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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甲甲甲辰龙年辰龙年辰龙年辰龙年
话话话话端午端午端午端午

吴松山

两千多年来，端午节一直是一个全民
健身、防疫祛病、避瘟驱毒和祈求健康的民
俗佳节，被列为国家法定节假日，与春节、
清明节和中秋节并称为我国四大传统节
日，也是我国首个跻身世界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节日。

今年是我国传统十二生肖的甲辰龙
年。十二生肖年中，龙是强大无比力量的
象征，寓意蓬勃向上的生命力。端午节由
古代的祭龙演变而来，与龙有关，也可以
说是龙的节日。今年刚好是龙年与端午
节相遇，可谓是双龙重逢。端午节两个最
主要的活动：龙舟竞渡和吃粽子，都与龙
相关。

龙舟竞渡就是划龙舟，是联结龙文
化与端午文化的核心纽带，蕴含着深厚
的民族精神。人们想象中的龙，喜欢水，
因而才会有划龙舟的活动出现。通过锣
鼓喧天这种热闹和声势浩大的赛龙舟，
求得神龙的愉悦和高兴，让它恪守职责，
保证风调雨顺，护佑“龙族”百姓一方平
安。

有关端午节赛龙舟的渊源，有不同
的说法，而源于纪念屈原的说法则流传
最广。为纪念屈原，这项活动后来成为
端午节的重要习俗，逐渐发展为端午龙
舟竞渡。“竞渡深悲千载冤，忠魂一去讵
能还”，北宋诗人张耒的《和端午》一诗饱
含了对屈原的深厚情感，同时也表明龙
舟竞渡已是这一时期端午节的重要习
俗。此后，端午龙舟竞渡影响越来越
大，现已成为具有悠久历史性、深厚文
化性、广泛群众性和国际性的一项体育
活动。龙舟传承“龙”的脉息，满载吉祥
之愿和奋进的民族精神。在纪念伟大
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的端午龙舟竞渡
中，这种精神得到了进一步的彰显和发
扬。

吃粽子，是端午节的又一个重要习
俗。端午节这一天，包粽子、分粽子成
为节日的核心标志。

食端午粽，同样与“龙”有关。将粽
子投入水里，在古代就是感恩祭祀的一
种献礼，就是献给龙享用。东晋《续齐
谐记》记载：“汉建武中，长沙区曲，白日
忽见一人，自称三闾大夫。谓回曰：
‘闻君当见祭，其善。但常所遣，苦为
蛟龙所窃，今若有恵，可以楝叶塞其
上，以五色丝缚之，此二物，蛟龙所惮
也’。”这个故事，讲述屈原投江殉国后
每年受楚人祭，但他却“显身”诉苦，说
蛟龙与其争食。可是，为什么与其争
夺粽子的不是鱼鳖，偏偏是“蛟龙”
呢？这说明，其时的端午节虽然已由
“图腾祭”演变为“屈原祭”，但仍保留
浓重的“祭龙”元素。

端午吃粽子的风俗盛行不衰，全
国各地都普及了，南北方粽子口味有
咸甜之分，南方的粽子是咸口的，里面
加入了肉，叫“肉粽”，北方的粽子一般
是糯米加红枣，是甜口的。无论什么
口味，吃过粽子才叫过端午节，这就是
仪式与节日的关系。有了仪式，才有
了郑重其事的神圣感，才具有可重复
性地一代代往下传承。

也许很少有人能吟诵出《离骚》中
的赤胆忠心，但年年的粽子，岁岁的龙
舟，却让我们看到了纯朴的劳动人民
对忠诚与善良的追求。让我们真正从
心底里热爱我们自己的节日文化，过
好每一个传统节日，让中国的节日文
化永远传扬。

粽粽粽粽香龙情香龙情香龙情香龙情
是是是是端端端端午午午午

管淑平

一个个粽子，散发着诱人清甜
的米香，耳畔洋溢着龙舟竞赛的鼓
声和人们热情的欢呼声。人们用这
种朴素而喜庆的方式庆祝着端午节
的到来。

端午要吃粽。记得年幼，每到端
午，外婆都会提前好几天开始准备包
粽子的材料，泡糯米、泡粽子叶、清洗红
枣……每当看到外婆这样热烈地忙活
时，我的心头就会泛起一种关于端午的
甜美。

只见外婆熟练地从一堆用清水浸泡
柔软的粽叶中挑选出两片大小形状相似
的叶子，然后把它们重叠在一起，再轻巧地
把粽叶折成一个漏斗形，紧接着外婆抓起
一把糯米放入折好的粽叶里，再挑选两颗红
枣埋入糯米中，最后外婆快速地将粽子用棉
线缠绕包裹好。一个个三角形的粽子就包好
了。外婆包的粽子总是最漂亮的，大小匀称、
个头饱满。紧接着就是把这些粽子放入水中
煮熟。在煮粽子的时候外婆总会在里面放上
些鸡蛋，这样煮出来的鸡蛋带着粽叶的香气，
我一口气可以吃好几个。

煮粽子的过程是漫长的，我守在灶台边上
看着锅里的粽子随着水的沸腾而跳动，渐渐地，
粽叶的清香开始从锅里溢出来。当粽子煮好时，
满屋都飘着粽子香甜的气味。外婆把粽子从锅
里捞出来，我就会迫不及待地拿起一个开始剥，也
顾不上刚刚出锅的粽子十分烫手。当粽叶和糯米
分离时，可以看到糯米已经变得晶莹剔透还泛着
粽叶的绿棕色，每一粒米都紧紧地拥挤在一起，十
分黏稠，轻咬一口，糯米的香甜混着粽叶的清香充
斥着整个口腔。再大咬一口，就能吃到甜甜的红
枣，枣子已经被煮透，枣子的汁水早已透过薄薄的枣
皮把周边的糯米染红，让糯米变成棕红色，吃起来带
着红枣的甜味。

当我还一脸幸福地吃着粽子的时候，耳边忽然传
来一阵隆隆作响的鼓声。那鼓声中夹杂着人们断断
续续的欢呼声，时高时低，像波浪一样，那正是准备着
龙舟竞赛的人们。

我跟着几个伙伴来到河边，河岸边是密密麻麻的
人群，河面上已经聚集了几条装饰着龙头的龙舟。随
着一声号令，龙舟赛开始了。鼓手坐在船头，打着赤
膊，宽大的后背被太阳晒得黑黝黝的，他手持鼓槌，用
力地敲打着鼓面。船上的划手们，随着这有节奏的鼓
声，整齐划一地挥动着手中的桨。一条条龙舟，在开阔
的河面上，如水中的巨龙，飞速前进，水花四溅，卷起千
层浪花。那些龙舟，你追我赶，丝毫不敢停留片刻，岸边
的加油呐喊声，一声高过一声，似要把天掀翻。此时，已
不必再在乎输赢，光是那盛大的场面，就足以让人们心潮
澎湃。

我被这场面震惊。那时，曾幻想着倘若某一天我也
能做一个鼓手或是划船的人，想想就很拉风。于是，等龙
舟赛结束，我就在院子里搭了一条长板凳，手里握着一根
长竹竿，左边一晃，右边一摇，板凳纹丝不动，我却一脸乐
开了花。

端午这天，人们还会在自家门楣上挂上一株株艾草。
艾草，绿油油的，散发着迷人清香，味道很好闻。母亲说，
艾草不仅可以驱赶蚊虫，还可以驱邪避疫，保佑家人健康
平安。我那时身体不好，热天经常长痱子，母亲就在田野
采来艾草，捋下一些新鲜的叶子，碾碎，熬成苦水，给我清
洗长有痱子的地方，母亲又配合着碾碎的艾草给我外敷，
不久，我的身体得以恢复。小小的一株草，却能治病救人，
我的心里为此感到神奇而虔敬。

“端午临中夏，时清日复长。”过了端午，便是盛夏，日子
一天天变长，此后，也就愈发有了如火如荼的夏日盛景。

艾草艾草艾草艾草青青青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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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同举

艾草，又名艾蒿、香艾，乡下人
更愿意亲切地称呼它“艾”，像是在
呼唤玩累了的孩子回家。

在乡下，田埂上、坡地上、沟渠
旁，处处都有艾草摇曳多姿的身影。
艾草的生命力特别旺盛，只要有泥
土，它就能繁衍出一片动人的生机。
艾草无花供赏，不争春芳，与其他野
草并无二致，却深受人们喜爱。“无意
争颜呈媚态，芳名自有庶民知”，写出
了艾草的灵韵。

立身于天地间，生而为一种植物
是幸运的，艾草自古就备受称颂。“彼
采艾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艾草如
同从《诗经》中走出来的女子，带着连
绵不绝的思念，穿越千年。“种兰不种
艾，兰生艾亦生。根菱相交长，茎叶相
附荣。”艾草把生长的渴望深深地融入
泥土，每一坯泥土都潜藏了艾草的种
子，实则无须刻意去栽培。“户服艾以
盈要兮，谓幽兰不可佩。”在幽兰与艾草
之间，楚国贵族们选择了艾草，自有它的
道理。

乡下长大的孩子，对天然草木都有
一种与生俱来的亲近感。小时候，我特
别喜欢在草地上玩乐。放学后，我和小
伙伴们结伴到野外割猪草、放牛。累了，
我们就在草地上打滚撒泼，或躺在草地上
看云，等到起身之时，随手拍去粘在衣裤
上的草渣，发现衣裤被染上了斑斑点点的
绿，还带有浓郁的草药味，那是艾草的气
味。即便把衣裤用水使劲儿揉搓，那股药
味依然存在，久不散去。回到家里，我们
总免不了挨一顿责骂。即便这样，我们依
然迷恋草地，也从未把自己所受的责骂归
咎于艾草。

记得有一次，我的双手莫名其妙地起
了水泡，奇痒难忍。母亲到村口坡地扯了
几把艾草，放在阳光下暴晒。到了晚上，母
亲把晒干后的艾草放进锅里，加水煮开，然
后舀出几瓢艾水盛在盆里。母亲说要趁水
温才有效果，让我把双手放进艾水中浸泡。
水汽氤氲，鼻端充斥着一股浓郁的艾草气
味，我感觉手部每一个毛孔都在扩张，它们
贪婪地享受着艾水的温情拥簇，我的内心里
顿时涌现出一种不可言说的舒坦感。这样
反复浸泡几次之后，手上的水泡奇迹般地消
失了。此后，我对艾草多了一份敬意和感
激。

“我有青青好艾，收蓄已经三载，疗病不
无功。”艾草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民间称之
为“医草”，其声誉甚至超过了人参。“艾有参
之功，参无艾朴实之德。”这是李时珍的父亲
李言闻在比较参与艾之后得出的结论。在李
言闻看来，人参虽好，但价格昂贵，不具亲民
性；艾草不仅具备人参的药用功效，还价廉易
得。艾草这种普惠世人的品质，是人参所不
能比拟的。我想，艾草的前世一定是一位仁
心仁术的走方郎中，悬壶济世，泽被乡里。

“五月五，是端阳；门插艾，香满堂。”门上
插艾是端午的传统习俗。平日里灰头土脸的
野生植物，竟然能享受与门神同等尊贵的地
位，这在植物界也是不多见的。端午这天，人
们纷纷到野外采集艾草，父亲也不例外。父
亲起个大早，去野外割几把艾草，取一小束挂
在门上。每次迈进家门前，我都会用手指捻
一捻柔嫩的艾叶，再把手指放在鼻尖，细嗅那
一股淡淡的艾草香。

父亲把多余的艾草摆放在屋前晾晒。晒
干后的艾草，已不复往日的青葱模样，变得枯
黄。蚊虫肆虐的夜晚，这些枯黄的艾草就派
上了大用场。父亲把艾草干搓捻成绳状，点
燃了，绕着屋内墙角走一圈，那些扰人清梦的
蚊虫纷纷四下逃窜。余烟散去，艾香氤氲，我
在淡淡的艾香中酣然入梦。

端午过后，艾草慢慢地淡出了人们的视
线。但它依然寂静而又倔强地生长着，依然
在季节的轮回里上演着生命的必然进程，依
然青了又黄，黄了又青。

一起一起一起一起去吃去吃去吃去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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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肖坤

中秋吃月饼，冬至吃汤圆，清明吃鸡矢藤……中华传统节令，
似乎就是一部“舌尖上的中国”。民以食为天，在特定时节炮制对
应的美食，是对历史文化的敬畏，对自然馈赠的回答，也是对自
己辛勤劳动的小小奖励。这份“舌尖文化”放在端午节，脑海中
最快闪现出来的，毫无疑问就是粽子。然而，对于广东珠三角
水乡地区来说，端午除了吃粽子，还有一项极具特色的美食活
动，那就是“吃龙舟饭”。

顾名思义，“龙舟饭”就是与龙舟有关的聚餐。据清初
著名学者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记载，“岁五六月间斗龙
船”，主办者给全胜者“与状元标，张伎乐，簪花挂红”，龙船
“得胜还埠，则广召亲朋燕饮”。这种宴饮，就是“龙舟
饭”。当时的龙舟饭用糯米加上腊肉丁、虾米、墨鱼丁和
香菇粒等食材做成，果腹感特强，是龙舟健将们补充力
气的不二之选。后来，所有来宾、观众也投身到宴饮
中，菜式也愈加丰富，龙舟饭于是慢慢便演变成一场热
闹非凡的盛宴。

吃龙舟饭，关键要热闹。这种热闹，首先在于食
物。菜式要管饱，糯米饭、大鱼大肉、酒水等必不可
少，分量也务必要足，大家手捧画着飞龙图案的餐
具，“大碗饮酒，大块吃肉”，在觥筹交错之间碰撞出
恣意奔放的豪情。在大家欢声笑语，吃得正爽的
时候，炮仗就要登场了。看不到尽头的炮仗一旦
点燃引子，劈里啪啦的声音便响彻不停，带着硫
磺味的烟雾也随之升起，一点不输龙舟比赛时
的高声吆喝。

最初品尝龙舟饭是何时，我已经记不得
了，印象比较清晰的无疑是多年前的一次。那
年端午，父亲获朋友邀请，带上母亲和我，直
奔乡村露天广场吃龙舟饭。那是一场赛后龙
舟饭，太阳还没下山，菜上得很快，我们坐下
没多久菜盘便放满了大半张圆桌子。我满
心欢喜食欲大振，正当准备放开肚皮大快
朵颐之时，“龙舟水”瞬间倾盆而下，主打
食客一个措手不及。我们扔下碗筷，丢盔
弃甲般地快步躲到附近的屋檐下，看着
桌上可怜的肉菜纷纷化身“落汤鸡”，一
脸无可奈何。然而，并非所有人都像我
这般狼狈，有的村民反而急中生智，以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之势，挥动筷子
往碗里塞满饭菜，接着便是一个弯腰
快步，直接钻进大圆桌底下，蹲着继续
享用佳肴，管它外面大雨滂沱，让旁
人看得目瞪口呆，心生羡慕，又不禁
连连称赞。突然，雨云仿佛拧紧了
水龙头，雨异常干脆地停了，就如来
时那般，几乎毫无征兆。主人家见
状，迅速派人撤掉全身湿透的旧
菜，厨师们默契十足地燃起红彤彤
的火苗，掌勺起锅，热腾腾的新菜
很快便重新端到桌上，整个广场
又恢复了一片兴高采烈。去年，
我们一家五口到“龙舟之乡”大
泽的牛勒村观看龙舟比赛，赛后
一起打大鼓、划龙船，也自然少
不了吃龙舟饭，与几百位来宾
共同感受中华传统节日的文化
和乐趣。

近段时间，新一轮的“龙
舟水”不约而至，宣告着端午
节即将到来。粽子诱人的清
香仿佛已萦绕眼前，那些在
河底潜藏近一年的龙舟也已
经再度被唤醒，与健将们一
起击水奔驰。集竞渡、佳
肴、聚会于一身的龙舟饭，
也准备再次端上大圆桌，在
欢声笑语和爆竹声中，给予
人们努力生活的回报。

趁着鼓声震天、蛟龙
出水，我们一起去吃龙舟
饭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