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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粽子为何会流传
粽子古称角黍，以有尖角和黍料为原料而得名。

端午节吃粽子的习俗由来已久。《齐谐记》载：“屈原以
五月五日投汨罗， 楚人哀之，每年此日，以筒贮米
祭。其遗事，亦曰筒粽。”竹筒储米，并非食用，而是投
江让水中所谓蛟龙及鱼虾等水产动物食之，免它们吞
食屈原的尸体，这则记载反映了古代人民对屈原的敬
仰与崇祀。

在民间还流传着这样一首《粽子歌》：“有棱有角，有
心有肝；一身洁白，半世煎熬。”这种悼念活动，年复一
年，流传开来，便成为祖国各地的传统节日习俗。荆州
各地制作的粽子品种繁多，有白粽、肉粽、甜粽、咸粽、豆
粽、豆沙粽、枣泥粽等。端午节食粽，除纪念屈原外，还
有其独特之处。

一是亲朋之间表达友谊，将粽作为应时佳品，相互
赠 送；二是祭祀祖先；三是给小孩子佩带“宜夏避恶”；
四是斋僧。在江陵、松滋等县市城镇、乡村，端午节有向
寺庙、道观送粽斋僧、赠道的习俗。

赛龙舟这项活动在端午节前后举行，是荆州市民自
发的声势浩大的节日文化活动，也是为纪念伟大的爱国
主义诗人屈原。

公元前 278 年，秦国攻破楚国都城，在江南过了 20
年流亡生活的屈原目睹国家的沦亡，于农历五月初五，
在湖南汨罗江怀石投江，以身殉国，人们为了纪念屈原
而保留下了一个民族特色十分浓郁的端午节，而赛龙舟
则是端午节的传统节目之一。龙船由龙形的舟船和舟
楫组成，是古代帝王出巡江海湖河时乘的船，其首尾作
巨龙形状，叫龙船或龙舟。

荆州市五月端午竞渡的龙船大多是在普通木船
的首尾，临时扎上龙头、龙尾而成的，也有特制的专
用龙船。赛龙舟的传统很早就在荆楚大地上流传下
来了，《荆楚岁时记》载：“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
汨罗，曰伤其死，故命舟楫以拯之，舸舟取其轻利谓
之下凫，一自以为水军，一自以为水马，州将及士人
悉临水观之。”在宋庄季裕的鸡肋篇》中有关于江陵
赛龙船盛况的记载：“湖北以五月望日为大端阳，泛
舟竞渡，逐村之人，各为一舟。”明代公安派代表之一
袁中道在其《午日沙市龙舟》中云：“旭日垂杨柳，倾
城出岸边。黄头郎似马，青黛女如仙。龙甲铺江丽，
神装照水鲜。

万人齐着眼，看取一舟先这些都记载了当时赛龙舟
的盛况，现在每年到了端午节这一天，荆州市各县市的
竞渡处所，赛龙舟的船只最多的百余只，最少的也有十
余只。两岸人山人海，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热闹非凡。
参加赛龙舟的青年们奋力划舟，赤膊上阵，气氛热烈非
常，场景动人无比，水面上的龙舟就像一支支利箭，射向
终点、射向未来。

赛龙舟的活动不仅是激励人民斗志，发扬拼搏精神
的典范行为，而且是中国五千年光辉历史和璀璨文化的
真实写照。

“端午时节好风光，又闻粽子飘清香。烈
日炎炎到仲夏，长梦绵绵回家乡。”读罢这绝
句，仿佛闻到了空中飘来的粽子香味。

谷雨一过，菜场里就有不绝入耳的粽子
叫卖声：粽子，粽子，刚出锅的热粽子。说实
在的，一块钱一个的粽子不贵，有甜的，有咸
的，种类多，可我还是最爱吃妈妈包的纯糯米
粽子。父母已年迈，也换我来孝敬他们了。

我果断地买了两斤粽叶，决定自己尝试
着包粽子。我先去超市里称糯米，回到家后，
我将糯米洗净泡水，把一片片粽叶刷干净，剪
去两头，沥干水备用。待午饭后，我将泡了5
个小时的糯米沥干水分，洗净平时买米拆包
留下的白细线，这线很结实，捆粽子刚刚好。

记忆中，妈妈用的是一种和粽叶一样碧
绿清香的马兰草，绿色纯天然。用它捆绑住
粽叶，粽叶裹着糯米，一种好闻的香味在开水
里浸润着糯米，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清香，十
分诱人。

从小只会吃，没有认真看过，也没动手包
过。只记得妈妈和外婆包的都是羊角粽子。
我也学着搬来靠背椅子，把细绳扎在椅背上，
再准备一根粗点的绳子。我把两片粽叶叠放
一起，将较宽的那端旋转成一个漏斗形，漏斗
的下端不留缝隙，然后抓一把米放进漏斗里，
用一根筷子将米压下去，这样米之间才紧实
没有缝隙，绑起来不会散，粽子吃起来也香。
接着再将尾端折下来完全覆盖在米上，然后

用粗绳在粽子上用力绕一圈，放开粗绳，用细
线从粽叶尾端背后绕到前面捆住粽子上端，
这样一个羊角粽子就诞生了。

我第一次包粽子，不是捏得太紧，把粽
叶弄破了，就是捆的时候不得要领，粽叶散
了，米撒了。拆了包，包了拆，一斤糯米，却
足足包了三个小时，累得腰酸背痛。就像学
生读书平时不用功，考试时手忙脚乱，真是
功到用时方恨少！费了不少周折，终于把粽
子包的还像模像样，有棱有角。粽叶太窄，
粽子也出奇的小，一个粽子不到一小口。第
二次包，我用三片粽叶，这样粽子就大些
了。煮熟了的粽子，竟然有小时候的味道：
软软糯糯，香香的。

有些事情只有自己经历了，才知道其中
的艰辛。那时，妈妈一个人忙里忙外。每到
端午时节，妈妈白天忙着田里的事，晚上点
着煤油灯或者蜡烛包粽子，一包一大锅，她
坐在灶前不时添加木柴，有时累得趴在柴垛
上睡着。她总是叫我们几姊妹早早地上床
睡觉，也不知她忙到什么时候才休息。第二
天早上，一觉醒来，满屋子的粽香，一种浓郁
的清香，是那么的诱人！我掀开锅盖，捡出
粽子，解开线，剥开粽叶，用筷子插着粽子，
一个几口就吃完了。我最喜欢吃凉粽子，不
醮白糖一口气能吃五个，妈妈包的粽子就是
好吃！

那时的端午，有两天是异常隆重和神圣

的：初五和十五，初五这天，舅舅一大早来接
我们去外婆家。挂艾叶，吃粽子，点雄黄，吃
完饭，还有一件让人兴奋的事，那就是穿上一
身新衣服，去看一年一度的龙舟赛。

龙舟比赛定于五月初五中午时分，在桥
市乡政府门前的改道河举行。我们总是早早
地来到河边，没想到参赛的龙舟早来了，十几
个龙舟一字排开。比较富裕的村都参赛了，
每个龙舟上挑选12名青壮年男子作为桡手，
一个舵手。除此之外，每个龙舟上还两个特
殊的人：一个是坐在船尾的击鼓手和另一个
是站在船头的青少年作旗手，据说，这个人受
神灵的保佑，会富贵长寿。

开赛前，要放炮仗，喝酒，举行隆重的祭
拜仪式。然后，裁判员哨子一吹，随之鼓声
响起，站在龙头的少年随着鼓点，有节奏地
挥着手中小旗。众人齐声喊着：“划！划！”
那些穿着红上衣绿裤子，头上系着黄方巾的
桡手，拼尽全力往前划。每组参赛的三个龙
舟如离弦之箭 ，在人们掌声与喝彩声中冲
向终点！河两岸挤满了花花绿绿的人，男男
女女，老老少少，脸上洋溢着节日的喜悦。
一个个热情高涨，不时地鼓掌，不断地为各
个龙舟呟喝助威，有的人手都拍红了，有的
人嗓子也喊哑了。有时候，人群中会有一些
小小的骚动，某个龙舟在慌乱中倾覆了，把
那些人全盖在了水下，幸好他们都会水性，
最后都安然无恙！有时，龙舟上的桡手们，

会向岸上的人们抛撒馒头包子，惹得人们一
阵哄抢，好不热闹！我这小个子，大多数时
候，抢不到包子馒头的，也看不到河里的龙
舟，只听到一阵阵的击鼓声，划水声和人们
的喝彩声，感受这壮观的场面。不用上学，
不用做家务，还穿着新衣新鞋，兜里揣着钱，
想吃什么就买什么。我却是那么的快乐，要
是每天都如此，那有多好！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农村青壮年劳动力，
为了生活都外出务工，人们也无暇顾及端午
节的龙舟赛了，儿时看的龙舟赛只能从记忆
里搜寻，或隔着屏幕看看国际龙舟比赛，感受
一下那欢快的节日气氛。河水也曾一度被污
染，在政府部门的整改下，河水虽又变回了从
前的清澈透明。

如今，在端午节，人们虽然吃着网购的，
或超市挑选的，味道各异，形状各异的粽子。
不知有多少人看看电视里的龙舟比赛，也不
知有多少人知道屈原。忙于生计的人们少了
许多相聚的乐趣，象征性地在微信群里，在朋
友圈里，与不能欢聚的亲朋好友道一声：端午
安康。

“粽子香，香厨房。艾叶香，香满堂。桃
枝插在大门上，出门一望麦儿黄。这儿端阳，
那儿端阳，处处是端阳。”惟愿端阳时节处处
是端阳，如果再来一次别开生面的龙舟赛，那
是最好了。

（作者单位：朱河中学）

又是一年粽香时
□ 段双莲

当人们吃粽子，解开层层包裹粽
子的粽叶的时侯，一股粽叶的清香扑
鼻而来；当晶莹雪白的糯米粽子吃到
嘴里时，只有感叹造物天珍的美。

端午时节，人们都要吃那柔软绵
长的粽子，是为了纪念爱国诗人屈
原。端午吃粽子的习俗尤其以我国江
湘流域最盛。

五月初五便是端午节，又称端阳
节、龙舟节。它本是先民们创立用于
拜祭龙祖、祈福辟邪的节日。又因屈
原被放逐江湘，其深感楚国衰微，振兴
无望，报国之志终不得实现，在五月五
日（五月初五）忧愤投汩罗江自殒。于
是，每年五月初五这天，人们都要包粽
子、吃粽子，还要门楣插艾、划龙舟等
活动，以示纪念。

为了纪念屈原，人们对这个节日非常重视，特别是每
个家里包起粽子来也格外倾心。

关于粽子也有讲究。
首先，要准备好粽叶。临端午时节，人们到河边岸

上、堰塘水边采来芦苇的叶子（俗称缭叶），把叶子放锅中
用旺火煮熟，再捞出放大盆一线缸里凉水浸泡，这样可随
时取用。煮熟的缭叶又香又牢，包的粽子既不会破损，味
道又挌外鲜美。

其次是包粽子。包粽子是一门技术活。主人家先找
来些许麻绳或纤维绳绑在大椅子的靠背上，再把浸泡、淘
洗好的糯米放在旁边，然后选好两片搭配好的缭叶，折叠
成漏斗状装上糯米，分层包起来。一边包一边用麻绳把
它扎紧。扎好的粽子就像一个个鲜活的菱角，真是精致
玲珑。手巧的人包起来既快，又紧、又好看，轻松自如。
如果你是初学者，即使忙得满头大汗，包的粽子总是松紧
无度，棱角不尖，丑陋不堪。非行家里手把教才可，否则
也会是徒劳而无功的。

最后是煮粽子。先把包好的粽子连成一串串，这样
主人好计数，拿起来也方便。把粽子放锅中，加好水，用
慢火、小火煮大约两个钟头左右，满屋子里便弥漫着粽子
的香味。煮熟的粽子放在锅里多熬一会儿时间，等凉了
后再捞出来用清水泡着，这样粽子才不会变味。

端午时节，一家人欢聚一堂，过端午，吃粽子，诉衷
肠，其乐融融。老人们还不忘咪点儿小酒，真是好不惬
意！人们吃着可口香甜的粽子，讲着粽子的故事，纪念和
传承着屈原及其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

（作者单位：姚集小学）

端午节的清水湾，也下起了雨，是不是思
念和敬仰屈子的泪？淅淅沥沥，将连日的炎
热驱散得全无踪影。

曾经的梦渐行渐远，当年的豪情早已不
再，我对雨的情感无法形容，爱恨交织。雨带
着她独有的清凉，从容舒展于无垠的天空，纷
纷扬扬，飘飘洒洒。舞动着优美的丰姿，在天
地间划着美丽的弧线，留下如烟、如雾、如纱、
如丝的倩影。天空更加明净，杉树林更加翠
绿。门前那条母亲河跨纲河烟雾迷茫，如梦
如幻。河里小鸭们舒展翅膀，时而伸出脖子

“叭叭”地呑着螺蛳，时而扎进水里凫水，两蹼
往后一蹬，像小汽艇一样追逐着小鱼。岸边
几个小孩子光着脚，拿着泥块欢快地跟着小
鸭在跑，大一点的孩子直接跳入水中，到迷魂
罾子里摸鱼。

我情不自禁地走出老屋，漫步雨中，十份
惬意。微风掠过，细雨从杉树林的间隙中直
直地向我亲来。脸湿了，口润了，脖凉了，发
粘了，心中荡起涟漪。飞溅的雨花似琴弦上
跳动的音符，奏出优美的旋律。雨水洗涤了
灰尘，也升华了我的心灵。任凭风吹雨打，我
听雨情致不减。

我原来其实一直不怎么喜欢雨。年少

求学时，要从清水湾沿跨纲河走十多里小
路，最怕就是往返途中下雨。家里没有伞，
也没有雨鞋，顶多是几具簔衣，斗笠，笨重的
很，一般是爷爷田间劳作时穿，我上学途中
就是用装化肥袋子的内面的薄膜当雨衣，打
赤脚行进。从学校回来到也罢了，湿了还
有衣服换，要是上学时打湿了身上背的米，
学 校 还 不 收 ，至 少 要 等 到 出 太 阳 晒 了 才
行。碰到一连多日的阴雨天，有时米还霉
掉，甚为可惜。沿着河边小路，我曾一次次
被破磁瓦片划伤了脚，到学校感染化脓，多
日不便行走。

到新沟上高中时有了自行车，从家到刘
庙上新峰线（新沟—峰口）公路这段是土路，
自行车前后轮被泥粘住，别说骑，我才一车高
点，连推我也没有办法。我的个性就是在这
雨中泥泞小路的磨炼出来的，咬着牙，眼睛里
不知道是雨水还是泪水，身上也不知道是雨
水还是汗水，推一段路，用树枝刮干净护链壳
下附着的泥块，摸一下脸，甩掉雨水，选择让
轮胎走有草皮的地方，深一脚，浅一脚地非得
推回去。到了家，父母心痛地说，怎么不将自
行车放到公路边亲戚家里。是啊，和我一同
回来公路边上的吴银平同学不就住在刘庙第

一家？
后来到了江南，感受了不一样的江南

雨。黄山脚下，袅袅炊烟，薄雾散去，远处青
山倒影在宁静的河面，细雨如丝悄然飘至，润
了青山，湿了竹林，绿了乡村。一叶乌蓬船游
荡在清清的水面，一个花一样的姑娘摇着撸，
穿行在绿水边、石桥间，河水绽开了笑纹，鸟
儿欢愉嬉戏的声音穿透林间，小草静静垂帘
羞答，杨柳轻扭着细腰，花蕾含羞地低垂丛中
放艳，码头石阶上凝满了青苔味，岸边的小木
屋飘荡着山茶清香。山青水秀人美，醉了我
的眼球，也在江南雨后邂逅了人生的初恋，让
我有了别样的雨情。

悄悄离开烟雨的江南，风情的小巷，多情
的姑娘，回到了故乡。不知道为什么，这些
年却依然对清水湾的雨十分牵挂。民以食
为天，我以雨为亲。故乡的雨又时刻连我的
神经。

父母都老去，弟弟在外经商，家里还有二
十余亩农田。我最担心就是清水湾的雨了。
播种时节，担心没有雨水，下秧育苖困难，生
长阶段，担心没有雨水，影响抽苔灌浆，收割
时节又怕雨水，导致减产。去年水稻长势良
好，不期收获时间遇到一个多月连续阴雨天

气。父母电话里的叹息声让我久久难以释
怀。靠天，可是受制于自然。靠人，双亲已年
迈无助，原来我最为优势的身体也伤了双
腿。那一个月多的哪是雨，分明的我双亲的
泪啊。我甚至有点厌恶去年秋收的那场雨
来。好在父母毕竟经历太多，看惯了世事，善
良地说，天要下雨，人要老去，这是规律，也是
生活。

雨一直下，爽朗，清新，顾虑……交织在
一起，生活处处都是美丽，雨也是一样，只要
你用心去体验。清水湾的雨，洗尽人间铅华；
清水湾的雨，凝织万千相思；清水湾的雨，洗
涤我的失意，清水湾的雨，抚慰我的心灵；清
水湾的雨，拥抱我的归来。

过几年退休以后，卸下一身伪装，抛去一
身疲惫，抖落一身浮尘，回归生我养我的清
水湾，在一个又一个雨中，和我的老伴漫步，
牵一份浪漫，伴一份温馨，走在我世世代代
祖先曾经生活过的小路上，静观花开花谢，
闲看拂枝弄柳，笑赏云卷云舒，偶尔呼朋唤
友，开怀畅饮，按照我美女教授溜溜同学说
的，人生的抛物线起点在这，终点也在这优
雅地老去……

我牵挂清水湾的雨，更牵挂清水湾的人。

清水湾的雨
□ 曾鹏

二十年前，年少的我也加入了南下的打
工大潮，来到广东南部的一座工业小城寻找
工作。在兄长的帮忙下，我很快进入一家民
营企业。

大概是第一次出远门，初来此地，我对这
里的生活习惯很不适应，特别是这里的饭食
很不合我的胃口。我喜食酸辣，稍咸一点也
喜欢。可是这里的饭食既不酸也没有辣，只
有清清淡淡的，没有一丝味道。因此，我常常
三天也吃不了一顿饭，人也日渐消瘦。长期
这样，我可能会被这里的生活所击垮、被淘
汰，经过近一个月的艰苦和努力，我终于慢慢
地适应了这里的生活。

后来，因为离家太久，我就非常想家了，
想家里那口被我磨缺了口子大水缸，想卧室
里那张被我不小心泼了多少次灯油的老书桌，
想在那盏油腻腻的柴油灯下，白发苍苍的老母
亲在为我缝补着那条被我弄裂的裤衩……思
乡的时候，心里五味杂陈，不免吟诵起一位诗
人的《思乡》来：

在出租屋的白炽灯下
怀念千里之外那盏熟悉的灯光
和灯光下慈祥的面容

今夜
母亲是否又独倚门栏
遥望着我曾离去的方向
而我，只有就着乡愁
用廉价的老酒
把自己灌醉在
异乡陌生的晚上……
吟诵着诗歌，不免双泪直流，难怪那些

漂泊在异 乡 的 游 子 一 想 家 乡 物 ，满 面 泪
水流。

转眼，到了端午节。可是在南方的这座
小城，好像没有端午节。他们如平时一样，照
常上班上学，没有一点节日的气氛，我工作的
企业同样也不放假。下班后，在月牙弯弯的
异乡，我迅速来到夜市，想买几个粽子吃。在
这里，一年三百六十天都有粽子，本地人几乎
天天都买粽子吃。我买了五个粽子，回到宿
舍，准备过端午节。可是，我只吃了一个，就
吃腻了。这里的粽子，虽有糯米，可还掺和猪
肉丁、香油等食材，没有一点粽子香，味道和
家乡的粽子相差万里。粽子也包得四四方
方，用细线横捆竖绑，严严实实，看起来像个
中药包，有一种笨笨的、呆呆的感觉，外形也

没有家乡的粽子美。家乡的粽子，三角尖尖，
小巧玲珑，里面是纯粹的糯米，什么杂物也没
有，就着红糖或者白糖，吃到嘴里，甜而不腻，
满嘴飘香。

说到包粽子，我姐姐就是包粽子的行家
里手，她不但包的快、包的紧，而且包的更漂
亮、耐看。记得那年端午节，姐姐把高脚椅子
往门口一放，就在椅子的靠背上挂了一把蓼
草，母亲给她端来一盆糯米，一盆粽叶，姐姐
又端来一把小椅子，放在高背椅子前，就坐在
上面开始包粽子了。只见她拿着两片粽叶，
卷成喇叭状，再到盆里抓着一把糯米放在“喇
叭”里，用一只筷子把糯米戳紧，然后再把“喇
叭”包成粽子样。接着，姐姐先用一根缝被子
的细绳索把它勒紧，再拿开绳索，用一根蓼草
捆绑，不一会儿，一个小巧玲珑、三角尖尖的
粽子包成了。当时，我们兄弟姐妹都围在她
身边，学着包粽子，但谁也没学会，我们包的
粽子不是松松垮垮就是歪歪瘪瘪，没有一点
粽子样。就这样，我们谁也不包了，就看着我
姐姐包。

不一会儿，那一盆糯米与粽叶，通过姐姐
灵巧的双手全部包成了一个个模样可爱的粽

子。晚上，母亲把粽子放在一口大锅里煮。不
久，屋里就飘来一阵粽子的香味令我们垂涎欲
滴。我们一家人围在桌子旁，父亲在锅里拿出
粽子，为我们兄弟姐妹解开粽子放到各人的碗
里，一家人就着红糖或白糖，吃得津津有味，父
亲吃的最多，他一口气能吃十八个。

在我们家乡，端午节过得非常隆重而有
意义，家家户户包粽子、煮咸鸭蛋，门口挂艾
蒿。小孩子们三个一群，五个一伙，他们手里
都拿着煮熟的咸鸭蛋，比谁的大、谁的结实。
有一次，一个大一点的孩子手里拿着个咸鸭
蛋，要与我的咸鸭蛋“碰老”，“碰老”就是两个
鸭蛋相互碰撞，谁的鸭蛋破了，谁就输了，那
么，你的这个破鸭蛋必须给赢家吃。这次，那
个大孩子要与我碰老，没想到，大孩子输了，
我赢了，我吃着他输给我的咸鸭蛋，心里美滋
滋的。但大孩子不服气，他在家里又拿来一
个咸鸭蛋与我碰老，但他还是输了。大孩子
这回服了我，再也不敢与我碰老了，他只好与
别的小孩碰老了。

远在异乡，吃着异乡的粽子，想着家乡的
风土人情，流着思乡的眼泪，让人无限感慨。
唉，还是家乡的粽子香。

01
在端午节，人们对屈原寄托了无限怀念，

各地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抚慰着一个忠魂。他
的存在，就是良知和责任、忠贞和圣洁的象
征。或许在某一刻，他的目光深邃，透过历史
的云烟正在审视这个世界……

战国时期楚国的诗人屈原晚年境遇凄
凉，在穷途末路的时候选择了抱石跳汨罗江
自尽，他是中国历史上忠君爱国的“标签”。
前几年，我路过汨罗，还曾专门去汨罗江边凭
吊过这位伟大的诗人。他的祖籍在秭归，我
也去过，但找不到任何他当年生活过的痕迹
了。将端午作为纪念屈原的节日，已有将近
两千年的历史。

在我的家乡监利，端午节的习俗有很多，
吃粽子、划龙舟、挂艾叶等等。人们在龙舟上
比赛划桨，锣鼓喧天，不仅表达了对爱国诗人
屈原的缅怀，更是一种锻炼身体的体育运

动。那震天响的鼓声，划桨人的吆喝声，声势
如山。他们额头上的那抹红丝带，在我的记
忆长河中，永难忘记。这样火热的景象充斥
着端午的氛围，让人惬意，感受时光的安静与
悠长。艾草在荒野里生长，拿一把镰刀去
割。割回来之后，插到门上，据说可以驱灾辟
邪，杀虫灭菌。

02
吃粽子，是在咀嚼鲜活的记忆。清美的

五月天，草长莺飞，因粽子的香气和美味，温
馨的时刻，才会更长久……

在儿时的记忆里，曾被一丝丝、一缕缕的
糯米香萦绕。大人们提前一天浸泡糯米，天
亮后背着背篓去河边寻找粽叶，叶子底部椭
圆宽厚，越到尖部越细，选好一篓子便可以回
家了。住在监利城区的，可以选择去新洲圩
垸去找粽叶子，那里的粽叶子更加长而圆。
经过仔细地清洗，加上糯米、葡萄干或者枣

子，折成棱角分明的形状，放在锅里煮上几个
钟头。我还记得母亲是如何包棕的：首先把
粽叶折成一个漏斗样，把糯米装进去，左手一
捏，右手把粽叶往里一叠，同时两边往下按，
左手捏住，再把剩余的粽叶折好。此时腾出
右手拿白色细绳子（现在有人不用线了，直接
撕取一根粽叶子，扭一扭就成了小绳子）在粽
子上绕三圈打结。这样，一个粽子就包好
了。有的粽叶大小不一，母亲还能根据叶子
的实际情况包出各种形状的粽子，譬如四角
棕、枕头棕、尖脚棕等等。最有趣的是那尖脚
棕，看上去玲珑可爱，总舍不得吃哩。

煮熟之后，一家人不炒菜了，直接夹出粽
子，撕掉粽子皮后，撒上红糖或者白糖蘸着
吃。吃着乡土味浓郁的粽子，有些许的甜糯
感，洗澡睡下后，伴着蛙声入眠。

端午时节艾粽飘香，这是一个民族历久
弥新的温情，里面交织着家人浓浓的爱，还有

乡愁的味道。
03

最近几年，有人瞅见了商机，开办了粽
子厂，一年四季都有冷冻粽子提供。但这些
冷冻的粽子就算是煮热了，吃下去也于人体
无益，因此有人开始改良。改良最成功的是
城区的一些老婆婆。她们包好了粽子，起早
床煮熟，然后端上街出售。有人爱吃热的、
新鲜的，就买她们的粽子吃。她们的名声传
到了外地，有的人还专门托人买她们的粽
子，带到武汉或者其他地方去。以前煮很多
粽子，吃不完用水泡，几天才换一次水，吃一
个月才吃完。但现在没有人包那么多的粽
子了。

粽叶的清香、糯米的甜香和夹杂在岁月
里的浓香，是生活中最纯粹的、最爽朗的，亦
是最值得珍藏的美好记忆。这是吃不完的粽
子、道不完的情。

端午棕甜糯
□ 季湘

还是家乡的粽子香
□ 邹五星

粽

子

□

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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