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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节吃粽子是我国的传统习俗。每年
的端午，我都会亲手包粽子吃，这个习惯是从
母亲那儿延续下来的。

“五月五，是端阳。门插艾，香满堂，吃粽
子，撒白糖，龙舟下水喜洋洋。”在我们家乡，
端午是一个非常庄重的节日，有喝雄黄酒、挂
菖蒲、熏艾草、做香囊、赛龙舟等习俗，包粽子
吃粽子也很流行。每逢端午临近，家家户户
都准备原料制作粽子，购买鸭蛋腌制，到深山
里打粽叶或到集市上买来，是挑那种又宽又
嫩的买。待到要用的前一天，把粽叶浸泡在
清水中，一张一张地两面擦洗干净，剪去柄蒂
与叶尖。放进大锅用滚烫的水煮过，捞出后
晾干待用。

母亲包粽子的时候，我们兄妹几个喜欢
拿着小板凳坐在她身旁，专心地看着她的一
举一动。母亲的手很巧，只见她先将三四片
粽叶放在桌上摊平，光滑的那面朝内，一头一
尾反方向重叠，然后倒上浸泡好的绿豆、糯米
作垫层，放入两块腌制好的五花肉和一个咸

鸭蛋黄，再用勺子挖一勺糯米封盖，折了粽叶
的一头，把粽子竖起，手轻拍粽身，把米粒抖
实，顺手把粽子另一头的粽叶也折一下。最
后用搓好的麻绳一扎，猛力一抽，绕几圈，打
上绳结，一个圆实修长的枕头粽就包好了。

紧接着，母亲又像变魔术般左绕右绕，三
角形的、牛角形的、小宝塔形的、圆棒形的，为
区别里头不同的馅儿，就包出各种形状，一个
个在她手下活色生香地出炉了。母亲一边包
粽子一边给我们讲端午节包粽子的来历，可
那时的我只知道过节吃粽子的快乐。上学
后，从历史课本上才知道端午节是为了纪念
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

看到母亲如此轻易地包好，我们的手也
痒痒的，就撩起粽叶学起来，但总是裹不好，
不是糯米漏了出来，就是包的粽子没有棱角，
很不好看。母亲笑了笑，对我们说：“没事的，
慢慢来，多包几个就好了。”就这样，我们家的
孩子都学会了包粽子。

傍晚时分，母亲把粽子逐个码入大铁锅

中，倒满清水，盖上锅盖，先用旺火催锅，待烧
滚水后改为文火慢炖。我们小孩不停地往灶
膛中添柴，火苗红红的，紧挨着锅底，一闪一
闪地跳跃着，映红了我们的笑脸。随着白腾
腾的雾气，满屋飘溢着浓郁的粽子清香，诱得
我们兄妹几个口水直流，不停地问什么时候
才能吃上，恨不得立即从锅中拿一只塞到嘴
中。煮粽子的火候很重要，得煮上六七个小
时才有黏性。记得母亲说：“一定要把它一次
性煮熟，如果煮得夹生，下次回锅也不行啦。”
等着等着，我们不知何时沉沉睡去，只留下母
亲一夜守在灶口添柴加火。

第二天醒来，随着吱呀的开门声，父亲早
已把割回的艾草、菖蒲插满家里的整个门窗，
整个院子里都弥漫着一股淡淡的芳香。母亲
给我们额头上用雄黄画上王字，把精美的香
囊挂在脖子上。然后全家人围着桌子品尝粽
子，高高兴兴过端阳节。

历经一夜文火炖出的粽子，粽叶的清
香、肉蛋的醇香，已和浓浓的米香融为一体，

嗅着它的味道，就已经让人垂涎。我们迫不
及待地剥开墨绿的粽叶，米被染得金黄，发
出诱人的光泽，切开后则如蒸过的粉粿，柔
软而黏韧，咬一口，顿觉甘香爽口，肠胃舒
适，别有一番风味。我最喜欢拿着三角形的
粽子吃，将粽叶一层一层剥开，蘸上白糖，从
尖尖的三角形粽米处开始吃，绵甜爽口，不
涩不腻，甚是美味，清贫的日子因粽子变得
特别美好。

长大求学、工作、成家后，我远离了母亲，
在外过端午节，总会特别地想念家乡。母亲
裹粽子的情景亦历历在目，我好似又回到童
年，津津有味地吃到了母亲包的清香粽子
……母亲每年坚持包粽子邮寄过来，当千里
之外的粽子到我手上时，还是那么清香扑鼻，
一如母爱的恒久温馨。

如今母亲已经故去，就不再吃到母亲包
的那种风味独特的粽子了，幸好我一直沿袭
着端午节包粽子的习惯，不为别的，只为重温
那一份童年的记忆与温暖。

透过粽香的温情端午
□钟 芳

奶奶出生于20世纪初，梳着发髻，踮着小脚，
胸前总是挂着个香囊。

香囊又名香袋、香荷包，它是跨越千年而余绪
未泯的传统文化的遗存和再生。到了奶奶这里，
香囊却成了一种念想，一种对儿孙健康平安的祈
福。听奶奶说，戴香囊也颇有讲究。老年人为了
防病健身，一般喜欢戴梅花、菊花、桃子、苹果等形
状的，小孩则喜欢飞禽走兽类的，如虎、豹等。

小脚的奶奶，皮肤白皙，说话轻声细语。虽没
读过几年书，却识得诸多草药的奶奶，总会在闲
时，踮着小脚，领着我们去山上寻各种草药，然后
耐心地晒干碾成粉，制作成各种香料，填充她的香
囊。而她胸前的香囊尽管有些破旧，布的纹路也
模糊不清了，奶奶依旧把它当宝贝似的挂着，仿佛
挂着一个信仰。

和奶奶一年四季挂香囊不同，我们这些小孩
子通常只在端午期间挂香囊。

30多年前，距离端午还有些时日，奶奶就着手
制作香囊了。那时候，我们也好奇地围坐在奶奶
身边，给奶奶打下手。奶奶通常会很有仪式感地
搬张小板凳，小心地打开她的“百宝箱”，眯着眼
睛，对着阳光整理她的彩线、锦缎、碎布头……一
会儿喊这个帮她捻根彩线，一会儿唤那个帮她拿
下剪刀。那些个忙碌于制作香囊的午后，几十年
后，还满带着香气徐徐而来。

奶奶不知从哪儿弄来的五色丝线和各色锦缎
布头，那些看似不起眼的物件，在奶奶手中，不多时
便会变出各种漂亮的图案。不仅如此，奶奶还会制
作各种动物造型的香囊。没多少文化的奶奶，每年
都会用彩色丝线在锦缎上绣制神奇而博大精深的

图案纹饰，缝制出各种形状、大小不等的香囊，然后
小心翼翼地把各种香料、草药塞进囊中。我有时就
定睛看着彩线在奶奶手中穿梭，奶奶偶尔会将绣花
针往头发里擦一下，不多时，美丽的图案就跃然于
眼前了。奶奶做的香囊形状各异，圆形、方形、椭圆
形、五角形、葫芦形、石榴形、桃形……而她做的香
囊多是两片相合中间镂空，也有的中空缩口，但都
有孔透气，用以散发香味，顶端有便于悬挂的丝绦，
下端系有结出百结的系绳或流苏。

端午节那天，奶奶早早地呼唤我们一众孙子、
孙女前去，让我们像雁儿般一字排开，然后她亲手
给我们挂上香囊，在手腕处系上彩线，嘴里还念念
有词地说上些吉利话。那种神秘的仪式感，现在
想来还有些动容。

后来，奶奶年纪越来越大，眼神不太好了，手
脚也笨拙了些，而我们渐渐长大，对佩戴香囊不那
么热衷了。但奶奶每年依然会把香囊准备好，她
说她的香囊和市面上卖的不一样，里面装有她亲
自挑选采摘的香料，满满都是她的爱。我们也依
着奶奶，让她给我们挂好，再听她说几句愿语。彼
时的奶奶总喜欢眯着眼笑着，好像完成了一个大
任务。

再后来，我得知奶奶胸前挂的香囊是早些年
她送给爷爷的，当年爷爷在枪林弹雨中穿梭，一直
佩戴着奶奶缝的香囊，那香囊也如同护身符一样，
护佑着爷爷九死一生。爷爷去世后，香囊便成了
奶奶的一种念想。

奶奶的发髻、小脚和常年挂在胸前的香囊，早
随着旧日时光一起溜走了。在这样一个端午的午
后，记忆化作阳光下的思念，悠长，悠长……

奶奶的香囊
□葛 鑫

“男盼端午女盼年”，对于我们男孩子来
说，一过清明，就开始掰着指头掐算端午节的
日子了。

农村的端午节其实离屈原很遥远，倒是
白蛇的传说却让那些老人念念不忘。喝黄
酒、插香艾，是家家户户必不可少的。外婆
说，那避邪。所以每到端午，走在疏疏落落的
瓦舍间，到哪里都可以闻到那浓郁的艾草的
清香。当然，还有那氤氲在空气中的粽子的
味道。青青的箬叶里，晶莹的糯米裹着各式
各样的佐料，什么腊肉呀、板栗呀、豆子呀，一
串串的，招惹着嘴馋的我们。可当我们上了
初中，端午节里最吸引我们的已不再是节日
里特有的食物，而是划龙舟。

我们周围的每个村庄都有几艘龙舟。我
不知道这是何时传下来的风俗，只晓得自打记
事时起，每年端午划龙舟是少不了的节目。舟
都是用那深山中砍伐来的粗大的杉木打造的，
有十几米长，大点的分十三仓，小点的也有九

仓，取意为九子十三孙，每仓分左右可坐两个
人。平时，那龙舟架在村里仓库内的横梁上，
落寞得停满了灰尘。快到端午，村里的小伙子
便叫嚷着把它抬下来，倒扣在晒谷坪的两条长
凳上。然后请来造船的师傅，用石膏补上因长
年放置而干裂的缝隙，再重新涂上一层花花绿
绿的油漆。一切准备妥当，看着焕然一新的龙
舟，大家开始抓耳挠腮地盼着节日早点来临。

洎水河是家乡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风景
秀丽的三清山，然后淙淙潺潺曲折西流。并
不宽的洎水河在经过我们村庄不远处时，蓦
地开阔起来，形成了一个平坦的湖湾，这就是
划龙舟的绝好所在。

端午那天，男孩们早早地起床，匆匆忙忙
啃过几个粽子，再往兜里揣几个煮鸡蛋，就直
直地往晒谷坪上跑。龙舟旁，已有老老少少
很多人在叽叽喳喳议论着赛龙舟的事。谁敲
锣，谁打鼓，都要事前安排好。而掌舵的往往
由村里最富经验的老人来担任。议毕，最后

在一挂长长的鞭炮硝烟中，“吭唷”一声，船便
被几十个小伙子抬上了肩，一路逶迤着向河
滩走去。后面则跟着一长串光屁股的小牙
子，他们敲锣打鼓，扛旗拿桨，跑前跑后。那
架势和蚂蚁搬蚱蜢没什么区别。

端午的河水还是有些凉意的，但小伙子
顾不了这么多，龙舟一下水，他们就急急地也
跟下水。毕竟“僧多粥少”，稍迟一步，就抢不
到仓位当不成水手了。大家坐定，正准备向
赛龙舟处结集，忽然有人喊了起来：“龙头
呢？龙头呢？”原来大家只顾抬龙舟，却忘了
抱龙头来了。正互相埋怨，只见支书如搂着
个婴儿向这边走来。走近一看，那怀里的正
是龙头！这龙头一般都是用一截杨树或樟木
雕成，虽然比较粗糙，但龙鳞闪耀、龙须飘荡、
龙角轩昂，特别是那双突起的鸡蛋大的龙眼，
自是一番威严。

赛龙舟处，已是人山人海，鼓乐喧天。碧
清的湖面上，五里十八村的龙舟就像是一艘

艘战舰，一字排开，整装待发。彩旗下，小伙
子们也是个个摩拳擦掌、精神抖擞。其实名
次已不再重要，也不完全是为了在心仪的女
孩子跟前炫耀，一年就一个端午，谁不想在这
时尽情地玩耍？当组织者一声锣响，各村的
水手便是甩开臂膀奋勇划桨，心无旁骛。随
着鼓点，那桨就像是巨鹏的两只翅膀，一起一
伏，极有韵律。而河两岸的观众，也都声嘶力
竭地为自己村的人喊加油。激昂处，船上的
击鼓者有时会唱起歌谣来：龙船鼓，响咚咚；
吃粽子，划龙舟；满江水，白茫茫，飞上飞下干
劲长……声音雄浑而又嘹亮。

等到红日西沉时，大河湾才渐渐平息下
来。乡人们尽兴而归，龙舟上的小伙子才发
觉两臂灼热酸痛，疲惫不堪。回程的途中，木
桨高挂，龙舟悠悠晃晃，清幽的水面上只留下
一道长长的波痕。可晚上躺在床上，半夜里
仍传出梦中呓语：红船爬，绿船飞，大肚鼓，吃
乌龟……

龙舟上的端午节
□陈志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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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生

火热的夏天

有一条河流却是凉的

浪花溅起的泪水

甚至充满了透骨寒

从屈子投江

到龙舟比赛

一个粽子的故事

有血液和肉体在叙事

有泪水和灵魂在抒情

时光的尘埃落满窗台

五月初五的阳光总要照进来

诗意源于内心的拷问

怀念弥散着兰草的香

风吹来的故乡气息

一半炊烟的缥缈

一半人生的慨叹

端午节诗意

细线捆扎着款款深情

剥开一年粽子的芳香

艾草熏染古老的故事

汨罗江在血脉里流淌

龙舟载着壮怀激烈

忠贞荡漾着我们心房

一个香囊装满怀念

一直延伸到诗和远方

端午帖（外一首）

□李广凌

“余幼好此奇服兮

……带长铗之陆离兮”

屈子左徒刚毅耿介特立独行

着华美的服装，佩长长的宝剑

他不是T台走秀，也非找人决斗

仰天大笑出门去，无可奈何长太息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三闾大夫愤然出走，念天地之苍茫

哦！这是大夫的最后一次修行

天下之大，终无一处安置疲惫的身

抚剑拈须，饱尝人间冷暖再无留恋

汨罗江，屈原心中的一方圣水

水清可以濯缨，水浊可以濯足

滔滔浪涌，簇拥一颗品行高洁的心

从此五月初五日，万千龙舟游中国

一个古老的节日，赋予了更多的新意

文化长廊镌刻着几多彪炳史册的辞章

爱国主义情怀和操守把一代一代人滋养

念屈原

屈子行吟图 徐亚东/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