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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者 按
天朗气清，夏韵悠长，家家户户飘起了粽香。端午粽，长命缕，一壶雄黄

酒，一束青艾草，一桌宴，一家人，无论是思乡之情，还是天伦之乐，都随着粽香
与诗意，融进中华儿女的骨血里，成为写不尽的传统文化魅力。今日五月初五
端午节，除了赛龙舟、吃粽子，让我们一起来学知识、品诗词、读美文！

七绝·端午
□ 张卫平

城头绿艾香端午，浪里彩舟催战鼓。
万众呼声动楚天，千年郢邑怀诗祖。

七绝·赛龙舟
□ 汪业盛

声同鼓振济同舟，奋楫人人力上游。
龙首激昂恒不屈，锦标未夺岂言休？

七律·端午抒怀
□ 沈光明

每逢佳节自多情，独对光阴感慨生。
不慕龙舟拼上下，但祈蒲酒话升平。
汨罗春水为谁绕，楚国先贤任我评。
千古离骚孤愤在，几人湮没几垂名？

七律·端午吟
□ 孙斌

青艾悬门端午欣，楚山湘水粽香醺。
人生感慨参天问，众望襟怀吊屈君。
蒲宴笙歌谈笑酒，龙舟旗鼓激扬文。
民期尧世业安泰，祈有忠臣为国勋。

五律·赴秭归乐平里祭屈子
□ 王学美

行来乐平里，只为觅骚魂。
天问遗音绕，江蓠清馥存。
忧民涕成血，哀郢恨无门。
歌咏香溪畔，含悲酹一樽。

水龙吟·端午感怀
□ 李雪

望中不减胸中，楚天空阔晴如泼。斜阳拥出，
苍崖列就，风云飞掣。承露幽香，披霞幽鸟，携来
幽绝。正高楼登遍，诗联吟罢，嘲渔父，乘桴筏。

箫鼓暗移时节。吊经年、眠花梦蝶。兰舟竞
渡，最难周旋，最难将歇。羁旅江头，鱼龙影里，
乱红堆叠。捧离骚、我有千回百转，向谁低说。

卜算子·端午
□ 朱道卫

水面百舟巡，岸上群声至。纪念骚人蒲酒
香，又是端阳季。

棹是桂林成，桨用兰芯制。猛士争锋夺锦
标，跃浪争先起。

端午随吟
□ 李华丽

欣逢端午祭诗祖，黄酒驱邪又一年。
五色香囊童稚挂，万家青艾屋门悬。
魑魈凌虐声音杂，龙凤呈祥根脉延。
天问清风何日爽，君回皓月按时圆。

端午吊诗祖
□ 游春海

端阳草木绿如茵，汩水清波屈子心。
节盛常温天问句，歌昂每忆伯牙琴。
平生志壮人同仰，午月蒲香酒共斟。
一曲离骚千古赋，艾符翻作五弦音。

端午节怀古
□ 王重均

一蓑烟雨唱离骚，渔父行吟激楚涛。
谏议朝纲君未悟，沉迷酒色士徒劳。
三闾遏浪携哀怨，五月端阳付郁陶。
为吊忠良包角粽，龙舟赛典韵酣遨。

端午悼屈原
□ 李章新

远望汨罗泪两行，烟波浩渺祭忠良。
千秋轶事千秋恨，万古江山万古昌。
天问一章铭史册，离歌满腹断愁肠。
龙舟响鼓驱魑魅，华夏今朝正气扬。

端午节悼屈原
□ 张百能

民安地满春，国泰忆良臣。
水碧铭心志，君昏失要津。
龙舟追梦想，海岳纪精神。
奋力长拼搏，新程再进军。

端午抒怀
□ 余华

艾蒿蒲叶芷兰香，避秽雄黄保庶康。
角粽追思忠士远，龙舟击鼓耀平昌。

“舞槐龙，垂艾虎，弄清和。湖山风月，且与吟
笑侧金荷……”对古人来说，端午节是阖家团圆的
日子，这一天也因丰富多彩的民俗而格外热闹。
古人如何过端午？有着怎样的习俗和意境？翻开
案头的书卷，我们可从浩如烟海的古典诗词中窥
见一二。

端午不同于其他传统节日，本是一个驱除瘟
疫的节日，从张孝祥的《点绛唇·萱草榴花》中可见
一斑，“萱草榴花，画堂永书风清暑。麝团菰黍。
助泛菖蒲醑。兵辟神符，命续同心缕。”萱草花开，
石榴红艳，用麝香做的香囊发出阵阵清香，用菰叶
做的粽子味道鲜美，人们手上臂上缠着驱瘟辟邪
的五彩绳，团聚在一起，衣香鬓影，笑语欢声。这
首词以简洁清新的手法写出了宋代端午的诸多应
景和时令事物，一片祥和与热闹。作为“豪放派”
代表，张孝祥并不局限于一种文风，此词清幽含
蓄，虽婉约名家亦不能过，且寄意深远，情真调
高。“以诗为词”的苏轼被贬惠州、触景生情，也曾
作过一首著名的《浣溪沙·端午》“轻汗微微透碧
纨，明朝端午浴芳兰……彩线轻缠红玉臂，小符斜
挂绿云鬟。”诗中包含了“沐浴、午叶符、缠五彩线、
悬挂菖蒲”等传统习俗，有着极深的讲究。

要说描述荆楚大地过端午这一天生活习俗最
详尽的，要数宋代杨无咎的《齐天乐·端午》，全词

“诗眼”是“感时怀古”，主旋律是“乐”，一静一动，
一内一外，仿佛“两只眼睛”观物我，一只眼睛看到
词面上的景，另一只眼睛看到景里面的人。当角
黍、菖蒲、艾虎、朱符、红缕这些意象一一呈现，端
午的味道就浓郁了，姑娘们“扑粉香绵”精心打扮，
小贩们“轻敲象板”叫卖着“节物”，随着歌声、乐声
与荷花的香气相合，诗人想起伟大而忠贞的屈原，
在一派好不热闹的意境中，一种新的寓意立起，这
也是作者思想感情和生活图景的和谐统一，使读
者得到美的享受，情感的熏陶，心灵的净化。陆游
的《乙卯重五诗》同样提到吃粽子、插艾草及佩戴
五毒饰品等应景的风俗——“粽包分两髻，艾束著
危冠。旧俗方储药，羸躯亦点丹”，但更多的是表

达“日斜吾事毕，一笑向杯盘”的天伦之乐。陆游
作此诗已 71岁，全诗语言质朴，融写景、叙事、抒
情于一体，字里行间满是闲适惬意，洋溢着欢乐和
淳朴的民风。全诗没有刻意，所以自然；没有做
作，所以情真。

端午节有近千年的文化沉淀，曾被定名为
“诗人节”，主要是纪念正道直行的屈原，而赛龙
舟则是题中之义，以唐代张建封的《竞渡歌》为
证。“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棹影斡
波飞万剑，鼓声劈浪鸣千雷。”这首诗不限于赛龙
舟的描绘，而注入了诗人昂扬向上的激情，有由
感性到理性的升华。诗中所用比喻较多，以“飞
万剑”形容棹影上下翻飞的快捷，以“目如瞬”形
容龙目的生动，以“霹雳惊”形容观众喊声如雷、
惊天动地……该诗不愧为“竞渡”的名篇，诗人把
竞渡波澜壮阔的激烈场面和扣人心弦的喧嚣氛
围描写得淋漓尽致、生动传神，仿佛身临其境一
般。同样是写赛龙舟的诗，明代边贡的《午日观竞
渡》则是另一种意味。“江亭暇日堪高会，醉讽离骚
不解愁。”该诗从端午节戏水、赛龙舟的风俗开始
写起，作者触景生情，表达了对屈原的思念和对异
乡端午风俗的赞同，也饱含着诗人对爱国英雄的
崇敬心情。

流光匆匆，情思悠悠。每逢端午咏屈原，已成
为中国诗歌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文天祥在《端
午即事》中写道：“丹心照夙昔，鬓发日已改。我欲
从灵均，三湘隔辽海。”他既感叹屈原以身殉国的
壮烈事迹，又暗喻自己的爱国之心像屈原一样坚
贞不屈……千百年来，“屈原精神”早已深入人心，
诗人们常常与屈原心意相通，纷纷写下“明志”“崇
敬”“传承”之诗，更感召和鼓舞着无数中华儿女，
学习他独立不迁、品行高洁的人格。

“辟兵已佩灵符小，续命仍萦彩缕长。”端午
粽，长命缕，一壶雄黄酒，一束青艾草，一桌宴，一
家人，无论是思乡之情，还是天伦之乐，都随着粽
香与诗意，融进中华民族的骨血里，成为写不尽的
传统文化魅力，所以“岁岁酬端午”。

和姥姥一起包粽子和姥姥一起包粽子
□ 林钊勤

小时候，我最开心的日子就是过端午节了。
因为父母工作比较忙，我和弟弟经常去姥姥家吃饭。姥姥是经历过

苦难的人，对于生活，比较节俭，向来是吃饱了就行。但是在端午节这几
天，舅舅和姨娘都会有寄来不少好吃的东西，比如三姨带回来的过桥米
线，大舅带回来的巧克力和果冻……但是，我最期待的，还是妈妈带回来
的粽叶，姥姥包的粽子。

包粽子的前一天，姥姥会买来很多的糯米、红枣，还有我最爱的葡萄
干。姥姥先把它们清洗一下，浸泡三四个小时；妈妈的粽叶是特地托人买
的，很新鲜，只需要简单的清洗就能使用，保留着粽叶的清香，这样煮出来
的粽子，会更加的软糯、香甜，比市面上卖的好吃更多。

包粽子的时候，还需要一把剪刀和一些细长的绳子，用来包扎。当
然，还需要我们这些孩子，少了孩子的端午节，那是不快乐的，姥姥总是这
样说。

准备好这一切，我们就开始包粽子了。
包粽子真的是一个技术活。这项“技术”只有我和姥姥掌握，姥姥负

责教，我负责学，我弟弟则是负责把粽叶的两头儿减去，这样更容易把粽
叶做成一个漏斗状，让糯米和红枣、葡萄干儿包得满满当当。

我姥姥包的粽子，又快又好，个个饱满圆润。我包的总是奇奇怪怪，
尤其是自己喜欢吃葡萄干，会特地在粽子中放很多葡萄干，然后用绳子包
好，悄悄做一个记号儿；煮出来之后，我便容易把我爱吃的“葡萄干粽子”
拿出来单独享用。

粽子包好之后，就需要烧火去煮。这时候是我的拿手好戏。那时候
的灶火是很老式的，还有风箱嘞，但我从来不用，我自认烧火技术高超，只
需要用苞谷皮，或者是柔软的枯草根，一根火柴点燃，然后，慢慢向灶火里
添加树枝。咕噜咕噜，在冉冉升起的白雾和噼里啪啦的柴火声中，粽子的
清香弥漫了整个厨房。

姥姥说，我是她见过烧火烧的最好的。我因此而得到奖励，就是独享我
那些包了很多葡萄干儿的粽子。原来，姥姥早就发现了我的“阴谋诡计”。

煮好了粽子。弟弟们就迫不及待得要大快朵颐了。滚烫的糯米烫得
他们哇哇乱叫，却也不舍得松口。姥姥在一旁说，慢点吃，煮了很多，端午
了，等一下你们还要去送粽子呢。

姥姥的子女比较多，在村子里辈分也比较高，所以我们要挨家挨户送
粽子，姥姥说，舅舅和姨娘很少在家，日常有什么活，都是大家相互帮衬
着，应该送。随后，我们几个孩子一边吃，一边按照姥姥的吩咐，往各家各
户送粽子。

姥姥生活的年代，是被贫穷和困苦洗礼过的。粽子对于他们的意义，
绝不仅限于吃，而是淳朴民风的传递，快乐的传递。

我们去送粽子的时候，不仅会被叔叔婶婶夸懂事，还会得到一些额外
的奖励，比如一盒牛奶，或者一把花生、糖果，或者瓜子儿；送完了粽子，我
们把小零食堆到一起，也是满满的一盆儿。

我们回来的时候，姥姥已经煮了好几包过桥米线，又煎出了几个荷包
蛋。米线对于我们来说，当然是极美味的食物，甚至是奢侈品；但是在端
午节，粽子却是我们更加偏爱的，一口压下去，香甜软糯；而我的豪华版

“葡萄干粽子”则是酸得我掉眼泪……还是姥姥包的粽子最好吃。
我清楚地记得，我弟弟一口气吃了五六个，撑得哇哇叫。就这样，也

挡不住他上学的时候，往书包里塞上一两个，当作课后零食。
又到端午，姥姥身体依旧硬朗，我也作了回姥姥家的计划，只为能够

和姥姥一起包粽子，一起享受那口口香甜软糯的滋味。

相聚端相聚端午最亲情午最亲情
□ 正 元

端午这天，无论身在何方，总要被亲情牵上回家的路。
远远就望见母亲熟悉的身影，她倚着门框。一朵朵亮白的栀子花

开，让母亲所有的皱纹都舒展开来。院子里散发的香味，钻进鼻孔。自
家养的土麻鸡在炉火上炖着；刚蒸出来的粽子，冒着热气。我顾不得
烫，抓起来撕开粽叶就开始狼吞虎咽。这特有的香味，只有母亲才能给
予；而这样的殊遇，一年最多一次。

坐在母亲身边，平日里没头没绪、乱麻一样无法排遣的劳累和烦
闷，此刻没了踪影，紧张酸痛的神经，透露着微醉般的舒畅。

闲谈得知，感冒还未痊愈的母亲，还迈着小脚拿着镰刀，寻到很远
的水渠丛草边，才捞割到这几把野芹菜。这野芹菜只生长在杂草丛生
的水沟里，现在都被污染，已很难寻到。我小时每到天暖，便下水到沟
里捞割，水越清，菜越碧。母亲这么大把年纪，那么远，那么危险……以
后不敢再贪馋吃这野芹菜团子了。

“给旁边你郭大妈送几个去，趁热。”母亲吩咐。
我答应着起身。母亲总是这样，有点好东西，不是想着这个就是等

着那个。在记忆里，逢年过节，总被母亲差遣着跑东串西，这家邻居那
家大娘，久盼的蒸芹菜团子，在我进进出出中，几近分光，惹得我们兄弟
几个一次次按住锅盖流泪，以至于现在的我，每每有点好吃什么的，总
是不自觉想到给谁最合适。

禁不住一次次端详母亲，清瘦了，皱纹多了几许，善良的内质、安详的气
度也越发明显。酒意微醉中，儿时老师教给我的歌谣，又一次在心里荡起：

外面天冷了
母亲手心热着
外面天黑了
母亲眼睛亮着……
热闹了一天的庭院，沉寂下来。围坐酒桌的亲人们，终于放下了酒

筷。送走兄弟姐夫，我最后一个离家。芹菜团子、粽子之类，剩了一些，
最后，母亲塞我一个小包袋子：“只这一点，都带回去——”

那年进城买的士差钱的事儿，到底还是让母亲知道了。这点钱，尽管
微乎其微，但它是母亲的全部。给我吃的用的，给我快乐挂念……在这个
世上，还有谁能像母亲这样，一生一世地将她的全部都给了我？眼眶泛酸
发热，但我控制住自己，不把伤感和软弱留还给已需要安慰的老母亲。

“什么节不节的，有空就回来啊！”母亲落寞地道别。
儿女越长越大，越走越远，偶尔回家，母亲像过节一样高兴……多

么伤感的现实。回望家园，母亲身影单薄，庭院深深，暮色沉沉。

又到端午，小南风清淡极了。
雨水接踵，我比嘉兴的百姓更爱屈原，五月凝

结着悲欢而来，我的诗友们此刻正在向屈原敬礼，
沙哑的“天问”像一场话剧。

多少人还在默默地守望，被锣鼓声惊醒的鸟群
驮着忧伤的落日，滑翔在楚国的天空。

日历扇动着羽翼，像仙鹤，汩罗江是一条穿越
黎明的遥远曙光。

屈原的声音，在天地间回荡：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一条呜咽的江水运载龙舟和真理，五月的鸟鸣

啼破了苦胆，五月初五的眼泪，将我的内心滴疼。

屈原墓前
一座墓碑收藏了梦中的雪莲，安抚了脚底的

火焰，一只忧国忧民的手垂落到梨花的人间。
泪水泪水，梦游者的闪电。
风吹着五月，太阳是恩赐的雄黄酒。一条河

流让人驻足眺望，在胸中淬火，狂风吹着内心的
白，大地在风中呜咽，群山默立。

五月，我们来到先生的墓前，在痛苦的诗篇
中，我们寻找精神的父亲。

我们聚在五月，坐在河流的唇边，遥遥地，盯
着远方的河流。

重叠的白花朗诵着悼词，请以最轻的语言，以
最痛的诗篇和虔诚。忧愤的诗人啊，五月已临近，
请带上一杯薄酒和这首诗，飞翔吧！

一条醒着的河流
五月的菖蒲，门庭悬挂着艾草。
我想起了那个比离骚还要清澈的采葳的女

子，几千年的春色月光一样泊在肩头，一条河里隐
藏了九章的苦吟。

白艾与雄黄酒的幽香，汨罗江翻滚着浪花。
苇叶青青，像时光的刀片，轻轻削着浩荡江水，

有数不清的粽子流转于乡韵市井之中。
“怀念一个人，甚至不需要理由，只需清一清

嗓子，微醉着看人潮远去……”
远处有诗人遗世独立的一叶轻舟。

“ 菖 蒲 立 于 水 边 ，旧 时 月 色 ，蛙 鸣 一 阵 一 阵
传来……”

端阳啊，黄昏已经渐渐迫近。我长久地呼唤，
那魂归故国的屈大夫，还有多少泪眼从五月里仰望
潇湘，而先生一直醒在一条汉语诗歌的河流深处流深处。

古诗词里的端午古诗词里的端午
□ 陈白云

又到端午又到端午（（外二章外二章））
□ 马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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