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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古相闻为屈原

端午节是最早出现的中国传统节
日之一，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

那是 1300 多年前唐高宗龙朔元年 （公元
661） 的某一天，唐高宗李治很认真地询问大
臣一个问题：“五月五日，元为何事？”即人们
为什么要过端午节？大臣许敬宗引用 《续齐谐
记》 所载 的 屈 原 传 说 作 了 回 答 ： 战 国 时 期 ，
楚国大夫屈原忠心为国，却被奸臣诬陷，壮
志难酬，看到楚国即将灭亡，悲愤之下，于五
月五日投汨罗江而死，楚国百姓为了纪念他，
每到这天，便用竹筒贮米，投水祭之。唐高宗
是否满意许敬宗的回答，史书没有记载，但这
一问一答表明，尽管当时还有其他传说的存
在，尽管唐代以后许多地方还在生成新的传
说，但屈原传说乃是最正宗的关于五月五日起
源的解释，它也在各种文献中得到了更多的书
写和表述。

在民间传说中，除屈原外，与五月五日及
其节俗来历有关的人物还有伍子胥、越王勾
践、介子推等，东汉以后，民间还流传着孝女
曹娥的故事。曹娥是东汉上虞人曹盱之女，曹
盱于汉安二年 （公元 143 年） 五月参与祭祀

“伍君”的活动时不幸落水身亡，尸首不知所
终。当时年仅十四岁的曹娥沿着水边哭着寻
找，十七天后投江自尽。曹娥的孝心感动了天
地，五天后，曹娥与父亲的尸首一起浮出江
面。这则故事虽然与五月五日的来历无关，但
它的发生与五月祭祀水神有联系，也就成为附
着于这个节日的重要传说。

考诸史料，端午节是最早出现的中国传统
节日之一，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有的学者认
为，端午节起源于吴越民族龙图腾祭祀；有的
学者认为，端午节的各种习俗和传说与阴阳五
行对立转换密切相关；还有的学者说，端午节
是人们为了适应夏至前后因气候变化而带来的
瘟疫与疾病，通过巫术、灵符、中药等禳解，
因季节适应的需要而产生等等，不一而足。

随着认识的不断深化，大家越来越倾向于
认为五月五原是个避瘟驱邪的节日，端午的习
俗是古代人们针对五月恶劣的生存条件与阴阳
变化进行应对和调和的结果；但节日是不断发
生变化的，喜欢追根溯源的人们又十分愿意将
历史名人与节日起源相联系，这不仅可以表达
对历史名人的美好情感，也使节日本身变得更
加有意味。所以，在千千万万老百姓的心目
中，屈原传说已经深入人心，端午节就是为忠
臣所设，正所谓：“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相闻
为屈原。”

各具特色的习俗

丰富多彩的习俗活动，反
映了端午节在人们生活中的重
要程度

先 说 吃 。 端
午 节 的 节 令 食
品，各地多有不
同。《浙江新志》
载当地的节日食
品有粽、蒜、蛋

白、切鸡、馒首、绿豆糕、薄皮糕 （用春饼包
菜） 及五黄 （黄鱼、黄瓜、雄黄酒、黄鳝、黄
瓜头）、五烧 （烧酒、红烧肉、烧窝、烧饼、烧
馒） 等。

在诸多食品中，粽子是最主要的食品，民
间俗语有“端阳弗吃粽，死后没人送”。粽子多
由粽叶或竹筒包裹糯米蒸制而成，名目繁多，
古代就有“百索粽”“九子粽”“蜜饯粽”“艾香
粽”“青菰棕”等诸多品种，现在更是花样繁
多，有蜜枣粽、八宝粽、赤豆粽、蚕豆粽、玫
瑰粽、瓜仁粽、豆沙粽、猪肉粽，不胜枚举。
不论什么粽子，都讲究用五色丝线捆扎，俗以
为五色丝线有驱邪的功用。

至于端午节的饮品，则以雄黄酒、朱砂
酒、菖蒲酒、艾叶酒最具特色。

次说玩。说到端午节的玩，人们最先想到
的，大概就是龙舟竞渡了。龙舟竞渡，又叫划
龙舟、扒龙船、抢江。竞渡时，各船有十余人
分两排而坐，各执短桨。船上另有几人，摇旗
呐喊，击鼓敲锣，以助声威。竞渡前一般有请
龙祭龙的仪式。需要说明的是，有些地方的竞
渡活动往往并不仅限于五月五日一天，甚至高
潮也不一定是五月五日，在四川、湖北等地，
还将五月十五日称为大端午。在古代，端午节
竞渡的时间跨度往往很长，唐代诗人元稹曾感
叹道：“楚俗不爱力，费力为竞舟。⋯⋯连延数
十日，作业不复忧。⋯⋯一时欢呼罢，三月农
事休。”竞渡要耗时几十天之久！除了划龙舟，
端午节的娱乐活动还有斗百草、放风筝、抓鸭
子，真是乐趣无穷。

再说避邪卫生活动，即保护自己的生命、
使健康不受邪怪虫毒侵害的活动。

用植物、手工制品避邪驱毒在端午节十
分常见。各地用来避邪的植物各有不同，其
中以艾蒿和菖蒲最为普遍。一般是将艾蒿和
菖 蒲 悬 挂 在 房 檐 上 。 有 俗 语 云 ：“ 门 口 不 插
艾，死了变个大鳖盖。”“戴上艾，不怕怪；
戴 上 柳 ， 不 怕 狗 ； 戴 上 槐 ， 大 鬼 小 鬼 不 敢
来。”手工制品则首推长命缕，又叫续命缕、
长 命 索 、 避 兵 缯 、 朱 索 、 避 瘟 绳 、 百 岁 索、
百 丝 儿 、 长 命 丝 等 ， 因 多 用 青 、 红 、 白 、
黑 、 黄 五 种 颜 色 的 丝 线 做 成 ， 又 称 五 色 丝。
此 外 还 有 香 囊 。 香 囊 ， 也 叫 香 包 、 荷 包 等 ，
系用丝布缝制而成，内装以朱砂、雄黄、香
药等物，多用彩索串起来，佩带在身上。民
间还盛行悬挂天师像、钟馗捉鬼图以及一些
符图来驱邪，所谓：“五月五日午，天师骑艾
虎。手持菖蒲剑，斩魔入地府。”

这天，许多地方的人们还会采药。早在
《夏小正》 中已有记载：“五月蓄药，以蠲除毒
气。”在今天的胶东一带，人们习惯在端午节用
露水洗脸，据说洗了不害眼病，同时让牲畜吃
带露水的草，据说可令牲畜一年不得病。也有
地方送瘟神，即用竹、纸扎制龙船，端午日推
船入水，认为这样即可驱鬼避邪。

最后说说社会交往活动。端午节期间，许多
地方都有出嫁女儿回娘家的习俗，故而端午节又
有“女儿节”之称。在河北张北，节前要请出嫁女
吃粽子，节后再送回。在四川长寿，要迎新女婿
过端阳节。在安徽和县，新出嫁的女儿在初夏时
节要回娘家住一段时间，叫做“住夏”，端午节转
回夫家时，母家要包粽子
装满箱笼，让女儿转送给
亲戚邻里。

丰 富 多 彩 的 习 俗 活
动，反映了端午节在人们
生活中的重要程度。

健康信仰的力量

端午节，从一个避瘟驱邪、养生
健体的特殊日子，一步步演变为兼具
缅怀屈原、爱国孝亲的节日

在古代，人们称五月为“恶月”“毒月”“凶
月”，五月五日被称为“恶月恶日”。端午节时处
仲夏之月，人们的生存环境相对恶劣。首先，气
温迅速升高，雨水大量增加，南北方均进入酷暑
季节；其次，蚊蝇肆虐，各种毒虫活动频繁，瘟疫
极易流行；再次，这时候农事繁忙，劳动强度大，
影响了休息，以上这些都严重威胁了人们的身心
健康，也激发了人们的“卫生”意识。因此，无论
是节日饮食，还是节日服饰，抑或其他习俗活动，
都包含着强烈的避害全生、益寿延年的人生诉
求。不仅如此，端午节的一些节物和习俗活动还
总是能够起到避害全生、益寿延年的实际作用。
这是因为端午节使用的不少节物本身就具有药
用保健价值。比如菖蒲，“味辛温无毒”，可以“开
心，补五脏，通九窍，明耳目”。在流传广泛的《白
蛇传》传说中，白娘子也是在端午节喝了雄黄酒
才现出原形的。

竞渡活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养生作用。
对于参加竞渡的比赛者而言，他们为了取得胜
利，会提前进行训练，必然起着强健身体的作
用。对于观众而言，他们可以在竞渡现场大声喊
叫，是对心中郁结之气的释放和疏散，同样有益
于身心健康。

另外一些节物，虽然可能并不具有实际的避害
养生功效，但早已在人们的观念中成为驱邪养生的
吉祥物。比如桃木印、五色丝等。无论悬挂还是佩
饰，都具有避害全生、益寿延年的象征意义。

“忠”与“孝”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具有特
殊地位的两个范畴，端午节的习俗活动具有鲜明
的崇尚忠孝的文化内涵。对忠（忠于国家）的崇
尚，集中体现在对屈原这个人物的深沉悼念。在
人们的心目中，屈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忠臣，纪
念屈原，是对屈原所代表的忠臣人格的推崇，是
对以屈原为代表的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脊梁”
的感佩。对孝的崇尚，反映在以枭羹作为节令
食品方面。至迟在汉代，枭就被认为长大后会
吃掉自己的母亲，由此获得了不孝鸟的恶名，

《说文解字》说：“枭，不孝鸟也。”对于这种不孝
鸟，汉初已有磔之并作羹汤的做法，朝廷中还用
以赏赐百官。在唐代，枭仍然被视为“恶鸟”，而
宫廷中也继续着五月五日以枭羹赐百官的传统
做法。对不孝鸟以磔杀并吃掉的方式处理，表
明了对不孝行为的痛恨。而纪念孝女曹娥，则
从正面对孝进行了褒扬。

“楚人悲屈原，千载意未歇。精魂飘何处，父
老空哽咽。至今沧江上，投饭救饥渴。遗风成
竞渡，哀叫楚山裂。”端午节，从一个避瘟驱
邪、养生健体的特殊日子，一步步演变为兼具
缅怀屈原、爱国孝亲的节日，其中的文化逻辑
自然值得我们探讨，反映出来的千千万万人民
大 众 的 心 理 诉
求，更值得我们
深思。

粽叶香飘日

爱国孝亲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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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节与物相符，笋已成竿燕欲雏。客里不知端午近，卖花担上见菖蒲。”不知不觉间，端午节就要到了。在我国传统节日中，端午节是名

称最多的一个。除端午外，还有五月五日、重午节、重五节、端五节、五月节、端阳节、菖蒲节、浴兰节、天中节、诗人节、女儿节、龙舟节、粽子节、医

药节等诸多专名。时至今日，在不少人特别是城市人的印象里，端午节除了放假休息一天、吃粽子外，就是南方有几个地方进行划龙舟比赛。其

实，端午节的习俗很多，民间传说和文化内涵也十分丰富。几千年的光阴里，从避瘟驱邪到爱国孝亲，端午节一路走来，给我们的民族以健康、信

仰和力量。

端午栀子味
□ 成 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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栀子花语带着绵长的母爱，于

流年的端午，温暖，久久

久雨初霁，阴霾尽散。晨起路过咸宁西
河桥边，蓦然间，有暗香飘来。是栀子花香！
停步，寻香源。一丛新绿，顶出几朵白色栀子
花，在城与郊的三角地带，于光阴的转角处，
与我邂逅。

花蕾小，花蕊黄，花瓣薄而光润，与老家
九宫山上野生的栀子花，如出一辙。

那是大自然对端午的馈赠。
白面馍、白栀子花，白色调与端午焊接，

记忆穿越尘埃，回到了童年。
我的家乡在鄂南山区，山高，日照短，不

利于农作物的生长。自记事起，端午节是仅
次于春节的重大节日，因为家家户户要蒸新
麦包子。

小麦的出苗、抽穗、拔节、孕穗，每一步都
牵着农人的心。抢收小麦，脱粒，翻晒，赶在
端午节前，碎成面粉，是对庄稼人的认可，也
是一家人对端午的期盼。我的母亲侍弄土地
与饲养猪圈内的猪一样尽心。她深知，土地
的回馈会让全家人肚子圆滚，而家畜的回馈
是温饱向小康的过渡和延伸。

母亲不与人同，她在小麦粉碎时，多付加
工费，要求碎三次。碎好的麦面分三等：一等
粉是精白面粉，二等粉稍黑、粉粒稍大、带细
小的麦皮，三等就是粗糙的麦麸。端午节一
大早，母亲将前夜发酵溶解的酒曲均匀洒到
精白面粉上，加水、揉成团。馅或红糖，或白
糖，或粉丝菜末，也有不包馅的，做圆馒头。
她分门别类将发好的粉团子捡到铺了芭蕉叶
的蒸笼，放进大灶的锅里蒸。我也早早起床
手忙脚乱地帮忙拨火、添柴，将灶膛烧得旺旺
的。我的眼睛不断望那高高的灶台，想象着
腾腾热气的蒸笼里包子由扁圆、圆、膨胀的过
程，口水和向往时时涌起。

母亲并不着急将包子端下来，她煮上咸
蛋，让父亲将房前屋后的栀子花采回，洗净，
焯水，清炒。碰上运气好，村里有人杀猪卖
肉，母亲买一小块肉来打牙祭，将栀子花与猪
肉煮成肉片汤。用栀子花做成的菜肴，清香、
鲜嫩，有清热凉血解毒的功效。随处可见的
白色栀子花，单瓣，一朵朵，一簇簇，于苍翠的
山野摇曳，经久不凋。在五月，夏季的菜蔬不
接之时，也成了山里人家餐桌上的精美食材。

香气扑鼻的栀子花肉汤，馋涎欲滴的包
子，无异于我贫瘠童年里的山珍。记得那年，
我一口气吃了五个碗口大的包子，外加一个
咸蛋，一碗汤。吃完后面粉包子的高吸水率
遇汤水发胀，肚子撑得要命，坐着、躺着都难
受。母亲哭笑不得，说：你今天绝不能喝水
了，要不然胃要胀坏的。

那年头，包子是端午节里最好的食物（家
乡不兴包粽子）。端午节走亲访友，一提白面
包子，几许盐蛋，便是体面的礼物。一般农村
家庭一年到头只蒸一次包子。碰上小麦收成
不好，一年连一次包子都吃不上。母亲每次能
将5格蒸笼蒸满。她将有馅的包子先吃，没馅
的用干净白布盖着，三五天加热一次。那些馒
头，就着稀饭，能从小端阳初五吃到月底。

到六七月，青黄不接时，邻家只能靠野菜
和稀饭艰难度日。母亲将麦麸送去加工，碎
成粉，与端午节时留下来的二等粉，做成面糊
或面疙瘩。再拿出一小部分面粉揉成团蒸
熟，洒上精盐和白糖，用陶罐密封数天，长霉，
暴晒成香甜可口的褐色麦酱。蘸着这些麦
酱，就着晒干的栀子花，味蕾不再单调。无论
是粗茶淡饭还是清汤寡水，我们照样能如吃
山珍海味一样，吃得肚胀腹圆。因了母亲的
勤劳和能干，也因了她合理的计划和安排，比
起同村人，我家兄妹七人的童年有了色彩！

随着我远离家乡，父母的离世，家乡的栀
子花和白面包子，在我的视线里渐行渐远。
端午来临，路边那一丛栀子花叩醒我久远的
记忆。漫步街头，咸安户巷粽子的飘香再也
无法替代昔日白面包子的新麦香。街边亦有
老妪提着栀子花叫卖，那花多是庭院种植，肥
厚、浓香，富贵有余，清纯不足。心念处，家乡
的栀子花与母亲含笑的脸再现，重叠，质朴的
暗香一点点往心底深处渗透。

栀子花的花语是“永恒的爱，一生守候和
喜悦”。把我的爱给你，把我一切给你，我无
悔！栀子花语带着绵长的母爱，于流年的端
午，温暖，久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