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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我习惯去逛早市，菜市场上遍布各
种时令瓜果和新鲜蔬菜，而最近上市的青青苇
叶、清香艾草备受人们青睐，尤其是上了年纪
的主妇。

每年农历五月初五，家家都要过端午，端
午又称端阳。在儿时的记忆里，父母是很讲究
过端午节的。五月初一家里就开始大扫除，家
里家外，房前屋后，都要清理。打扫卫生结束
后，母亲用大铁锅熬上一锅艾叶水，让家里每
个人都擦洗一遍，洗浴后满身都是艾草的清
香。到了初五早上，每个屋门两侧或悬蒲草或
挂艾条，阵阵清香，驱邪消毒。

对母亲来说，端午节是她展示手艺的重要
节日。母亲总是提前一天就泡好了糯米和苇
叶，还准备了赤豆、蜜枣、豆沙以及棉线绳。母
亲在端午节头天晚上就忙活起来，煮苇叶、滤
泡米水、剪棉线，然后包粽子，母亲包出的粽子
小巧玲珑，煞是好看。

包粽子仅是前奏，压轴的是煮粽子。母
亲嫌煤炉慢，就用柴火烧地锅，用家里最大
的一口铁锅煮，粽子入锅，添水淹住即可。
木柴火旺，很快粽子的香味就飘在空气中，
越来越浓郁。

往往等不到开饭时，各个小人儿的肚皮已
被粽子撑得溜圆。那年月，能吃上好东西的节
日，除了春节，也就数端午，端午过节实际上是
孩子们的天堂。

早晨起来，母亲先用红、黄、绿、白、蓝等杂
色粗棉线捻搓成股，拧成细绳，系在我们姊妹
手腕和脚脖处。棉线掉色，洗脸时沾了水，手
腕上印得红一道、绿一道。弟弟最小，备受父
母娇宠，母亲特意用红布做成绣有蟾蜍的小兜
肚给他穿上。大姐则拿雄黄酒在弟弟额上写

“王”字，并往手心、脚心处涂抹。
现在的端午节，虽然还吃粽子，但年轻人

没几个会包粽子了。超市冷柜里的肉粽、栗子
粽、豆沙粽、火腿粽、赤豆粽等各种粽子琳琅满
目，买回几个尝鲜，节日便是过了。很憧憬丰
子恺先生的漫画作品《买粽子》的诗意，楼下粽
香飘楼上，两个小姑娘无心做功课，又担心家
人发现，于是便偷偷开窗，将篮子从楼上垂下
买粽子吃，极富情趣的生活片断。

榴花照眼，艾蒲飘香，一年一度又端阳。
窘困而富有诗意的童年岁月在时光深处历久
弥新，怀念儿时的端午，怀念端午节里忙碌的
母亲。

一年又端阳

端午节是我国传统节日之一，曾被命名为“诗人节”，
在浩如烟海的古代诗歌中，吟咏端午佳节的诗不少。因
此，每逢华夏大地粽叶飘香、龙舟竞渡之时，我们总能感
受到浓浓的诗情画意。

在许多吟诵端午的诗歌中，当首推张耒的《和端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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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投江自尽后，楚国老百姓哀痛异常，
纷纷到汨罗江边凭吊屈原。他们拿出饭团、鸡蛋等食物，丢
进江里，说是鱼虾们吃饱了，就不会去咬屈大夫的身体了。

在端午节，食粽的风俗盛行，这在历代诗人笔下也得
到充分体现。唐代诗人郑谷“渚闹渔歌响，风和角粽香”的
诗句，反映了当时人们普遍吃粽子的风俗。

端午节也是男女传情的日子。青年女子给情人送香
包，表达对情人的爱慕。端午节是苏轼爱妾朝云的生日，
他在端午前夕为朝云作《浣溪沙》：“轻汗微微透碧纨，明
朝端午浴芳兰。流香涨腻满晴川。彩线轻缠红玉臂，小符
斜挂绿云鬟。佳人相见一千年。”词中的朝云美丽迷人，词
人愿与爱妾相依相携，一同升仙。

秋瑾号鉴湖女侠，擅长诗、词、歌、赋且喜欢骑马、击剑。
她在策划起义时为清兵所捕，宁死不屈，英勇就义。后人敬
仰她的诗文，敬慕她的人品，与“诗人节”合并来纪念她。

端午多诗意，端午诗意蕴涵着古今仁人志士忧国忧
民的忠义！华夏儿女只有切实了解这一点，才能真正参透
端午节的精髓。

诗意端午

在我的故乡，端午是一个很庄重的节
日。这一天除了要吃粽子、佩香囊、戴五色线
外，在我的记忆深处，还有山上的艾草、河边
的芦苇、土院墙下的指甲花等一些永不褪色
的风景。

端午节时在家门口挂一束艾草，是流传千
年的风俗，为此家家户户都会早做准备。在端
午的前一天，我们会跟着父亲到村南的山坡上
割艾草。山坡上的碎石地不长庄稼，大片的艾
草却长得很旺盛。高高低低的艾草随风荡漾，
父亲弯着腰割艾草，我们则疯狂地在艾草地里
奔跑，浑身沾满了艾叶，玩得很开心。割回的艾
草，绑成一束挂在自家门前，散发着浓浓的艾
香。

包粽子是需要苇叶的，记得有一年，爷爷领
着我去割苇叶，来到大河边，只见清清的河边有一
个很大的苇子园，青青的苇叶在风中摇晃，立刻让
人想起江南的芦苇荡。我们把割回的苇叶放在河
水中浸泡，然后再放到笼中蒸上十几分钟消毒，包
出的粽子清香无比，放在鼻子前闻一闻，不吃也会
陶醉。

在端午，女孩子最盼望的就是包红指甲。

包红指甲是要早做准备的，早春就要腾出几
个瓦盆，装上土，种上一种叫指甲花的植物。
那时村中只要有女孩子的家庭，在院子里的
围墙下都会放几盆指甲花。她们天天给指甲
花浇水，天天盼望指甲花开花。等到端午前
夕，指甲花就会开出像桃花一样的花朵，粉红
粉红的，所以指甲花又有个十分好听的名字：
小桃红。

包红指甲，还有一项任务就是采蓖麻叶。
我们村的南场边，七八亩地全都是绿油油的蓖
麻。女孩子们在蓖麻地里采叶子，就像一群江
南的采莲女子，她们说着、笑着、追逐着，给小小
的山村增添了快乐的气氛。女孩子们把指甲花
摘下来，捣碎，涂在指甲上，然后用蓖麻叶包好，
再用五色线绑牢，第二天指甲就会变得红艳艳
的。

去年我们去南方旅游时，火车不知什么原
因开得很慢。这时车窗外出现一条很宽的河
流，浑浊的河水在苍茫的暮色中流淌。我问身
边的人这是什么河，那人道，汨罗江。我听后惊
喜万分，脑海里顿时出现了香囊、五色线、指甲
花和飘着清香的粽子。

端午的风景

□贾春红

□木子语

□李学良 去年，我和几名同事去德国法兰克福的一家公司进
行为期半年的业务培训。在我们回国的前一周，德方公司
业务主管施奈德来到我们的房间，寒暄几句后，他问，如
果现在在中国，你们肯定在为迎接端午节而忙碌吧？

施奈德的话让我们大吃一惊，快到端午节了？同事马
上掏出日历翻看起来，果不其然，次日就是。大家纷纷感
慨，有人说，这是自己有生以来第一次在国外过端午节；
有人说，这下可以切身体会到“独在异乡为异客”的感觉
了；还有人说，今年端午没有粽子可吃，实在遗憾。这时，
施奈德接过我们的话茬：“吃粽子？没问题，我一定会让你
们如愿以偿。”

我们在施奈德的带领下走出宾馆，来到法兰克福的
大街上。一路上，我暗自思忖，他大概是领我们去超市买
些粽子回来。事情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步行十多分钟，我
们来到一家餐厅门口。施奈德告诉我们，这家餐厅推出了
一种“德国粽”，很受欢迎，他特地邀请我们一起品尝。

落座后，大家全都傻了眼，摆在我们面前的哪里是粽
子，分明是一块块长方形的类似面包的东西。服务生或许
看出了我们的疑惑，赶紧微笑着把面包切开。我们仔细一
看，才发现马铃薯和紫米藏在里面，另外还有一些德
国香肠和蔬菜。服务生说，面包里面还包裹着
粽叶，经过烘烤，粽叶的味道就被吸收进
面包了。

我们将切好的“德国
粽”叉起来，饶有兴致
地品尝着。或许

是加入了紫米的缘故，这“德国粽”真与中国粽子有几分
相似，黏而不腻，再加上粽叶的清香，让我们一下子找到
了吃粽子过端午的感觉。这时，服务生给我们每人端来一
杯白葡萄酒说，在食用“德国粽”时，可以搭配白葡萄酒，
这样最对味。

能在异国他乡品尝到独具特色的粽子，我们都很高
兴。施奈德也笑了：“来德国这么长时间，还没见过你们如
此兴奋呢！”他哪里知道，大家之所以这样，绝
不仅仅是因为吃了“德国粽”，更重要的一
个原因是我们为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开
始关注中国的传统节日而感到无比
自豪与欣慰。

这个在德国度过的端午
节，给我留下了很多
美好的回忆。

品尝“德国粽”

榴花照眼，
艾蒲飘香，一年
一度又端阳。农
历五月五日端
午节，是夏季最
重要的一个节
日。包粽子、挂
艾草、戴香囊、忆
屈原，不妨让我
们过一个传统
味儿足一点的
端午节，让民俗
文化的火种代
代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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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良秀

一个民族的生生不息，一个节日的自然生成，都有一
定的文化渊源，就像我们中国人年年要过端午节，念念不
忘屈原一样，必然有一定的精神力量来支撑，必然有一股
正能量的文化活水源远流长。

在很小的时候，我们家乡人过端午节，都知道要吃粽
子割艾蒿驱鬼神，都知道屈原这个人。尽管乡亲们并不清
楚敬重的这个人究竟为他们做了什么，但是他们知道，老
百姓心里惦念的人一定是为这个民族做过大事的人。

后来我上了学，学了知识，明白了端午节祭奠的那
个屈原为什么被老百姓敬重，我过端午节就不再只是
吃一顿粽子吃一顿“鲜”了，而是心中有了一座“敬畏的
高山”。

其实，屈原并不是为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而投
江的，而是为了楚国强盛和楚民幸福。可是，他这种忧
国忧民的精神，影响和感动了整个中华民族。因此，
端午节就由汨罗人小范围的祭奠变成了整个中华民
族的祭奠。中国人敬重屈原，是敬重他的爱国情操和忧
民情怀。

屈原出生于楚国贵族家庭，自幼勤奋好学，胸怀大
志，二十六岁就担任楚国左徒兼三闾（lǘ）大夫。起初他颇
受楚怀王的信任，主张联齐抗秦。但是，令尹子椒、上官大
夫靳尚和宠妃郑袖等人因受了张仪的贿赂，不但阻止怀

王接受屈原的意见，而且使怀王疏远屈原。公元前 278
年，秦国大将白起带兵南下，攻破楚国国都。屈原政治理
想破灭，对前途感到绝望，虽有心报国却无力回天，只有
以死明志，于同年五月五日投汨罗江自杀。

屈原不仅是一位忧国忧民的政治家，还是大诗人。他
在极度失意的情况下，提笔创作了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首
由诗人自己创作的带有自传性质的长篇抒情诗，也是中
国文学史上最长的抒情诗——《离骚》。《离骚》吸收了
南方民歌的精华，融合了古代神话和传说，创造了新体
诗——楚辞。

《离骚》打破了《诗经》四字一句的格式，是对中国古
代诗歌发展的一次大解放，开启了我国诗歌史上的第二
个春天。《离骚》采用三言至八言参差不齐的句式，篇幅和
内容可根据需要任意扩充，适宜抒写复杂的社会生活，表
达丰富的思想感情。可以说，《离骚》是我国自由诗歌形成
的开路先锋。鲁迅曾称赞《离骚》：“逸响伟辞，卓绝一世。”
老百姓也把屈原奉为“爱国爱民的先贤”。

也许中国人的端午已经不仅仅是为了纪念屈原，可
是我坚信我们的每个端午都有《离骚》的新版。中国人还
要走多少跨越灾难的路，谁也不知道，但只要有永远的屈
原、永远的《离骚》、永远的正能量文化精神在传承，这个
民族就会有喜悦与辉煌。

永远的屈原
□宋殿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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