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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市街位于荆州古城东门外，从金凤广
场沿景明观路前行，约600多米就是草市街
南头。此街有近千年的历史，历史上是江
陵县城和沙市经内荆河到武汉三镇（汉口、
武昌、汉阳）、沔阳（现名仙桃）、潜江、荆门
等地的内河重要码头。

草市街在晋代时就成为荆州的漕运港
口，明清时期盛极一时。明代著名文人袁
中道到汉口去，在草市街乘船时曾写过一
首《由草市至汉口小河舟中杂咏》。那时草

市街有5条街巷，都是富有江汉平原特色的
建筑。街巷两边开设有鱼行、粮行、饭馆、
修船木工作坊、槽坊、皮蛋加工作坊等70多
家店铺。码头经常停靠客船、货船、渔船上
百艘，街上人头攒动、十分热闹。民间流传
着“进市一身汗，岀市力减半”的俗话，当
年的繁盛可见一斑。

随着时代的发展，长江上大型客货轮船
通航后，荆州内河航运锐减，再由于高速公
路、火车通车，草市的内河交通运输功能就

不复存在了。现在只有饭店、小吃铺子、五
金百货、汽车修配等店铺，但也很热闹。草
市的划凤凰舟、划龙船、舞龙灯等荆州特有
的民俗活动十分有名，在全国龙舟赛上多次
大展风采，受到海内外观众称赞

近些年，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荆沙大
道穿街而过，草市街变成了南北两部分，北
部靠太湖港处棚戶区已改造成武王大道的
南端，成为去纪南文旅区的必经之地。

（图/文 赵楚辉）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拍摄的草市古码头遗址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拍摄的草市古码头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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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荆楚岁时记》看
魏晋南北朝的端午节俗

□ 王楠楠

今年2月初，我回老家闲住，老郭夜间来访，邀我第二天到他家吃晚
饭，“我退休了，你也退位了，你难得回来一趟，我们老同学好生地整一
杯。”50多年前，我俩小学同班，他是班长，他的盛情我没理由拒绝。第二
天，我步行前往，按时赴约。嫂夫人做了一大桌子菜，几个炖钵子热气直
冒，老郭开了一瓶“白云边”，酒盅是透明的塑料杯，他给我先满上，然后自
己也满上。几口酒下肚，我们聊起了陈年旧事。以下是他讲的故事：

你知道，我大哥在村小学当过民办老师，恢复高考的1977年考取了一
所部属中专，毕业后就近分到宜昌工作，这事轰动一时，他是我们家族的骄
傲。高中毕业那年，我们都参加了高考，成绩都不中神。你到县城复读。
我到邻县的黄山头中学回炉，苦熬了一年，成绩还是没有长进。我担心长
此以往会变成《儒林外史》里的“范进”，好一番思前想后，我回到村里，像我
大哥一样当民办老师，开始我的乡村教育职业生涯。

那时候“分田单干”后不久，我也分了两亩责任田，是旱田，我种棉花、
小麦，教书和种田都耽误不得，能够做到两手抓，当然很辛苦。

农村学校老师的构成，大体上是四种情况：一类是从师范毕业分配
过来的，他们的文凭是“硬本子”，有正式编制，这类老师是极少数。第
二类是通过了“民转公”（民办性质的老师按照条件可以转成工资待遇
完全不一样的全民事业性质的老师）的“公家人”，这类老师占比也不
大。第三类是像我这样还没转正排队等候的民办老师，这是农村学校
的主体。还有一类是刚毕业的高中落榜生顶缺的代课老师。因为“民
办”的人员范围已经锁定，这类人“代”的身份决定了他们无法迈进到民
办，更不可能僭越公办。

转正，成为“国家的人”，是那个时代我们民办老师的梦想，我为此奋斗
了好多年。

首先是考教师资格证，获得县里教育行政部门核准的“Pass”，我考了
两次，终于领到了从业牌照。接下来就是通过自学、函授等形式拿文凭。
我拿的是荆州师专（现在叫长江大学）的数学专业的专科文凭。

我清楚地记得，第一次填报材料整理资料申请民转公的那一年，我儿
子振华出生。民转公的名额由县里分到乡镇，乡镇教办具体组织实施，教
办请几个有正式编制、德高望重处事公道的公办老师组成评选委员会，评
委会成员投票打分，教办汇总入围人选的情况后报县里审批。明面上说，
评选要看政治素质、师德表现、业务能力等等，实际上，每年转正的名额非
常有限，能否转正，“功夫在诗外”。

我自恃数学课教得好，有“业务能力强”的优势，每次都信心满满地报
材料，却连续好些年与转正无缘，这严重打击了我的自信。记得你们16队
的王培扬吧，连续9年没转成，他心理崩溃没能坚持到最后，很是可惜。跟
我们读过书的万爱忠，在他们村里教书，到转正收尾阶段还没转成。村里
念及旧情，推进新农村建设时给安排了一个环卫工的岗位。

教我们高中化学的柳先梅老师，我们高中毕业那年唯一考取监利师范
的余麒麟同学，都先后被镇教办聘为“民转公”的评委，他们人微言轻，帮不
上我多大的忙，我理解他们。全镇等候转正的人太多了，镇教办方方面面
的关系需要平衡，在涉及切身利益的关键时刻，有的人钻天打洞求人托人，
我找不上关系，只好听天由命。

我能够坚持到转正的春天，得亏你嫂子。她要忙田里的活，家里要管
两个小孩，还要服侍我的老娘，她是真正的贤妻良母，吃饱饭，走正路，遇良
人，我是几辈子修来的福啊。她总是宽容地理解我，没来由地鼓励我。“你
安心地教书，田里有收的，饿不到我们。”“你好好教你的书，伢们大了工作
了，我们的苦日子就出头了。”这是她对我说得最多的两句话。

我终于熬过来挺过来了。等到自己造化的那一年，儿子正好初中毕
业。15年啊！那个夏天的夜晚，校长惊喜地告诉我这个盼望已久的好消
息，当时学校放暑假了，夜深人静，我跑到空无一人的学校操场号啕大哭，
15年啊，我的悲愤、委曲和激动在这一刻喷薄而出，憋了15年的情绪在这
一刻尽情地释放。

转正以后，我在村小学又教了几年书。因为生源不足，邻近的两个村
小学合并办学，教师出现富余，我就被调到镇中心小学，这是2002年的
事。2008年底，我被提拔为分管教学业务的副校长。2015年，我评上了小
教高级职称，至到退休，我一直坚持站讲台。在小镇这方小天地，40多年
来我只做了一件事——教书，教小学数学，陪伴孩子们快乐成长。我是幸
福的，这辈子值得。

老郭的故事讲完了，一瓶“白云边”也见底了。
农历兔年的正月十三，借助酒精的催化，老郭分享了他不屈不饶始终

坚守的励志故事，我品味了他酒中浸泡的多滋多味人生。醉意朦胧的老郭
作了总结概括：人生易老，去日苦多，苦尽甘来，享受当下。我完全同意，高
度赞赏!

一、《荆楚岁时记》有关端午节的来源
端午节约始于春秋战国之际。它的起源大致

有四种：第一种源于纪念屈原于五月初五投汨罗
江，依据便是宗懔的《荆楚岁时记》记载竞渡起源之
说。第二种说法是龙的节日，闻一多先生的《端午
考》，列出有关典籍中的一百零一条记载，推论端午
本是吴越民族举行图腾祭祀的节日。第三种说法
源于恶日，依据是《风俗通义》《论衡》《后汉书》等涉
及“不举五月子”的内容。第四种说法是端午源于
夏至，依据是南朝宋人范晔的《后汉书·礼仪志》中
说，汉代五月五日风俗源于夏周时的夏至节。各种
说法中，民间流行最广、最有影响的是第一种。

仲夏五月最重要的节令是夏至，《礼记·月令》
记载，“是月也，日长至，阴阳争，死生分。君子斋
戒，处必掩身，毋躁，止声色，毋或进，薄滋味，毋致
和，节嗜欲，定心气。百官静事毋刑，以定晏阴之所
成。”这段话的意思是夏至是阴气与阳气、死气与生
气激烈争斗的时节，人们在这一时段，要保持身心
的安定，要禁绝各种情欲，尤其是色欲；行政事务要
采取“无为”的治理方式。

众所周知，《荆楚岁时记》是以荆楚地区的岁时
节令、风物故事为记录范围的。荆楚地域的广狭，
随历史时期的不同而有所变易。《诗经·商颂·殷武》
中最早出现“荆楚”连称，诗中提到殷王武丁“奋伐
荆楚”的史事。《荆楚岁时记》记载，“五月五日竞渡，
俗为屈原投汨罗日，伤其死，故拜命舟楫以拯之。”
这段记载把屈原和端午节紧紧联系在一起，龙舟竞
渡是为了救起投江的诗人而留下的遗俗。

南朝吴钧在《续齐谐记》中记载，“屈原五月五
日投汨罗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竹筒贮米投水
祭之。汉建武中，长沙欧回，见人自称三闾大夫，谓
回曰：‘尝见祭甚善，但常患蛟龙所窃。今若有愚，
可以练树叶塞其上，以五彩丝约之，此二物蛟龙所
惮也。’回依言，后乃复见感之。今人五日作粽子，
带五色丝及练叶，皆是汨罗之遗风也。”正是如此，

端午节也因为它的人文内涵的增强而提升了它在
民族生活中的地位，而且这种历史文化传统也因为
依托端午节能够持久地有效地传承。

二、《荆楚岁时记》中端午节的节俗
荆楚地域辽阔，建国时间长久，楚文化十分丰

富，它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有着极其重
要的影响。最典型的就是每年五月五日的端午节，
这一本来带有楚地巫风的古老节日，后来又演变为
纪念楚国伟大爱国主义诗人屈原的富有积极意义
的节日。《荆楚岁时记》记录了当时复合南北五月习
俗的端午节，并且以纪念屈原为中心主题。节日风
俗的形成过程是一种历史的积淀过程，它是一个潜
移默化、节奏缓慢的发展过程，渗入历代人们生活
方式的细枝末节，表现出一定时代人民的心理特
征、审美情趣和价值观念。《荆楚岁时记》具体描写
了竞渡、吃粽子、驱邪避毒、采药斗草四个方面：

（一）竞渡
《荆楚岁时记》记载，“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

原投汨罗日，伤其死，故并命舟楫以拯之。舸舟取
其轻利，谓之飞凫，一自以为水军，一自以为水马。
州将及土人悉临水观之。”竞渡是划船者之间的技
术与体能的较量，水军与水马作为竞技的双方在水
上的比试，在当时应该是传承楚越之地古老的水神
祭祀仪式。事实上，水军与水马的交战，象征着阴
阳二气的争斗。发展到现在，竞渡演变为赛龙舟，
而赛龙舟也是端午节最具代表性、广泛性的民间活
动，也是最富刺激性、最为壮观的活动。

尤其是在屈原的故乡——湖北省三峡地区的
秭归县，龙舟竞渡的龙船调更是别具特色的比赛，
有一整套程式和腔调。而且，值得我们注意的是，
三峡地区是屈原的故乡，是端午节的发祥地，这儿
的端午节也独立标格，别具特色。一般地方一年只
过一个端午节，而三峡地区却习惯过三个端午节：
人们称五月五日为头端阳，五月十五日为大端阳，
五月二十五为末端阳。相传在当年五月五日，屈原
投汨罗江后，三峡地区的人民万分悲痛，乡亲们划
着小船日夜兼程，前往洞庭湖东岸的汨罗江寻找屈
原遗体，结果只找到了屈原的衣帽。乡亲们将屈原
的衣冠接回故乡，修建了屈原的衣冠冢。从五月初
五屈原殉难，到五月二十五日秭归人民祭祀屈原衣
冠冢落成，前后忙碌了20天时间，从头端阳一直忙
到末端阳，从此三峡人民就以过三个端阳节的形式
缅怀屈原。

（二）吃粽子
吃粽子也是端午节的重要习俗之一，起源于对

屈原的祭奠。《荆楚岁时记》记载，“夏至节日，食
粽。”吴钧在《续齐谐记》中记载，“屈原五月五日投
汨罗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竹筒贮米投水祭
之。”目的是让水中动物吃饱了，就不再伤害诗人的
躯体。以后的吃粽子便是从吃竹筒米演化而来
的。端午节家家都要吃粽子。粽子以箬叶包糯米
做成，就外形而言有三角粽、一角粽、方粽，还有小
粽联束成串，在唐时称为“百索粽”。

端午节吃粽子的风俗在魏晋时代已经十分盛
行了，晋周处《风土记》记载，“仲夏端午，端，初也。
俗重此日与夏至同。先节一日，又以菰叶裹黏米，
以栗枣灰汁煮令熟，节日尝。煮肥龟令极熟，去骨
加盐鼓麻蓼，名曰菹龟。黏米一名粳，一曰角黍，盖
取阴尚阳包裹末之象也。龟表肉里，阳内阴外之
形，所以赞时也。”详细地描述了粽子（角黍）的做
法。从粽的制作与食用看，粽子是南方民族的传统
食品，也是南方传统的祭品。

（三）驱邪避毒
《荆楚岁时记》言“五月俗称恶月，多禁”。五月

为仲夏，气候潮润暖热，蚊虫繁衍，疾病滋生。正因
为此季疾病多发，在人类社会早期，这些都极易夺
去人们的生命，人们由此产生了原始的畏惧和禁忌
思想，所以，人们在避毒的同时，也进行驱邪。端午
许多风俗都同时具有驱邪避毒的意义。

《荆楚岁时记》记载，“五月五日，谓之浴兰节。
四民并踏百草。今人又有斗百草之戏。采艾以为
人，悬门户上，以禳毒气。以菖蒲或缕或屑，以泛
酒。是日竞渡，采杂药。以五彩丝系臂，名曰‘辟兵
’，令人不瘟病。又有条达等织组杂物，以相赠遗。
取鸲鹆教之语。”荆楚地区的端午节节庆活动很多，
热闹非凡。从五月开始，天气逐渐炎热，江南地区
进入梅雨季节，潮湿闷热，各种病菌和蛇虫蚊蝇大
量滋生繁殖，是多种疾病的高发期。在这种气候条
件下，人们必然赋予端午节以防病灭病的节日活动
内容。在门户上悬挂艾草，是为了驱除毒气。以五
彩丝线系于手臂，为辟兵鬼之气，人不得瘟病。并
以彩色织物互相赠送，互相祝福。这些五彩织物，
俗称长命缕，或续命缕。端午节的饮食，则是饮菖
蒲过滤的酒，吃粽子。所饮菖蒲酒，后来发展为端
午节的专用酒雄黄酒，取以毒攻毒之意。

（四）采药斗草，调教八哥
前文已经提到人们曾将五月五日视为“恶月”

“恶日”，积极对付恶月、恶日的办法当然是以药克
毒。战国时代成书的《夏小正》就已记载：“此日蓄
采众药以蠲除毒气。”《荆楚岁时记》记载“是日（五
月五日）竞采杂药。”甚至古人认为有些药只能在端
阳这一天采摘，《荆楚岁时记》记载，“宗测字文度，
尝以五月五日鸡未鸣时采艾，见似人处，揽而取之，
用灸有验。”这不仅要在端阳这天采，还非得在端阳
鸡鸣之前采，方有奇效。

端阳还有一个节令习俗便是斗草。据《荆楚岁
时记》记载，“五月五日，四民并蹋百草，又有斗百草
之戏。”这是一种户外踏青游戏，以各自所采花草的
名目为对。另外，《荆楚岁时记》里还有一个端阳风
俗的记载是“取鸲令语”：“取鸲鹆脚之语。此月鸲
鹆子毛羽新成，俗好登巢取养之，以教其语也。”从
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荆楚地
区的端午节已增加了一些娱乐意义，发展为具有多
种内容的新的复合节日。

三、《荆楚岁时记》中的端午节内蕴
《荆楚岁时记》中记载的端午节，是融合了南北

文化的新的复合节日，体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
的民俗观念以及他们对时间性质的理解。但是，值
得我们注意的是，《荆楚岁时记》中所记载的端午节
的诸多民俗活动，就上文提到的竞渡、吃粽子、驱邪
避毒、采药斗草等等，都脱离不了最初的辟邪禳灾
的原始意义，即便后来以纪念屈原为主题，但这也
只是人们对伟大爱国主义者的怀念，将史实的意义
附会到了节日上，使这个节日具有了更多更深层次
的意义而已。

《荆楚岁时记》从岁时民俗的角度再现了广大
中下层民众的社会生活情状，弥补了官修史书在历
史内容上的缺陷，先秦时期的甲骨文、金文、《尚书》
《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等，都是记载王侯贵
族的活动，基本上找不到人民群众历史活动的影
子。汉代开始形成的纪传体二十四史，更是历代帝
王的家谱，都是对统治者的歌功颂德之作。在官方
的史书中找不到关于人民群众的记载，即使偶尔见
到劳动群众的零编断简，也是充满了鄙视、污蔑、诅
咒、鞭笞、虐杀等恐怖性内容。宗懔的《荆楚岁时
记》则不然。书中所展示的，完全是荆楚地区普通
百姓的节俗活动。他以普通百姓一员的身份，写出
了他们的生产、生活、节庆中的服饰、饮食、娱乐、体
育、宗教迷信活动，写出了他们的欢乐和忧愁，写出
了他们对健康生活的期盼，对美好未来的祝愿，俨
然活脱脱的一幅荆楚民间的风俗画卷。这种详尽、
鲜活的普通百姓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图景，是
从官方的史书中怎么也找不到的。

因此，《荆楚岁时记》是一部描写荆楚地区岁时
风物的民俗学专书，是现今保存最为完整的一部。
这部记录了古代荆楚大地岁时节令、风物故事的笔
记体散文，对我们今天研究有关荆楚地区的历史和
民俗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大量珍贵的资料。

《荆楚岁时记》是我国南北朝时期著
名学者宗懔所撰写的一部描述荆楚岁时
风物的专著，它为研究我国南方荆楚地
区的历史和民俗提供了大量珍贵资料。
宗懔在《荆楚岁时记》中第一次系统地、
如实地记录了荆楚地区一年内依次进行
的岁时节日习俗，这些节日主要有以下
几种类型：一是团圆型的，如春节、端午
节、中秋节，都是合家团聚的固定节日。
二是迷信型的，如正月十五祭蚕神、寒食
禁火等，寄托了人们趋善求吉的美好愿
望。三是农事型的，如春分、社日等，提
醒人们不误农时，及时耕种。四是娱乐
型的，如春节、七夕乞巧等，举行各种文
娱活动。五是宗教型的，如四月八日浴
佛节，七月十五日中元节等，这些宗教节
日在各地流行。本文试图以端午节为
例，浅析《荆楚岁时记》中所描写的魏晋
南北朝时期荆楚地区的端午节俗。

②

江陵在夏、商朝属《禹贡》所划分的荆州之域。周朝属楚。在春秋战国
时期，楚国都纪南城，是我国南方最繁华的都会：“车载击，民肩摩，市路相
排突，号为朝衣鲜而暮衣敝”。这么繁华的城市，这么富饶的地域，是怎么
变为江陵了呢？

公元前278年（秦昭襄王二十九年、楚顷襄王二十一年），秦将白起攻
楚，烧夷陵（今宜昌市），拔郢，东至竟陵（今潜江市西北），楚王逃至陈（今河
南省属地）（《水经注·江水》）。捷报传到秦都，秦昭襄王大喜，连忙召集众
大臣到大殿议事。一议对大将白起的奖赏；二议为郢地定名。关于奖赏，
无非是加官晋爵，赏赐金银、绸缎，大家意见比较统一。关于对郢地定名，
大家众说纷纭，有的认为可保留纪南之名。纪山之南，北有纪山，南有沔
水、长江，是块风水宝地，有帝王之气象。昭襄王一脸不悦，它有帝王气象，
那置我于何地？这时，大臣们才明白秦王是要去楚国化，重新命个名字。
那该取个什么名字呢？有大臣说，他在长江之北，可取江阳。有的说，他在
纪山与长江之间可取名纪江。但昭襄王始终不置可否。这时，有一位曾出
使楚国的大臣出班奏道：臣到过郢地，它南面临长江，又有丘陵和广大肥美
的土地，可定名为江陵，请吾王定夺。听到这个名字，昭襄王眼前一亮，连
喊三声：“好！好！好！这个名字贴切，响亮，就名江陵吧！”秦王金口玉言，
成就了这个伟大的名字。

虽然公元九年，西汉末王莽居摄时，曾改江陵为江陆（班固撰《汉书·地
理志》），但后人因陵与陆在本意上根本无甚分别，而陵比陆更显高雅，所以
仍旧恢复江陵之名。

随着历史的发展，江陵地域逐渐被分割变小。1994年，设立荆州（沙）
市，设立荆州区、沙市区、江陵区，后江陵撤区恢复县制，江陵作为政区之名
历经2300年，一直沿用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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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陵地名的来历
□ 苟同德

上世纪80年代草市街上的店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