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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从故乡来，带着熟悉的艾草气息，裹着粽叶的清
香。站在城市的这头，我敏感的神经随风摇曳，仿佛见它
掠过树林，淌过塘坝，一个唿哨，又从塘湾那丛石菖蒲的叶
尖飘向另一边的艾蒿，各种植物的气息糅杂一起，又一齐
弥散开去，漫过了那青青箬叶。

这南来的风，贯古穿今，走街串巷，捎来的又何止一湖
月光、半亩方塘？它连缀着故乡和我，还有梦中的乡音，流
淌的端午。

世间万物皆由风气所化，南风一吹，端午就近了。《孔
子家语·辩乐》上说：“南风之熏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
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端午最先进入状态的，是
太阳。太阳崭新的面孔从河面上拱了出来，并借着南风之
力，一点一点地上升。而后是一幅“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
辉”的景象，偌大的江汉平原更显开阔生动。南风徐来，穿
枝拂叶，高的艾草，低的菖蒲，还有屋后的粽叶，门前的小
雏菊……层层浸染之后，空气也变得密密匝匝起来,氤氲
开来，猛吸一口，那叫一个舒坦。

故乡的端午，总和艾草连在一起。
风把艾草味儿，从春弥漫到夏。艾草生命力旺盛，田

间地头，房前屋后，一丛丛，一簇簇，郁郁葱葱地长成一
片。细看，艾草的叶子很像一把绒绒的羽扇，在微风里兀
自摇曳。若掐一片艾叶，放在鼻尖，馥郁的芬芳，一下子钻
进肺腑，人变得格外安静，连空气都一点点变了颜色，有一
种清朗的明净。

夏至来临，百毒之虫、湿气浊气开始横行。但有了艾，
大家的心就安了。每临近端午，奶奶会早早起床，趁太阳
还没出来前去割艾草。新鲜的艾草挂着露珠，散发出浓郁
的清香，堆在院子里。奶奶教我用绳子一捆一捆地绑好，
挂在门的两边，每个房间的门上都挂，连厨房也不例外。
剩些的艾草会晾干收起。整个村里浸淫着艾草的清香，并
随着暖暖的南风悠悠飘散。一捆捆艾草立于家家户户的
门楣或门脚，也有人把当天采来的艾草编结为绳，放在柴
垛上晾晒。

“家有三年艾，郎中不用来。”艾叶在门楣上收了水分，
敛了绿气，一日日淡白，叶子软如绢布，奶奶会把叶子摘下
来，单独用一个干净袋子收好。艾秆折成小段，用稻草捆

成一小把。每逢阴雨天，奶奶的风湿必发，腿就疼得走不
动。这时候，艾就派上了大用场。奶奶把艾叶塞进竹筒
里，像爷爷对付旱烟管似的，塞得紧紧实实的，然后点燃，
一缕细小的烟缓缓上升。奶奶将腿平搁在椅背上，拿艾烟
在腿下熏。屋里弥漫着艾香，奶奶半闭着眼，说这艾一熏，
骨头缝里的虫子就吓跑了。那艾火沿着穴位游走，穿透肌
肤深入每一道经络，消融那些痛点与病灶里的血滞郁堵，
唤醒全身的能量，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它以修行的耐性抵
达，才有水滴石穿、修复完整的那一天。奶奶是深谙其中
之道，才能活得如此从容。

如今，再没有人给我收艾叶了。每年的端午，我都会
买一把回家，挂在门上，算是一种念想。顺着艾草的清
香，思绪就漫溯回旧时光：晴空之下，软软的河滩上一片
葱茏。奶奶手把手叫我认灰灰菜、狗麻蒿、打碗草、牛舌
头……那些植物在奶奶的眼里，如村里的二狗、牛娃般，
它们都有一个可爱的名字。奶奶麻利地割倒艾草，用野
草打个绺子，捆好，我背着，她握着镰刀跟在我身后。我
放慢了脚步，回头瞥见她步履蹒跚，满头的银发在风中飘
舞，像极了枯萎的艾草。艾草黄了有再青的时候，而奶奶
不能。千阳灿烂，我只能循着风的踪迹，追寻她为我们倾
尽了一生的爱。

风是善解人意的，阳光也是。
阳光把奶奶佝偻的身子勾勒成一个剪影，投在篱笆旁

的栀子花和石榴花上，温柔极了。院子里榴花如炽，栀子
胜雪，几只嫩黄的小鸡跑来跑去。端午到了，奶奶又要忙
碌起来了。

榴花依旧，栀子依旧，簸箕和木椅依旧。奶奶早早准备
好糯米，专等我来包粽子。奶奶慈祥地看着我，手把手地教
我，絮絮说粽叶儿要卷好，手要抓牢，粽条儿勒紧，米粒要如
何如何……可不知怎地，我学了好久，老是掌握不了要领。
奶奶轻笑一声，让我去喊左邻右舍的姑姑婶婶们来。院子
里顿时就热闹起来，莺莺燕燕的巧笑此起彼伏。同时，我惊
奇还地发现，家乡的女子少有不会包粽子的。她们灵巧的
双手上下翻飞，看得人眼花缭乱，转眼间，一只粽子就包好
了。这种本领，是楚地的百姓们代代相传的吧。

我很喜欢这样的时刻，人间的烟火气让端午变得温暖

而充满期待。
奶奶不仅自己包，还教别人包，并把包好的粽子送给

家境困难的左邻右舍。
送完粽子，已是深夜了，我们几兄弟吵着嚷着要吃粽

子。奶奶支上家中最大的锅，倒上清水，烧起柴根树桩，
坐在暖和的锅台旁，听着叽咕的水声，闻着越来越浓烈的
粽叶清香，听奶奶絮絮叨叨地讲故事。粽子煮好后，浸上
凉水，解开粽丝，把绿幽幽的粽叶一层层剥开，好像在一
层层地揭开一个诱人的谜底。剥掉粽叶的粽子有白玉般
的光泽，一粒粒熟透的糯米白得透明，紧紧地团成一个可
爱的三角锥体，透着一股粽叶的清香，再蘸上糖，入口润
滑甘甜，柔软黏稠。我们兄弟几个围坐在奶奶身边，在清
凉的夜里吃着粽子，听奶奶讲故事。那晚，我吃到了有生
以来最可口的美食。那种香甜不可名状。似乎每咬一
口，我的舌苔贮藏了一分记忆；每吞咽一下，脑子的屏幕
上闪现出热气腾腾的情景。想必我们此刻的心里，一定
充满某种奇妙的快乐。这快乐，仿佛在空气里一寸一寸
地移动，传递给了风、阳光和四野，我似乎看见了快乐行走
的轨迹。

风承接了所有的端午，阳光连接了所有的思绪。也
许，此刻的阳光是一年中最鲜亮柔和的，一丝丝，一线线，
照在门前的江上。风一吹，泛起粼粼的波光，更让乡下的
端午流淌着宁静、温馨的气息。我忽然觉得，所谓端午，应
该是阳光的开端，风的吹彻。我多想坐在光阴的门槛里，
对不辞而别的人，再做一次温情的回首。

风总是与艾草和菖蒲的气味纠缠，屋子里也会飘出雄
黄的气味，糯粽的香甜四处游荡，渲染出季节，让端午浓墨
重彩地出场。

流光里，奶奶一边包着粽子，一边给我讲述有关端午
节的习俗。我才明白，在门楣上插艾蒿、石菖蒲是用来辟
邪啦，敲着密集的鼓点赛龙舟，把一个个香气缭绕的粽子
抛到江里喂鱼儿，是以免它们打搅屈子的英灵……

如今，一个端午又一个端午过去了，奶奶早已作古。
岁月悠悠，世事茫茫，艾草与糯粽的那些往事，也只能付与
一年一度的端午节了。在这氤氲的粽香中，在徐徐而来的
南风中，只能遥想当年，回望故乡。

风吹端午 □ 万华伟

我
们
的
节
日

历来五月最重要的传统节日，莫过于端午节。最早
的端午节，据说是上古龙图腾祭祀演变而来。战国时，
爱国诗人屈原在端午节投江殉国，后世便也在这一天纪
念屈原。“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堪笑楚江
空渺渺，不能洗得直臣冤。”唐代诗人文秀的《端午》中描
绘的正是屈原投汨罗江的传说。也正因为这段历史传
说的加入，唐宋之后，这个平常的夏季节日，逐渐升华为
一个全国性的民俗大节。正因如此，留下了许许多多的
端午诗。

“重五山村好，榴花忽已繁。粽包分两髻，艾束著危
冠。旧俗方储药，羸躯亦点丹。日斜吾事毕，一笑向杯
盘。”宋代陆游的《乙卯重五》，描绘了一幅热闹的端午场
景：山村的美好时节，石榴花已经开得繁花似锦。家人一
起包粽子，彼此把艾草插在高高的帽子上，还按照旧俗配
药方，用朱砂雄黄酒点涂额头，以辟邪除秽，保年岁平安。

北宋才子苏轼写下过许多有关端午节的诗词，其中
有一首《六幺令·天中节》广为流传，诗中详细介绍了这
传统节日的习俗：“虎符缠臂，佳节又端午。门前艾蒲青

翠，天淡纸鸢舞。粽叶香飘十里，对酒携樽俎。龙舟争
渡，助威呐喊，凭吊祭江诵君赋。”这第一幕描绘的是人
们用绫罗布帛等制成小虎形状，缝缀儿童臂上，避恶消
灾。第二幕是民间流传下的习俗，用菖蒲作剑，插于门
楣，有驱魔祛鬼之神效。第三幕写的是包粽子的习俗，
用各色的馅料包粽子，飘香十里。最后一幕则是著名的
龙舟竞技赛。每年端午时节，南方地区都会举办声势浩
大的划龙舟比赛，千舟竞发，摇旗呐喊，好不壮观！从这
诗句中，不难看出古人对于端午的重视程度。

相较于其他传统节日，端午虽欢腾热闹，却多了几
分沉毅和肃然。“竞渡深悲千载冤，忠魂一去讵能还。国
亡身殒今何有，只有离骚在世间。”这是宋代诗人张耒在
《和端午》的诗句。虽然屈原已不在，但那彪炳千古的《离
骚》绝唱却永远不会消亡。“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
求索。”每当读到这句诗，心中便会想起那追寻真理的爱
国诗人屈原。

端午节是一个饱含爱国情怀的节日，让我们在诗意
中铭记这份情怀，感受传统文化的独特韵味。

小妹送来了些许粽子，告诉我三角形的是红豆、锥形
的是咸肉、菱形的是蜜枣、方形的是……并告诉我，给母亲
与弟弟同样备了份，才知道又是一年端午节到了。

细细咀嚼着粽子的清香，体会母亲及姊妹的浓情亲
情，心里便生出一份恬美，温暖的回味，在悠长而又倏忽的
岁月里，恍惚中还能想起儿时过节日的欢愉与温馨。

我还记得儿时吃的是那种纯粹的只包糯米的净粽，母
亲包的这种净粽香而甜，一直流连在我的心里。夕阳如金
泼洒在门前青石小院，小鸡雏飘忽成团团杨花，母亲像往
年那样，静静地坐在石榴树下，一手抓着雪白的糯米，一手
托着碧绿芬芳的苇叶，包着粽子。石榴花嫣红如霞，不时
有一片落上你的黑发，栀子花雪白如飘浮的月光。母亲，
那时多么年轻，眉目如黛，粉红的脸颊彩云飞扬。

风箱响起，炊烟翩跹成那么多白蝴蝶，满村飘扬着粽
香和艾香。小伙伴们拿着早就迫不及待编织的五彩网兜
装上各自的三角形、方形、“猪脚形”等粽子，或系放在手腕
上、或挂在脖子上，并系上吉祥的五色线，系上深情的期望
与梦想，系牢一生一世相守的时光，去玩耍。

记得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读高中时，学校离家有近

30里路，住校。我们都是三更灯火五更鸡地读书，不记时
日。一日晨起早读，在雾霭中见到了发丝上沾着露珠的母
亲，笑眯眯地给我送来了香气四溢、热乎乎的粽子，才知道
时节已到端午了，心里的感动与热乎，远远超过粽子的热
度与温度。现在每每回想起来，为了让我吃上热粽子，母
亲包裹、煮熟、赶路……应该是彻夜未眠吧！很多年后才
知道，我生命中的每一刹都是向你借来的片羽，胸中的每
一缕柔情都是你的爱折射的微光。

后来，粽子里逐渐有了红豆、火腿、香肠、蜜枣等配料，
但是人们似乎更懂得吃，更会吃！现代人过日子越简约、
越明快，但传统节日好像逐渐被遗忘，只是不知道，现在还
有多少人会惦念这小小的端午粽里的家国情怀啊！

又到端午节了，粽子的清香飘荡在五月的花香里，像从
心底涌出的清泉，流淌着浓浓的亲情。吃上香溢可口的粽
子，闻着粽叶的那股清香，沉浸在几千年的人文情怀中，心
里便绵绵滋生出对屈子一份深沉的思念，一份遥远的回份遥远的回
忆。多少年来，后人依然高歌吟唱着屈子的《《离骚离骚》《》《天问天问》》
《九歌》，那种“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而求索””孜孜不倦孜孜不倦
的追求精神，依然激励着一代又一代有志之士砥砺前行志之士砥砺前行。。

端午粽香溢满城 □吴 江

“五月五，过端午，香粽子，雄黄酒，挂个香囊把所有霉
运都赶走……”拿出手机一看，是一位挚友给我发来的一条
短信。

在我的眼中，端午节是一个美妙的节日，它不但充满了
先人的智慧和良好愿望，而且更是有一种温馨浪漫的气
息。每次回想起儿时吃着那青色的粽子，鼻翼里还回荡着
浓浓的甜香，一种思乡的情怀油然而生。母亲包粽子的情
景定格在我的记忆深处，是那么亲切、温馨，犹如一幅版画，
定格在我的脑际，历历在目。

每年4月底，母亲总要上山亲自去采摘新鲜的粽叶，在
端午节前一天晚上，她将泡上一盆糯米，准备好需要的红
枣、黑豆、绿豆等。端午节的早上，母亲神色严肃，十分细
心，她将绿绿的粽叶摆好，然后抽出3张粽叶，放上糯米、大
枣和红豆。只见母亲的两只手像蝴蝶的翅膀般熟练地上下
翻飞，一个又一个圆锥形的粽子就包好了，母亲将包好粽子
吊在高板凳上，不一会儿，一排排整整齐齐的粽子就吊满了
整个板凳，形如一个个建筑工地上整齐排列着的竖直向下

的吊线头，立在那儿，显得挺拔有力。
粽子包好了，母亲将包好的粽子放在大锅里足足蒸上

三四个钟头，粽子蒸熟后，锅盖一掀开，粽子的清香缓缓地
从锅中溢了出来，满屋子都飘荡着粽子的清香，让闻着香
味的我馋得口水流个不停。我和姐姐将粽叶剥开，只见洁
白的米团里仿佛嵌着几颗深红油亮的玛瑙。那诱人的清
香充满了整个屋子，馋嘴的我迫不及待地让妈妈从锅里抓
起一个粽子，不管它炙热烫手，解开线团，就送进嘴里，用
牙齿咬一口，滚烫的粽子，烫得我舌头和嘴巴顿时起满了
大大小小的泡泡，尽管这样，我还是不肯吐出来。那飘香
的粽子哟，就这样刻在了我童年的记忆深处。

如今，独在异乡的我，很少吃上母亲亲自包的粽子了，
每到粽子飘香时节，我总是不由自主地想起母亲的粽子，想
起一家人团聚在一起，粽子喷香，甜蜜幸福的农家生活，它
胜过如今超市里任何高档美味的粽子。母亲亲自做的那新
嫩的绿豆伴着粽叶特有的清香的粽子，丝丝缕缕，伴着我从
小到大，一路绵延，永不消失，愈久弥香。

追忆粽子飘香时 □ 余 瀛

端阳赋
□ 汪业盛

季当半夏，日到中央；时在重五，节号端阳。
采药南麓，拘蟾北墙；射柳东苑，斗草西厢。
门悬菖剑，壁挂蒲枪；堂画钟鬼，额写明王。
身佩艾虎，发饰豆娘；丝拴五彩，锦绣香囊。
粽包四角，米含五香；龙绳清郁，箬叶芬芳。
茶喝蒿绿，酒饮雄黄；沐彼馨气，浴我兰汤。
禳彼灾祸，祈我安康；逢此节日，缅思纯良。
灵均屈子，望郢怀乡；满腔忧愤，抱义沉江。
万民敬恤，百姓崇扬；莫教葬送，蟹腹鱼肠。
鼓若雷吼，风骋云骧；棹如电掣，波涌涛狂。
龙舟竞渡，搏击沧浪；翻江倒海，蟹伏鱼藏。
此情堪悯，此举堪彰；沿成风俗，衍及湖湘。
年年今日，岁岁端阳；千秋万世，忠义斯长。

端午感怀
□ 张卫平

怀沙抱石赴清江，玉粽涵情岁月长。
荆楚龙舟争渡日，幽兰尽染后昆芳。

端午感怀
□ 李家栋

蒲草青葱艾草香，流年七六又端阳。
朝晖白发簪栀子，夕照苍颜泛酒觞。
玉粽投江思渺渺，龙舟破浪事茫茫。
千秋古国开新宇，九死精神再奋扬。

端午节
□ 孙 斌

粽子香飘端午节，龙舟破浪鼓声灵。
千家悬艾情齐岳，五月浴兰思动溟。
天下宁无楚王醉，世间定有屈原醒。
江山自古忠臣重，留得离骚铭汗青。

端阳有寄
□ 沈光明

每到端阳逸兴飞，填词唯恐与心违。
神游别楚吟江畔，天问离骚对夕晖。
驾凤御龙星月瘦，添衣秀舞影儿肥。
年年且把诗魂祭，总是文人带醉归。

悼屈原大夫
□ 黄金榜

青山黄土三千年，碧水长湖哀民艰。
葬身鱼腹别《渔父》，一曲《离骚》对愁眠。

楚王宫里述酸楚，章华台下赋华章。
《九歌》泣血发《天问》，湘妃香草棕飘香。

减字木兰花·端午
□ 陈为平

榴花似火，栀子清香如雪朵。
雨霁天青，珠滚风荷红蕾擎。

门悬蒲艾，驱净瘟邪驱雾霭。
雄酒缸开，龙竞荆江壮客怀。

每当临近端午，母亲便将细长粒的本地糯米
提前浸泡了，将青色的粽叶也洗好浸泡了，将家
里一把老式的靠背木椅反转过来，端一把椅子
坐在它对面。还将一把白色的梭子线系在一边
椅把上，这线是棉花纺的土线，预备来系粽子，
有时候也会用草做绳，但是没有梭子线那么细
致好看。椅子左边是一盆泡得白白胖胖的糯
米，右边一盆水乡的粽叶染了荷花池子里的藕
香，别有一种沁人心脾的清香。

只见母亲灵巧的双手拿起粽叶一头一个旋
转，粽叶一头就形成了一个尖尖的斗笠，将玉一
般白的糯米粒塞进这小斗笠中，塞了再塞，还用
手一再压紧压实，然后将粽叶反折过来，将斗笠
变成了一个密密实实的四角尖尖的小口袋，再扯
过一根梭子线将这小口袋紧紧地缠好，一个小小
的粽子就做好了，母亲重复地做着，一会儿，椅子
把上就系好了一大串青色的粽子，我们姐弟四人
在旁看着，嘴角都恨不得流下了口水。

监利的粽子是小小的清水粽，既不像南方人
爱吃的肉粽，也不像北方人爱吃的枣儿粽豆沙
粽。待我长大后在旅程中吃遍了祖国各地的粽
子，却还是觉得这简简单单的清水粽最好吃。解
开粽子上的绳结，粽叶和糯米已经紧紧缠绵在一
起，细细地剥离开，只见粽叶的香气全部被糯米
吸收，粽子已经变成了碧玉一般的半透明淡青
色，这哪里还是食物，已经成了一枚工艺品。

端午盛宴上，首先是包子，然后是皮蛋与盐
蛋。我一直觉得我们本地的咸鸭蛋最好，监利的
盐蛋轻轻打破剥开一点壳，用筷子头往里一戳，
那黄油就流了出来，那蛋黄是一层层起沙的，越
靠近蛋黄心，蛋黄就从黄色变成了深红色，别提
有多好吃了！

还有一大碗与鸡蛋一起煮的蒜子，蒜是最排
毒的。桌子上不能缺的还有一盘加了青红椒和
韭菜的炒鳝丝，这是父亲的拿手好菜，这也是现
在远离家乡的弟弟最爱的菜肴。到了端午前后，
人们传说“五月黄鳝赛人参”，百姓的餐桌上必定
少不了它。

吃饱喝足，夜幕已经降临，我们一大家人就
会围在一起看电视，或者一人一本书看起来，就和
平时的每一个宁静的夜晚一样。但是端午节那天
还是有些不一样的，大门前倒挂着的那一大把
据说能祛暑辟邪的艾叶和菖蒲草不停散发着幽
幽的清香，这是母亲端午一大早就挂上了，她还
用老式红绳子系着根部，在浓浓的绿色中若隐
若现非常好看。在我长大后的每一年端午，都
会在自己小家的大门口和客厅花瓶学母亲一样
插上艾叶和菖蒲草，可惜再找不到那么古朴的
红绳了。

再晚一点，母亲燃上了雄黄香，这是监利
老手艺人用雄黄艾绒好几味中药草做的一种
香，据说端午这天在家燃了，百毒不侵，蚊虫避
之不及。然后我们就在那奇异的药香中甜甜
的睡了，那晚是否梦到了白蛇与许仙，我已经
不记得了。

每一个当下只道是
寻常的普通瞬间，都是
日后追忆起来的人生限
量版。追也追不上的时
光啊，在端午的香味中，
在父母的笑颜中，在我
们的童年中，渐渐走远
了……

古诗词里过端午 □胡佳艺端
午
老
时
光

□

徐
雁
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