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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本报记者 于文博
6月3日是中国传统的端午节。端午

习俗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多彩。那么，漯
河有哪些端午习俗呢？

端午节美食

“过端午一定要吃粽子。咱们漯河人
包的粽子，从形状上看有三个角的，也有
四个角的。”家住海河小区、今年65岁的
王阿姨说，虽然现在市场上的粽子多种多
样，但总觉得还是自己包的好吃。每到端
午节前夕，她都要到市场上挑选粽叶、糯

米和蜜枣等，然后自己动手包粽子。“端
午节一大早就开始煮粽子，满屋飘香。看
到家人吃得欢，自己也很开心，感觉这样
才有过节的味道。”

除了粽子，漯河的端午习俗还有吃大
蒜、煮鸡蛋。“听老一辈人说，端午节吃
大蒜可以避邪驱瘟。”家住市区泰山路、
今天75岁的市民李大爷告诉记者，他小
时候，端午节清晨，每家都要把大蒜放在
灶膛里烧熟给孩子吃，据说孩子吃了烧大
蒜夏天不拉肚子。也有人说，端午节这
天，将鸡蛋煮熟后放在孩子肚皮上滚几
下，剥掉蛋壳让孩子吃下，孩子一个夏天

不会肚疼。
关于端午节吃鸡蛋的习俗民间有很多

说法。因为鸡蛋像心形，民间认为吃了鸡
蛋就能让人心情更好、更有精神。

“我小时候，端午节煮粽子时锅里会
同时煮鸡蛋，也可以煮鹅蛋和鸭蛋。鸡蛋
蘸盐吃俗称‘压顶’，吃了夏天身上不生
疮。而鹅蛋和鸭蛋煮好后放在阳光下晒一
会儿再吃，夏天不头痛。我们漯河还有立
鸡蛋的习俗。老一辈人认为，端午节把鸡
蛋大头朝下立在桌面上，能求得一年的好
运。”家住黄山路的陈大娘说。

挂艾草戴香包

“端午节门上挂艾草有很多讲究，有
‘两不挂’的说法。一是不挂被太阳暴晒
后的艾草。据说艾草被太阳暴晒后药性会
降低，所以要挂新鲜的艾草。端午节这
天，人们天未亮就去采摘艾草。二是不挂
不完整、矮小的艾草。因为艾草要挂在门
口，人们会挑选粗壮好看的艾草，一般不
挂植株不完整、矮小的艾草。”今年63岁
的市民程大爷说。

今年75岁的张凤兰老人对端午印象
最深的就是制作“五毒鞋”。五毒鞋以绿
缎子为鞋面，鞋头处绣“五毒”之一的蛤
蟆形象，鞋帮处绣上另外四种毒虫，即蜈
蚣、蛇、蝎子、壁虎。端午节这天，家中

孩子起床后穿上五毒鞋，戴上黄色肚兜，
脖子上佩戴香包或五毒葫芦，手上系五彩
绳，以避瘟气、驱毒虫，祛灾防病。逢其
他节日或孩子身体不适，也可以穿上五毒
鞋，能避邪挡灾。

日出前洗“端午澡”

“30年前，在漯河，端午节当天，天
不亮就有许多人结伴去沙河里洗头、洗
脸。水性好的小伙子在河里游泳嬉戏。
太阳升起的时候，大家甩着发梢上的水
珠结伴回家，沿路在河堤上采几株艾草
挂在门上，便完成了端午节的仪式。”网
友“老顽童”在一篇文章中追忆童年的
端午节。

在漯河的端午习俗中，最独特的应是
端午这天日出前到河里洗“端午澡”。“小
时候听奶奶说，端午节的头天夜里，月亮
上的月奶奶把她捣了一年的仙药全都撒到
人间的溪流、河水里了。”今年35岁的市
民郭擎告诉记者，据说端午节当天的河水
有‘奇效’，在日出前用河水擦洗身体可
以祛病消灾、强身健体，用河水擦洗眼睛
可以明目醒脑。

洗“端午澡”这一习俗至今人们依然
保留着。每年端午一大早，就有不少市民
来到沙澧河岸边，用水桶或盆从河里提
水，洗头、洗脸、擦洗身体。

迎端午 品民俗

相关链接

端午节与春节、清明节、中秋节并称
为中国四大传统节日，是集拜神祭祖、祈
福避邪、欢庆娱乐和饮食为一体的民俗节
日。

传说战国时期的楚国诗人屈原在五月
初五跳汨罗江自尽，后人将端午节作为纪
念屈原的节日；也有纪念伍子胥、曹娥及
介子推等说法。端午节的起源涵盖了古老
星象文化、人文哲学等方面内容，蕴含着

深邃丰厚的文化内涵。端午文化在世界上
影响广泛，世界上一些国家和地区也有庆
贺端午的活动。2006年5月，国务院将其
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自
2008年起，被列为国家法定节假日。2009
年9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批准将其
列入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
录》，端午节成为中国首个入选世界非遗
的节日。

端午

■文/图 本报记者 尹晓玉
舞阳县保和乡上澧河店村西有甘江

河，北有澧河，自古就是交通要地。有
河自然就有桥。从木桥到石桥，再到今
天的澧河大桥，桥梁见证了上澧河店村
的发展。而那些关于桥的精彩故事和
传说，也成为该村文化脉络的一部
分，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被赋予新
的意义。

日前，记者来到上澧河店村采访。周
桂梅是该村的一名农民作家，长期致力搜
集整理周边的文史资料。她告诉记者，在
澧河大桥东约300米处曾有一座松木桥，
已有1000多年历史。

关于这座木桥，村里流传着一个传
说。唐朝重臣“乔阁老”回家乡祭祖，
行至上澧河店村时，发现隔着澧河，无
法将官轿抬到河对岸，只好原路返回。
后来，“乔阁老”委派当地官员在澧河上
修建了一座松木桥。桥修好后，“乔阁
老”每年都回家乡拜祭祖先，还经常给
父老乡亲筹集一些粮食，助他们度过饥
荒。乡亲们为表达谢意，给这座松木桥
取名“阁老桥”。

关于这座木桥，村里还流传着“水涨
桥高”的传说。“据老一辈人口口相传，

这座木桥很有灵性，每逢河水上涨，它也
会跟着升高。无论水位升得多高，桥一直
能浮在水面上，供人们通行。”该村村干
部王明亮告诉记者。

据村志记载，上澧河店村位于舞阳通
往叶县的交通要道上，过去确实有一座松
木桥。很多商人来此做生意，大量货物在
此集聚中转，上澧河店村经济和文化空前
繁荣。“我小时候在河里游泳时，还能在
河里看到松木桩。后来河水浅了，露出水
面的木桩逐渐腐烂，但现在水下还埋有松
木桩。”王明亮告诉记者，这些都是古桥
存在过的印证。

明朝初年，松木桥被洪水冲毁，后遭
沙石掩埋。当时，澧河北岸一名归隐田园
的官员和一名富商共同出资，利用原来松
木桥的木桩做桥梁根基，铺上石板，修建
了一座石板桥，被后人称为 48 孔大花
桥、问津桥。这座桥始建于何时已无法考
证，但在清代各时期修著的《舞阳县志》
中均有记载。关于问津桥这个名字，当地
流传着一个说法：孔子周游列国时曾在此
问路。津为渡口，故名问津桥。

20世纪50年代，这座石桥被彻底废
弃，部分石板被村民从河里运出来，铺在
上澧河店村寨河的河沟上，继续发挥作

用。采访当天，在王明亮的带领下，记者
来到村东，看到寨河上用约二十块石板铺
成的一座小桥。这些石板长约2.2米、宽约
0.3米。“这里是入村的必经地之一。这些
历经数百年的石板铺在这里，重新发挥了

作用。”王明亮说，每次经过这里，他都仿
佛能看到那座历经风霜的石桥。

新中国成立以来，上澧河店村修建过
木排桥、公路桥。2003年，330省道经过
上澧河店村，修建了如今的澧河大桥。

一桥通古今 千年传佳话

■张盼盼
流传于民间的传统戏《地塘板》又名

《抄杜府》《抄临颍》《悬空案》，以临颍县
著名历史人物、明朝阁老贾咏为原型进行
创作，是一出唱、念、做、舞并重的传统
剧目。

《地塘板》讲述了明嘉靖年间，河南
遭遇旱灾，刘建候携母亲、妻子到临颍的
舅父杜子斌家中投靠。其表弟杜林欲霸占
表嫂，刘建候母子不从，被赶出府。其妻
在丫鬟帮助下逃出杜府，路遇阁老贾咏，
被收为义女。贾咏到河南放粮，刘建候母
子拦道喊冤。贾咏嘱其进京，到高拱、马
文升府存身。刘建候进京后找到其舅父杜

子斌讲理，被杜子斌关进地塘。贾咏回
朝，三搜杜府，搜出刘建候母子。他在金
銮殿上禀明皇帝，为刘建候母子申冤。该
剧通过唱腔、动作等的巧妙运用，使贾咏
一身正气、一心为民的清官形象深入人
心，通过收义女、面斥杜大人、搜杜府等
情节，展现出一个不畏权势、维护正义、
关心群众疾苦的好官形象。

《地塘板》充分照顾观众欣赏心理，
在戏剧结构中采用了“平中出奇”的手
法。人物设置突破了以往清官戏的套
路，让阁老贾咏面对的不是权贵豪门的
横行霸道、贪官污吏的草菅人命、地痞
流氓的胡作非为，而是与自己同村读

书、同朝为官的朝廷重臣的一桩家务
事。常言说：“清官难断家务事”。贾咏
如何处理这些矛盾成了观众的关注点。
灾年投亲、弟霸表嫂、姑表成仇、途收
义女、放粮接状、亲人反目、关入地
塘、金殿面君、三搜杜府，环环相生、
丝丝入扣的剧情安排，既符合观众期
待，又平中见奇。这样的结构使得故事
曲折起伏、情节引人入胜。

剧中唱词地域特色浓郁、通俗易懂，
对群众来说既入耳又入心。像途收义女中
关于太平景象的唱词：“高的山低的涧百
鸟齐唱，红的花绿的叶一片好春光。风吹
树叶‘哗啦啦’地响，苍松翠柏耐寒
霜。”刘母表述家乡灾难情形时所唱：“大
户人家卖骡马，小户人家卖庄田，贫苦人
家没啥卖，手拉儿女来到大街前。”这些
戏剧语言通俗易懂，使得《地塘板》更易
被观众接受。

传统剧目是剧种的根与魂。当前，河
南正在全力塑造“行走河南·读懂中国”
文化品牌。像《地塘板》这样反映漯河当
地历史文化名人故事的剧目应该得到重视
和传承。该剧目前多由豫东调、大平调、
曲剧等民间剧团演出，原漯河市豫剧团演
员、已近90岁高龄的沙河调老艺人张保
仁老师曾演出过此剧。《地塘板》有详细
剧情，没有固定的剧本。在演出过程中，
艺人常常根据自身演唱风格和观众的喜好
加进自己的想象和安排，对唱词进行改
编。

因为《地塘板》没有剧本，无法知晓
原剧语言面目及编剧意欲表达的思想内

容。在艺人长期口传心授的演出中，不免
误传或出现一些常识性错误。我认为值得
商榷之处有如下几点：一是阁老贾咏的名
字，戏剧中多为贾勇。若打造地方文化名
片，创作具有地方特色的剧目，应该用史
书记载的名字。二是途中接状一折，贾咏
所唱：“嘉靖皇爷坐北京，宠起来阁老贼
严嵩。老海瑞上殿动一本，参倒奸贼叫严
嵩。”贾咏是严嵩的授业恩师，贾咏致仕
归家之时，严嵩尚未入阁，此时不会出现
海瑞参严嵩的事。这样有历史错误的唱段
应予以调整。

传统剧目的传承不是原封不动地全
盘照搬，而是要在情节上进行整理，在
艺术上精益求精，创作出符合现代观众
欣赏趣味的作品。《地塘板》对曲折离奇
剧情的过分追求造成情节散漫、主题不
鲜明，个人认为作品可围绕“清官贾咏
处理地塘板一案”展开，在继承传统的
基础上彰显时代性，提升文学性和思想
性。像金銮殿面君、与杜子斌争论、抄
杜府途中的内心活动、两搜杜府不见人
的慌乱、三搜杜府的破釜沉舟这些精彩
片段，可根据人物当时的心境进行浓墨
重彩的渲染，运用大段唱词和沙河调独
特板式进行音乐设计，强化贾咏机智勇
敢、刚正不阿的人物形象，形成豫剧经
典唱段。

《地塘板》有较强的群众基础，与百
姓的生活息息相关。无论复排还是改编，
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都较少，也适宜
各类文艺团体演出。期待豫剧沙河调版
《地塘板》能早日搬上舞台。

精彩《地塘板》演唱临颍事

石拱桥留下的石板被铺在村口的寨河上。

《地塘板》剧照。

槐幄如云，榴花半吐，又是
一年端午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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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月恶日已经离我们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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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
诗，表达了诗人在端午节对爱国
诗人屈原的怀念之情，更是对昏
君奸臣的憎恨和鞭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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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表达了诗人
内心的悲苦凄情和对屈原的思
念。

文人墨客通过诗词悼念屈
原，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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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河湖海，龙舟竞渡勇往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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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充分反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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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精神追求没有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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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丽的文化符号，通过纸笔氤氲出
他们心中美好的“筑梦”画卷。

据《光明日报》

诗词里的端午

端午、端阳、端节、重五、
重午、夏节、天中节、龙舟节、
粽子节、药节、蒲节……端午节
名字众多。可为什么“端午”这
个名字能脱颖而出，成为最普遍
的叫法呢？因为在多种起源传说
和复杂的节俗背后，都有个火热
的“午”在，“午”是端午节的
中心，是端午节最坚硬的核。

这个“午”首先是“午
月”。古人以十二属相标记十二
月，从十一月（子鼠）起首排下
来到五月是午马，所以五月又称
午月，是夏至月，与十一月的冬
至月遥相对应，是一年阴阳转换
的重要节点。《淮南子》云：“芒
种加十五日，斗指午，则阳气
极，故曰有四十六日而夏至”。
在古人的知识体系中，夏至有三
重意义，“至有三义，一以明阳
气之至极，二以明阴气之始至，
三以见日行之北至，故谓之
至”。也就是说，午月是一年阳
气最足的月份，是阴气起始的月
份，又是太阳走到北回归线上的
月份。

这是古代人按照自己的方
式，获取天地纯阳之气的重要时
令，即“用阳”。这在铸器铸剑

和中医药采药制药等领域，表现
得最为充分。另一方面，五月阳
气太盛，其力过强。过强则为
恶，所以在古代被称为“恶
月”，很早就有许多禁忌。如
《荆楚岁时记》说：“五月俗称恶
月，多禁忌曝床荐席及忌盖
屋”。俗话说的“善正月，恶五
月”。老北京人忌讳五月搬家、
糊窗槅和剃头（见《帝都岁时纪
胜》），应当都和五月为恶月的
说法相关。

阳过强则须避之。《后汉
书·礼仪志》说“仲夏之月，万
物方盛，日夏至，阴气萌作，恐
物不茂……故以五日朱索五色印
（桃印也）为门户饰，以难止恶
气”。朱索、五色印这些门饰，
为的都是破过剩的“恶气”。《盖
平县志》解释有关端午节为什么
要避毒时，也讲“五月属午，五
日为端午，二午相属，火旺之
相。过旺则为毒，故用艾蒿、桃
枝、朱砂、雄黄等物解之”，用
的是一个道理。

“午”是熊熊大火、是炎炎
盛阳。“午”才是端午节最坚硬
的核。

据《光明日报》

端午的“午”

端午将至，市民在街头选购香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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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农民画） 谷明达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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