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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历史文化

端午节快到了，粽子又成为餐桌
上的主角。其实，端午节不只有粽子
文化，还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端午
节的主题从来都是爱国主义和民族认
同感，这点从未变过，这也是端午节
有生命力的原因之一。

南朝吴均《续齐谐记》载：“屈
原五月五日投汨罗而死，楚人哀之。
每至此日，竹筒贮米，投水祭之。汉
建武中，长沙欧回，白日忽见一人，

自称三闾大夫，谓曰：君当见祭，甚
善。但常所遗，苦蛟龙所窃。今若有
惠，可以楝树叶塞其上，以五彩丝缚
之。此二物，蛟龙所惮也。回依其
言。世人作粽，并带五色丝及楝叶，
皆汨罗之遗风也。”这大概是端午节
来源的最早记载。端午习俗本为楚人
祭奠英魂而生。久而久之，这一习俗
演变成了全民族的盛大节日。但部分
地区也有纪念伍子胥。

中国传统节日的功能大多为祭
祖、祈福、感恩、团圆，只有端午节
蕴含着爱国主义精神，加强了国人的
民族认同感。这一精神内涵具有极强
的生命力，古往今来人们总是自发地
过端午节，端午节在现代社会仍然有
存在的意义。中国的传统节日，男女
老幼都能说出来历的不多，但问到端
午节为什么吃粽子，几乎所有人都知
道是为纪念屈原。 据《扬子晚报》

共度端午节 传承爱国情

端午节是诗意的，体现出的是爱
国的精髓。吃着飘香粽子的同时，不
妨也品读一下这些优秀的诗歌，追溯
先哲们的伟岸精神，激发和培育自己
的家国情怀。

锣鼓敲响，粽香悠悠，迎着浓郁
的诗意，端午佳节即将到来。李隆基
有诗云：“端午临中夏，时清人复
长。”端午节，又称“诗人节”，是我
国的重要传统节日之一。追溯端午的
历史文化，不难发现，这个节日散发
着一种浓郁诗意和家国情怀。

端午节，人们总会不由自主地想
起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屈原，春秋
时期楚国大臣。他倡导彰明法度，改
革政治，举贤授能，富国强兵，力主
联齐抗秦，却遭小人谗害而被流放。
在多年的流放中，屈原写下了 《离
骚》《天问》《九歌》等许多忧国忧民
的不朽诗篇，最后以 《九章·怀沙》
绝笔投江殉国。唐朝文秀的 《端
午》：“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
屈原。”讲的就是端午节流传最广的
一种起源。唐代褚朝阳也有诗为证：

“但夸端午节，谁荐屈原祠。”
端午节也有纪念春秋时期吴国大

夫伍子胥之说。伍子胥具有雄才大
略，忠心助吴王阖闾西破强楚、北威
齐晋、南服越人，吴国达到鼎盛之
势。阖闾去世后，他辅佐夫差即位，
帮助吴国打败越国。因夫差听信谗
言，将伍子胥赐死。千百年来，江浙
一带相传伍子胥死后忠魂不灭化为涛
神，端午节即为纪念伍子胥之日。清
代诗人朱彝尊诗云：“胜日衔杯罢，
轻舟解缆初；尽传迎伍君，不比吊三
闾。”如今嘉兴端午竞渡纪念伍子
胥，且规模不亚于楚地的吊屈原。

据传，端午节还是南宋民族英
雄、爱国诗人文天祥的生日。每逢端
午，文天祥都会以诗抒怀，表达自己
忧国忧民、尽忠报国的决心。他在

《端午》一诗中写道：“人命草头露，
荣华风过尔。唯有烈士心，不随水俱
逝。至今荆楚人，江上年年祭。不知
生者荣，但是死者贵。勿谓死可憎，
勿谓生可喜……”他在被俘后，仍

“精诚感苍天，浩气冲牛斗”，始终保

持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

求索”“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
照汗青”……端午节是诗意的，
体现出的是爱国的精髓。过端
午，怀屈原，念伍子胥、文天祥
等，实为一次灵魂净化。因此，
在端午这一天，我们吃着飘香粽
子的同时，不妨也品读一下这些
优秀的诗歌，并从其浓郁的诗意

中，唤起对端午历史文化的记忆，追
溯先哲们的伟岸精神，激发和培育自
己的家国情怀。 据人民网

品味诗意端午 培育家国情怀

端午节马上到了，你是否已经感
受到了一些节日气氛：街上开始有卖
香囊的、卖粽子的、卖艾草的；有的
小孩手腕和脚腕上还戴着五彩线绳。
这些是现代人过端午的一些习俗。那
么，古人是怎样过端午的？

辟邪毒
插艾蒲、挂香囊、喝雄黄酒

端午节时正值五月初五，天气湿
热，毒虫侵袭，瘟瘴之气始作，人很
容易生病，所以，古人很重视这个节
气，端午节的各种活动都以避邪、辟
兵、禳毒、驱鬼魅为目的。

据《梁书·宗测传》记载，南齐
人宗测，每年在五月五日出门采摘人
形艾草，制成艾绒，用来治病。此
外，古人还以艾草、菖蒲或榕枝，用
红纸配上蒜头、石榴花等植物花朵，
编织成人形或剑型的“艾人”“蒲
剑”，插于门楣或悬于厅堂之上，以防
蚊虫叮咬，并祈祷消除毒灾。

挂香囊是古人在端午节必做的一
件事，香囊内有艾草、菖蒲等香草，
还有朱砂、雄黄等物，再包以丝布，
配上五色丝线而制成。

古人在端午节还会在手臂、脚腕上
系着五色丝织物或丝线，称作“辟兵”
或是“合欢索”，有祈求战争和瘟疫不
要发生的意思。到了宋代，则出现各种

“合欢索”，有“辟兵厌鬼”之意。
另外，古人在端午节还有喝雄黄

酒的习俗。雄黄酒是由菖蒲和雄黄等
物泡制而成的，虽然古人明知雄黄有
毒，但他们认为喝了雄黄酒可以驱妖
避邪，做到“以毒攻毒”。

在江淮地区，古人在端午节时，
还有悬挂钟馗像的习俗。人们在端阳
节悬挂钟馗像，是想用来驱邪魔、镇
鬼魅，以祈求家庭平安。

包粽子
粽子的品种多且讲究

端午节包粽子、吃粽子早在春秋时

期就已流行，主要用于南方祭祀水神。
那时的粽子叫“角黍（shǔ）”，是用
菰叶将黍米包裹成角状，投入水中祭
祀水神用的祭品。在我国伟大的爱国
诗人屈原投江殉国后，“角黍”则逐渐
成为祭祀屈原的代表物之一。后来

“角黍”才逐渐发展成为用芦苇叶包裹
糯米制作我国端午节食品——粽子。

但端午吃粽子成为全国性风俗则
是在西晋，记录于周处撰的 《风土
记》中，当时煮粽子是“以菰叶裹黏
米，以栗、枣灰汁煮之”。在东晋时，
人们爱食用添加了中药的“益智粽”。
在唐代，粽子用米最为讲究，粽子已
成为白莹如玉、形状多样美食。

宋朝时，粽子的花色品种更加丰
富，形状和内馅都有了很多创新，还
出现了“蜜饯粽”。到了明、清时期，
粽子则成了寓意吉祥的佳品，读书人
吃枣粽，谐音为“早中”，吃包成细长
如毛笔的粽子，谐音为“必中”。

赛龙舟
龙舟竞渡活动非常流行

古人最初的端午节赛龙舟或源于
吴越人祭龙的“龙子节”，有祈龙降雨
的意思。后来又有了“斗龙舟以祛瘴
疠”的意思。接着，古人又赋予赛龙
舟更多的意义，如怀念屈原、纪念伍
子胥、越王勾践和曹娥等人的意义。

其实，早在战国时代就有了宗教
和娱乐性质的龙舟竞渡。后来，古人
赛龙舟的活动就渐渐转化为一项大众
性的娱乐活动。到了宋代更为流行。

到了明朝，赛龙舟也曾在宫廷流
行。按明朝陆容的 《菽园杂记》 记
载：“朝廷每端午节，赐朝官吃糕粽于
午门外，酒数行而出。文职大臣仍从

驾幸后苑观武臣射柳，事毕皆出。上
迎母后幸内沼，看划龙船，炮声不
绝”。后来，明朝政府认为赛龙舟有

“三害”，即“破财一也，起斗争词讼
二也，不幸覆舟殒性命三也”，于是下
令禁止，但民间赛龙舟的热情却丝毫
不减。到了清代，端午节赛龙舟已经
十分广泛。

禁忌多
古人对端午这天相当惧怕

在古代，五月被称为“恶月”“凶
月”“毒月”。从战国时秦国丞相吕不韦
的《吕氏春秋·仲夏纪》上看，古人把
五月视为最不吉利的月份，认为五月是
阴阳相争，生死相济的分界。南朝宗懔
《荆楚岁时记》也载：“五月俗称恶月，
多禁”。而五月最毒的一天就是五月初
五端午这天，是九毒并出，邪佞当道的
一天。所以在五月，尤其是端午节这
天，古人就有很多禁忌。

例如，古人认为，五月尤其是端
午这天，不宜生子。按东汉应劭的
《风俗通义》 中所说：“五月五日生
子，男害父，女害母”。古人认为，五
月夫妻不宜同房，特别是端午节这
天。同房会带来不幸，先秦时要求：

“君子斋戒，处必揜（yǎn），身欲静
无躁，止声色，无或进”。

古人还有“五月躲五”的习俗。
五月初五这天，父母要将未满周岁的
儿童带到外婆家躲藏，以避不吉。古
人以五月初五为“九毒日之首”，民间
有“躲端午”的习俗，即接新嫁或已
嫁之女回家度节。

从我们现代人看来，这些都是封
建糟粕，应当去除，但古人却深信不
疑。 据《海南特区报》

古人怎样过端午

“虎符缠臂，佳节又端午。门前艾
蒲青翠，天淡纸鸢舞。粽叶香飘十
里，对酒携樽俎。龙舟争渡，助威呐
喊，凭吊祭江诵君赋。”苏轼在这首
《六幺令·天中节》中概括了古代端午
节的重要习俗。千百年过去，端午依
旧如是，人们赛龙舟、吃粽子，热闹
有增无减。在端午习俗的传承与保护
上，画家与藏者也不遗余力，从流传
下来的端午题材画作中，我们依然能
感受到当时浓郁的节日气氛。

元·吴廷晖《龙舟夺标图》

赛龙舟是端午节最盛大的活动，
它的起源与纪念屈原有关。据南朝梁
宗懔《荆楚岁时记》记载，“五月初五
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江日，人伤其
死，故并命舟以拯之，至今为俗。”古
代每逢端午，从民间到宫廷都广泛开
展龙舟竞渡，元代宫廷画家吴廷晖的
《龙舟夺标图》就描绘出端午时节宫廷
龙舟比赛的盛况。

《龙舟夺标图》 为纸本墨笔，纵
124.1厘米，横65.6厘米，现藏于台北
故宫博物院。图中有三艘龙舟在河中
竞渡，中间的龙船装饰华丽，舟中设
有一亭，亭内有许多人在观看比赛；
前后两舟则彩旗飘飘，锣鼓喧天，舟
上的参赛选手，跟随鼓声的节奏指
引，奋力划桨。溪流两旁，林霏朦
胧，侍卫仪仗游行其间；观赛的百
姓，或立或坐，欢呼雀跃，场面十分
热闹。

此作为墨线白描的界画，这种绘
画风格在元代极为时髦。《龙舟夺标
图》至今传世的摹本和改绘本较多，
它们时常在各大拍卖会上亮相。

清·郎世宁《午瑞图》

《午瑞图》为绢本设色，纵约140
厘米，横约84厘米，现藏于北京故宫
博物院。此画作是一幅近似于欧洲静
物画的作品，画面中青瓷瓶内插着各
种花草，托盘里盛有应季的李子和樱
桃，最引人注意的是，画面右侧散落
着几颗饱满的粽子，写实风格让人仿
佛能闻到浓郁的香气。

就构图而言，《午瑞图》中物品聚
散有致，呈正三角形布局，给人以稳
定感。绘制时，画家采用色彩深浅及
光影明暗的变化展示花叶、水果和瓷
瓶的立体感，尤其是瓷瓶肩部绘画使
用见于欧洲绘画而中国画绝无的“高
光”手法，能令观者清晰地体会到西
方油画的技巧。

《午瑞图》 款署“臣郎世宁恭
画”，下钤二印，印文模糊不辨，鉴藏
印有“乾隆御览之宝”。画上虽然没有
落年款，但根据清内务府造办处的档案
记载，此画应作于雍正十年，属郎世宁
在中国的早期作品。 据《西安晚报》

古画上的端午节

端午节的由来与传说

《午瑞图》（局部） 郎世宁 作

《龙舟夺标图》 吴廷晖 作

《金明池争标图》（局部） 张择端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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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的传统节日当中，唯独端
午节注入了爱国主义精神，反映了民
众自古就有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

端午节是古老的传统节日，始于
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至今已有2000
多年历史。其由来与传说众多，本期
就介绍人们熟知的四种。

纪念屈原

据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
载，屈原是春秋时期楚怀王的大臣，
他倡导举贤授能，富国强兵，力主联
齐抗秦，遭到贵族子兰等人的强烈反
对，屈原遭谗去职，被赶出都城，流
放到沅、湘流域。他在流放中，写下
了忧国忧民的 《离骚》《天问》《九
歌》等不朽诗篇，影响深远，因而，
端午节也称“诗人节”。公元前278
年，秦军攻破楚国京都。屈原眼看自
己的祖国被侵略，心如刀割，但是始
终不忍舍弃自己的祖国，于五月五
日，在写下了绝笔作《九章·怀沙》
之后，抱石投汨罗江身死，以自己的
生命谱写了一曲壮丽的爱国主义乐章。

传说屈原死后，楚国百姓哀痛异
常，纷纷涌到汨罗江边去凭吊屈原。
渔夫们划起船只，在江上来回打捞他
的真身。有位渔夫拿出为屈原准备的
饭团、鸡蛋等食物，“扑通、扑通”地
丢进江里，说是让鱼龙虾蟹吃饱了，
就不会去咬屈大夫的身体了。人们见
后纷纷仿效。一位老医师则拿来一坛
雄黄酒倒进江里，说是要药晕蛟龙水
兽，以免伤害屈大夫。后来为怕饭团
为蛟龙所食，人们想出用楝树叶包
饭，外缠彩丝，发展成粽子。

纪念伍子胥

端午节的第二个传说，在江浙一带
流传很广，是纪念春秋时期（公元前
770年~公元前476年）的伍子胥。伍
子胥名员，楚国人，父兄均为楚王所
杀，后来子胥弃暗投明，奔向吴国，助
吴伐楚，五战而入楚都郢城。当时楚平
王已死，子胥掘墓鞭尸三百，以报杀父
兄之仇。吴王阖庐死后，其子夫差继
位，吴军士气高昂，百战百胜，越国大

败，越王勾践请和，夫差许之。子胥建
议，应彻底消灭越国，夫差不听，吴国
大宰，受越国贿赂，谗言陷害子胥，夫
差信之，赐子胥宝剑，子胥以此死。子
胥本为忠良，视死如归，在死前对邻舍
人说：“我死后，将我眼睛挖出悬挂在
吴京之东门上，以看越国军队入城灭
吴”，便自刎而死，夫差闻言大怒，令
取子胥之尸体装在皮革里于五月五日投
入大江，因此相传端午节亦为纪念伍子
胥之日。

纪念孝女曹娥

端午节的第三个传说，是为纪念
东汉（公元23年~220年）孝女曹娥
救父投江。曹娥是东汉上虞人，父亲
溺于江中，数日不见尸体，当时孝女
曹娥年仅14岁，昼夜沿江号哭。过了
17天，在五月五日也投江，5日后抱
出父尸。就此传为神话，继而相传至
县府知事，令度尚为之立碑，让他的
弟子邯郸淳作诔辞颂扬。

孝女曹娥之墓，在今浙江绍兴，
后传曹娥碑为晋王义所书。后人为纪
念曹娥的孝节，在曹娥投江之处兴建
曹娥庙，她所居住的村镇改名为曹娥
镇，曹娥殉父之处定名为曹娥江。

古越民族图腾祭

近代大量出土文物和考古研究证
实：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在新石器
时代，有一种几何印纹陶为特征的文
化遗存。该遗存的族属，据专家推断
是一个崇拜龙的图腾的部族——史称
百越族。出土陶器上的纹饰和历史传
说示明，他们有断发纹身的习俗，生活
于水乡，自比是龙的子孙。其生产工
具，大量的还是石器，也有铲、凿等小
件的青铜器。作为生活用品的坛坛罐罐
中，烧煮食物的印纹陶鼎是他们所特有
的，是他们族群的标志之一。直到秦汉
时代尚有百越人，端午节就是他们创立
用于祭祖的节日。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
中，大部分百越人已经融合到汉族中去
了，其余部分则演变为南方许多少数民
族，因此，端午节成了全中华民族的节
日。 据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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