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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节，是中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时间为农历五月初
五，是集拜神祭祖、祈福辟邪、欢庆娱乐和饮食为一体的民
俗大节，有端阳节、龙舟节、重午节、重五节、天中节等二十
多个别称，是汉族、水族、纳西族、藏族、彝族、傣族、仡佬族、
普米族等民族的传统节日。

端午节作为节日，形成于汉代。东汉应劭《风俗通义》
中就有农历五月五日人们防避兵役鬼魅、防病防疫的记载。

端午节的起源，自古到今说法不一，主要说法有：纪念
屈原说、迎涛神说（伍子胥含冤死后化为涛神）、恶日说、龙
的节日说（即祭祀龙图腾说）、夏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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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承发展中杂糅了多
种民俗为一体，各地因地域文化不同而又存在着习俗内容
或细节上的差异。

端午节主要风俗有挂钟馗像、躲午、帖午叶符、悬挂菖
蒲、艾草、游百病、佩香囊、备牲醴、赛龙舟，比武、击球、荡秋
千、涂雄黄、饮用雄黄酒、菖蒲酒，吃五毒饼、咸蛋、粽子和时
令鲜果等，除了有迷信色彩的活动渐已消失外，其余流传至
中国各地及邻近诸国。

2006年5月，国务院将端午节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2008年起，端午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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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端午之际，龙舟在江面上破浪疾驰，留下一串串涟漪，
宛如指尖轻拨琴弦，激起层层波澜，绵延不绝。江水滔滔，
似历史的滚滚洪流，裹挟着往昔的哀怨与今朝的欢腾，勇
往直前，奔流不息。艾草的清香悠悠飘散，那芬芳如同一
支灵动的画笔，在空中勾绘出一幅幅古老而神秘的画卷，
引人无限遐想，仿佛瞬间穿越时空，置身于那个英雄辈
出的年代。屈原，那位身怀壮志、心怀天下的诗人，他的
身影在江底若隐若现，仿佛仍在寻找着属于他的那片天
空。他的叹息，随着波涛的怒吼，激荡在每个端午之日，
让我们感受到他内心深处的痛苦与无奈。然而，正是这
份矢志不渝的执着与坚韧不拔的精神，使他成为了我们
心中的英雄，他的精神也永远镌刻在了华夏儿女的心
中。这一刻，时间仿佛停滞，历史的尘埃随风飘散，又在
此刻凝聚成永恒。

“端午”，这个古老的节日，总能让我回想起小时候母

亲包粽子、做香囊的情景。每当这个时候，家里总会弥漫
着一股浓郁的香气，那是艾草、粽叶和香囊混合在一起的
味道，这种别样的香气总能使人精神振奋、心旷神怡。

母亲包粽子的手艺堪称一绝，对食材的挑选也尤为讲
究。她会精心选择最新鲜粽叶和上等糯米，将糯米提前浸
泡好，使得米粒饱满而富有弹性。然后，她会准备各种馅
料，如豆沙、红枣、肉末等，每一种都搭配得恰到好处。最
让我难忘的是母亲包粽子的过程，她的手法熟练而优雅，
首先取两片碧绿的粽叶，叠在一起，轻轻一卷，便成了一个
小巧玲珑的漏斗状。接着，舀起一勺糯米，倒入漏斗中，然
后放入一颗红枣，或是一块豆沙，再覆盖上一层糯米，用勺
子轻轻压实。最后，将粽叶的余部折过来，盖住漏斗口，用
细绳紧紧扎住。母亲包粽子时，总是那么专注，那么用
心。她的手指在粽叶和糯米间穿梭，如同一只蝴蝶在绿叶
间翩翩起舞。一会儿工夫，一个完美的粽子就诞生了。看

着那些绿油油的粽子在铁锅中翻腾，散发着诱人的香气，
我的口水都会忍不住流出来。

除了包粽子，母亲还会为我专门做一个香囊，挂在胸
前。香囊中散发出的香气，仿佛能驱散所有的烦恼与忧
愁。香囊是端午节的另一个重要元素，据说可以驱邪避
瘟。母亲用五彩线编织一个小袋子，里面放入艾草、菖蒲、
白芷等，晒干后研磨成粉，再加入一些花瓣和香料，搅拌均
匀装入小布袋中，母亲会将小布袋编织成各种形状，如动
物、花卉等。我记得有一次，母亲做了一个小兔子形状的
香囊给我，那兔子栩栩如生，仿佛随时都会跳出来一样。
晚上，我把它挂在床头，每晚都能闻着那股淡淡的清香甜
美地进入梦乡。

岁月如梭，时光荏苒。那些曾经的端午，仿佛就在昨
日，却又遥不可及。我闭上眼，深吸一口气，那粽子的香甜
和香囊的清香又萦绕在我的鼻尖。

又到香飘端午时
裴金超

节到端阳感慨生，满斟浦酒祭诗翁。
门悬艾草邪魔远，鼓震沧波雅韵融。
正气长歌传后世，忠魂不朽唤清风。
尊俗重礼情如故，潮动千年溯遗踪。

端午节
封玉华

檐角低垂的旧梦
粽叶、艾草、香囊
香囊里，无端裹着半枚青果
暗褐色的褶皱
这正是我所贮藏的
我的陈年思绪，被悄悄唤醒
有人划动河心的龙舟，鼓声太激越
两岸之间，望得见
飘着同样的碧青色水花

“许多清晨，
我沉醉在它的粽香之舟”
传统与现代保持平衡
长久，静默地用那枚暗褐色褶皱的青果
叩击岁月，回声悠长

端午絮语
赵强

端午安康 朱永金 作

端午节

垂柳轻瑶花草幽，恰逢三月到扬州。
烟波湖水今犹在，古迹亭廊诗亦留。

游扬州
王颖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