用毛线剪出毛球当流苏的，就
地取材，五花八门。

香包带子是五彩线，分别代表金、木、
水、火、土。这些丝线不难找，找不到可用
相近颜色代替，凑够五色即可。长大后我们
相继离家，奶奶依旧每年坚持做香包，那充
满艾香的香包，曾在无数异乡孤寂的夜晚，
一丝一缕温暖着我……

门楣上的艾草

《荆楚岁时记》记载，“五月五日，采
艾以为人，悬门户上，以禳毒气。”每至端
午节，家家户户洒扫庭院，割一束艾草，
用绳子绑好悬于门楣之上，驱邪避鬼。一
扇斑驳的旧木门，一把新鲜的青艾草，陈
新之间，便隔了来世今生。或编成环状，
戴在孩子头上；或掐两片艾叶夹在耳边。
艾叶香，香满堂。艾草的香气是一种凛凛
的旷野之芬，着意闻时不觉香，香在无心

处。艾香袅袅在村里流散，筑一道无形结
界，让蚊虫近不得。

端午节一大早，母亲就忙起来了，煮一
锅当季大蒜和鸡蛋，还要烙油馍。幼时生活
贫瘠，过生日才能吃上鸡蛋，端午节的鸡蛋
却可随便吃。不仅能吃，还能玩。吃罢饭，
小伙伴们都拿着鸡蛋去找人碰，谁的鸡蛋破
了，就要把这个破的鸡蛋给对方。蛋壳色重
者耐碰，拿蛋尖互碰更有杀伤力。我幼时是
游戏高手，一个上午总能赢上三五个鸡蛋，
颇为得意。

到了晚上，母亲烧一锅艾叶水，倒进大
澡盆里，在月光下给我和弟弟擦拭身体，据
说此举可防夏生毒疮。艾叶是中药草，孟子
曾云“犹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可见其
效。这乡间的俗物是记忆中永不朽蚀的田园
牧歌，是追思回味童年的证物。

如今，离家多年，不知窑地沟渠旁的
艾草是否还能春风再生，到了五月是否还
能泛滥成一片青湖碧海。奶奶已离世，她
最后缝制的香包被我挂在卧室的一角，色
褪香尽。又是端午节，从市场买回一把鲜
艾挂在门上，看着它，我的心突起伤怀，

“凉风起天末，君子以如何？”记忆点燃岁
月的干艾，那些旧日往事便在艾香中袅袅
而来……

艾香袅袅

■特约撰稿人 邢德安
看到晚辈们开开心心地准备过端午节，我情不自

禁地想起儿时的端午节。
那是60年前，当时，百姓生活尚不富裕，端午节

能吃上熟鸡蛋已是非常满足了。至于粽子，我是没见
过。不过，除此之外，比如挂菖蒲、薰苍术、戴五彩
线、喝雄黄酒等习俗还是有的。这些东西都能就地取
材。菖蒲是一年生野生植物，大约高两米，果实呈圆
柱形，有大拇指粗细，毛茸茸的，可以止血。因此，
有心人会存放一些，以备不时之需。

母亲在端午节的头一天晚上就开始准备了——先
是准备五彩线，把棉线三股合并成一股，再找来各种
染料逐一染色。白色和红色染料是不用找的，棉纱是
白的，红色棉纱线是天然的，只有绿色、黄色、蓝色
几种颜料需要配制。这难不住母亲，她几天前就从游
乡的货郎那里买到了。端午节的早上，母亲先是烧水
煮大蒜和鸡蛋，大蒜煮了很多，据说当天吃不完可以
晒干存起来，如果身上长个小疮可以直接捣烂敷在上
面，治疗效果挺好的。至于鸡蛋，只要能满足孩子们
的需求，大人吃不吃无所谓。我们这里端午节的早上
家家户户都要烙油馍。那时除了家里来客人，一般不
烙油馍。端午节这天烙油馍，一是为了过节，二是正
值麦忙人们的劳动量大，也算是一种犒劳吧！

母亲做好早饭后，便开始逐一打发孩子们了。先
是把五彩线系在每个孩子的脖子上、手腕上和脚脖
上。母亲的动作轻柔，系得松了怕脱落，系得紧了又
怕勒着肉。系在每个孩子身上的五彩线是母亲的爱。
之后，便是抹雄黄酒了。夏天的晚上，农村的孩子喜
欢在地上睡，一张芦席上躺着几个孩子。为了防止蜈
蚣等虫子咬，家长便把雄黄酒抹在孩子们的耳朵、肚
脐等处。

总之，端午节要做的事情很多，但是我们最开心
的是吃鸡蛋。

难忘儿时端午节

■朱红蕾

五月，汨罗江的白浪峨冠博带
日夜拥抱江水的灵魂仿佛刚刚哭过
一条行走在岁月里的河流
在端午的气息里，再一次归来

放下怀中的那块石头吧，让它重新回到岸上
您手中滑落的竹简，曾经激起千层浪
激起天问，激荡在九歌盘旋过的地方
镌刻离骚的那把刀，收割了五月的麦田
两千多个字句，点亮碧绿的荷塘

米粒养在水里，端午长在艾草中
五色线圈出百毒不侵的祝福
龙舟竞渡，回音汹涌
佩香囊，艾叶插在门楣上
屈子祠堂里的钟声又一次响彻五月
您在溢满天下的钟声里，和独醒亭交谈
吃一个粽子吧
然后，继续仗剑前行

端午楚韵

■蔡军英
观乎兰佩霓裳，柳烟池塘。莲叶疏翠，菡萏

飘香。时逢仲夏且流火，夜遇蝉鸣则惆怅。皓月
当空，魁星相对而望；竹影摇窗，棚帘珠缀若
藏。铺云笺，抒雅章。一缕愁绪，然万般凄凉。

况乃庚子大疫，端阳严防。丝线绕，玉臂
量。艾草香囊焉斜挂，雄黄烈酒则驱蟒。山川异
域，风月同天医为纲；岂曰无衣，与子同裳弟于
长。应闻粽香漫华夏，五湖龙舟且赛狂。

诚知泊罗江岸，沙澧坝旁。十万黎民将祭
祀，三千墨客则吊湘。屈原逝，楚地殇。文坛赋
友，泼墨挥毫乎短长。且看东篱焉把盏，鸿儒大
笔乃颂扬。叹杏林之士，披荆斩棘，皆为天下苍
生，护其众生之安康也！

端午赋端午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