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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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北宋嘉祐四年（1059年），少年得志的苏东坡途经忠

州，看到有一座屈原塔，惊讶之余，写下了这首五言古
诗。诗中，真实展现了当地民众龙舟竞渡、投饭于江祭奠
屈原的动人情景和发自内心的对屈原热爱、追怀之情，赞
美了屈原追求理想、不与世俗同流合污、壮烈殉国的高尚
情操。当时令苏东坡惊异也让我们至今感动的，是在远
离屈原家乡之地，距屈原投江千年之后，人们竟然在这个
看似与屈原无关的地方，建造了一座屈原塔；竞渡、投饭，
在有的地方，已变成端午节的娱乐活动，而在这里，仍然
是庄严的祭祀，悲痛的缅怀，父老的哽咽和哭喊，真实表
达了人们对一代忠臣的思念和浓烈的家国情怀。

家国情怀是中华民族固有的爱国观念，是中华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天下太平时期，它激励人们“富贵不能
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国家危难时期，又鼓舞着
无数的华夏儿女保家卫国、慷慨赴义。从不怕杀头、秉笔
直书的齐太史，留节不辱、誓死不降的苏武，中流击楫、誓
复中原的东晋名将祖逖，到张巡、岳飞、文天祥⋯⋯无不
体现了强烈的家国情怀和爱国意识。正是他们的勇于担
当，我们的民族才生生不息。

端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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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更愿意将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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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我国地
域辽阔，任何民间传说要走向全国都要具备两个条件：符
合广大民众的心理诉求，获得官方的认可。端午节祭屈
原也不例外。

屈原生于战国后期的楚国，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
博闻强记，志向远大。由于才华出众，屈原得到楚怀王的
信任，任左徒，兼管内政外交。屈原任职期间，对内推动
变法改革，举贤任能；对外力主联齐抗秦，使楚国政治一

新，展现了杰出的政治才能。由于改革触犯了旧贵族的
利益，屈原受到奸臣的嫉恨。楚王听信谗言，先是把屈原
降职为三闾大夫，后又流放到外地。但屈原人在江湖，心
在朝廷，依然忧国忧民。“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
艰”“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为民生的
艰难而痛哭流泪，为祖国的未来而忧心如焚，希望楚王能
幡然悔悟，奋发图强。可现实一次次让他失望。他明知
忠贞耿直会招来嫉恨，但依然不改初心；他可以到别国
寻求出路，但对祖国的痴心不改，不肯离开祖国半步。
屈原的高尚情操与对祖国的忠诚，可以与日月争辉。
楚顷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 278 年），秦军攻破楚国都
城，楚王被迫逃难。看到楚国从一个强国落到几乎要
亡国的地步，祖国风雨飘摇自己又无能为力，屈原万念
俱灰，遂于楚都被秦军攻占那一年的五月初五，自投汨
罗江，壮烈殉国。

自先秦时代起，我们的民族就有浓厚的家国意识。
家是国的一部分，国是家的扩大化，有国才有家，为国尽
忠就是为家尽孝，忠君爱国成为人们的普遍道德追求。
屈原有强烈的家国情怀，最后又以身殉国，满足了广大民
众对忠臣的期待，符合民众的心理诉求。

到了唐代，“端午为屈原”开始成为官方的共识。唐
高宗龙朔元年（公元 661 年）的某一天，已过而立之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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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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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节除缅怀屈原外，还有伍子胥、
介子推等。为什么他们没有进入主流话语体系呢？

伍子胥本是楚国人，逃难到吴国，帮助吴王阖闾富国
强兵，使吴国成为春秋时期的霸主。后来由于多次劝谏吴

王夫差，被奸臣陷害，惨遭赐死并沉尸水底。伍子胥是吴
王阖闾父子的忠臣，但他忠于吴国却背叛了自己的祖国
——楚国，尽管其中有复杂的原因；他为了自己的家仇不
惜引外兵攻破楚都，掘楚王墓并鞭尸三百，使生灵涂炭、故
国蒙羞。伍子胥的“忠”，自然不是人们应该效仿的。

介子推曾经跟随晋国公子重耳，就是后来的晋文公
逃难，十九年不离不弃，在没有食物的时候割大腿上的肉
供重耳充饥。重耳回国即位后，大封功臣，偏偏忘了介子
推。后来晋文公想起介子推，立即派人寻找。介子推不
愿回朝为官，背着母亲到绵山上隐居起来。重耳找不到
介子推，就火焚绵山，企图逼他出来。没想到介子推竟被
烧死在山上。晋文公十分悔恨，便下令这天老百姓不许
生火。从此以后，人们便在头一天包好粽子，蒸熟，留待
第二天吃。由于介子推缺乏忠臣的典型性，加上传说清
明节为介子推所设，一个人不能同时占有两个节日，端午
节为介子推的传说就难以传承开来。

千百年来，端午祭屈原已成为大多数普通民众共同
的价值判断和心理诉求。在千千万万老百姓的心目中，
屈原传说已经深入人心，端午节就是为这样的忠臣所设，
正所谓：“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相闻为屈原。”

在民众的心目中，端午节最有影响的民俗活动龙舟竞
渡和吃粽子都与屈原有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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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说屈原
投江后，当地百姓纷纷驾舟前往营救，那龙舟竞渡的场景，
就是人们急于营救屈原的情景再现。

端午节的节令食品，粽子是最主要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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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五色丝线捆扎。据说屈原投江后，人们没有找
到他的尸体，又怕尸体被鱼虾吃掉，便向汨罗江里投放大
米，为了让大米沉到江底，就用粽叶包好，用绳子扎上。
这就是端午节包粽子的来历。

今天我们仍然需要纪念屈原，因为家国情怀和爱国
主义依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旋律。纪念屈原，既是对
屈原所代表的忠臣人格的推崇，更是对以屈原为代表的
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脊梁”的感念。

端午感念家国情
□ 侯仰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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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的门上，插着一株艾草。开门关门的空档，艾
香扑面而来。这株艾草是母亲送的，母亲说，要过端午
节了，插几株艾草，驱驱蚊蝇。

我时不时地望望、闻闻这株艾，时不时地忆起家乡
端午节里独有的那一味。

家乡有一条小河，河边随处可见艾草。每年的四
五月间，艾草长得最为葱郁。端午节这一日，母亲会趁
着天光微亮之时，挎上篮子，来到安静了几个季节的小
河边采艾草。艾草虽然不是金贵的植物，可母亲从来
都舍不得将艾草连根拔起。母亲告诉我，留着艾草的
根茎，明年还会长出新的艾草来的。

披着清晨所有光泽的一株株嫩绿的艾草被母亲采
下来后，又被母亲有序地摆放在篮子里，挎在臂弯下，
运回家。进得院子，母亲把去年插在门上的艾草取下
来，换上刚刚采回来的鲜艾。如果有哪一家没有去采
艾草，母亲听说后，会热情地送上一把。

随着天光的渐次明亮，家家户户的门上陆续插了
艾草，整个小村开始荡着艾草香。

被母亲换下来的枯艾偶尔会被村里手巧的老一辈
人要了去，做些艾叶荷包、艾叶香囊，分发给村上的小
孩子们。

纤纤素手飞针引线间，那些祝福与祈愿就一股脑
地装进了艾叶荷包、艾叶香囊，一同装进去的，还有端
午的味道，以及小村人传承下来的淳朴民风民情。

母亲懂得一点艾草的功效，大抵得益于学过中医
的外公的指点。因此，插在门上的枯艾通常情况下会
被母亲收起来，放在阴凉通风处留用。

有一次，我生了头皮屑，母亲煮了艾草水，洗几
次，就不再生头皮屑了。还有一次，我患了眼疾，母
亲也煮了艾草水，让我闭起眼睛熏蒸，熏蒸几次，我
的眼疾就治好了。母亲见证了艾草的诸般好处，就
把艾草的好说给村里人听。村上谁家的孩子染了风
寒，起了湿疹，也会向母亲讨教疗法。

艾草似是平凡的植物，可细火慢熬，便有了消肿散
结之功能，这就是艾草的与众不同的本事。艾草之所
以能够在传统的习俗里万古长存，也就不难理解了。

那年，由于父亲工作的变动，我们举家迁往几百公
里之外的一座陌生的小城。母亲偶尔也会逢端午之日
去市场买把艾草回来，可总感觉买回来的艾草少了点
味道。

家乡的亲人听说后，捎来几枚艾籽，春天到来之
时，母亲谨慎地把艾籽种到楼下的空地上。

一场春雨过后，艾草齐刷刷地露出小脑袋。母亲
看了又看，说：“这艾随和，你把它种在哪里，它就在哪
里安家，像家乡人一样。”艾草的这种随遇而安的品行
不也像母亲吗？

母亲的艾草不择土壤，枕着风，依着时光，热闹而
静寂地自枯自荣着，一年又一年，不离不弃，仿佛一
种执念；母亲的艾草味道极浓烈，采过艾的手，用清
水洗了一遍又一遍，艾的味道依然徘徊在手上，久久
不肯散去，好像一种眷恋。

去母亲那，和母亲到楼下看艾草。五月瓦蓝的天
空下，几朵粉白中，一株株艾遗世独立地生长着，让人
一眼就能认出它们来。

“种这个做什么呢？”一位年轻的妈妈和她的孩子
路过时，好奇地问母亲。

“你看，它旁边的花长得多好！有艾的地方，蚊虫
自然就躲了。要过端午了，给你几株艾，插门上，驱蚊
蝇呢。”母亲弯下腰，一边笑着作答，一边随手采下几株
艾草，递给那位年轻的妈妈几株，又递给我几株。我留
了一株，剩下的，给了母亲。

我常常瞧着、嗅着母亲送我的艾草，常常赏读着艾
草沉静、内敛、奉献的品行。艾草的这些与生俱来的品
行注定与端午的文化习俗有着千丝万缕的情结，这情
结已经融到人们的精神里，源远流长，生生不息。

悠悠艾草香
□ 仇立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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滚滚长江水，带走的是随波逐流
的飘叶浮萍，留下的是中流砥柱的精
神气质。屈原，就是站在奔流大江中
的一块砥柱之石。

三峡大坝，高峡出平湖，平静的水面之北是凤凰山。
屈原祠就坐落在长江北岸，依山而建。来来回回绕着屈
原祠走了好几圈，我竟然有一种近乡情怯的感觉。我并
非湖北人，想是从小到大过了这么多端午节，今日却是第
一次离屈原这么近的缘故。

未进屈原祠，就在山门外的碑亭前停下了脚步。碑
上所刻皆为楚辞名篇。摸索着青色的碑面，那些新刻下
的字迹还泛着苍白，内容却是字字千钧。仰头处，吟咏

《九歌》里的佳句；低头时，体悟《九章》里的哀伤。彪炳千
秋的佳句，力透石碑，将屈原的气度和诗情带到人们面
前，让我感受到这位人格近乎完美、才华光耀千古的东方
诗魂的气息。

碑亭不远处，气势恢宏的山门与三峡大坝遥遥相
对。土红色的立柱、白色的墙面、绿色的琉璃瓦，重檐飞
翘，三面牌楼，六柱五间，三级压顶，在苍翠山林间显得古

朴苍劲、与众不同。据说这是按照唐代屈原祠的模型修
建的，具有浓厚的楚地文化特色。

唐元和十五年，秭归还叫做归州。当时的归州刺史
王茂元首建屈原祠于州城东五里的屈沱。凝视着第一座
屈原祠的青绿色的微缩模型，我能从那厚朴敦实的建筑
中感受到唐人对屈原的崇敬。宋元明清四朝，屈原祠经
历过数次不同程度的修葺，一度成为士子们瞻仰先贤的
圣地。宋神宗封屈原为“清烈公”，屈原祠改名为“清烈公
祠”。1976年，长江葛洲坝水利工程兴建，屈原祠迁往距
当时的秭归县城三公里的向家坪。三峡工程兴建后，长
江水位再次升高，屈原祠迁到了凤凰山。

虽经数次维修迁址，屈原祠山门的建筑风格和装饰
仍完好保留。山门两侧的“孤忠”“流芳”二词，是仿唐代
屈原祠镌刻的，也是唐人概括屈原作为政治家和诗人的
一生下的定语。事实上，这些评语自汉代开始就出现在

历史文献中，出现在文人的作品
里。只是到了唐代，浓缩为几个词
的评价才渐成定论。

在屈原祠的中心，矗立着一座
屈原青铜像。只见一位中年男子头颅微低，眉宇紧锁，体
稍前倾，在正午的阳光下，散射出别样光芒。天地依旧，江
水东流，历史在回环往复间走向了新的时代。屈原所在的
时代和我们生活的时代相去已远，世道人心也大不相同，
但他的一颗为国为民的真心，依然为人敬仰。

屈原祠的正殿，宽阔敞亮，巨大的条几上供奉着鲜
花。屈原雕像背后的墙壁上，绘制着那些耳熟能详的故
事：江水波澜，屈原自云间归来，乡人在水中赛龙舟，抛粽
子，踏歌起舞。来此游玩的人，大多在雕像前只是轻轻鞠
躬，以表诚敬。我两手相拱，微俯上身，以君子之礼相
对。我想告诉屈原，他精心结撰的《楚辞》成为孳乳后世
诗歌乃至中国文学的源头，他的人格成为后世文人士大
夫心中的理想品格。

清凉高敞的大殿里，屈原的魂在画中，在静止的雕塑
上，更在我们的心中。

千古流芳屈原祠
□ 周玉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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