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景淑贞

端 午

节 ，家 乡

的 妇 女 、

小孩都戴

五色线。小

孩除了戴五

色线，还戴香

布袋。

农事再忙，母亲也

要抽空给我们做香布

袋、配五色线。

已是半夏，午后的

阳光又毒又辣，田野里像烤

着火，还不能下地干活。母

亲和村里的姑娘媳妇便端出针线

筐，聚在树荫下做香布袋。

香布袋是有讲究的，女孩子

戴的做成鸡心形，小巧精致。布

的颜色要鲜艳。母亲多用红色和

绿色做鸡心，鸡心快做好时，里面

用棉花包上草药，然后用细密的

针脚缝好。鸡心上面缀粉红缨

子。零碎的小布块剪成小圆片，

和新蒜的蒜梗剪成的小段串在一

起，下面再缀上彩色的布条。

做好后用五色线系着挂在胸

前，跑起来时，香布袋来回摆动，

那香味也来回荡漾着。

那时，我常常在母亲把鸡心

刚做好时，抢过来放在鼻子下闻，

那个香味，多少年了，驱不散。

男孩子的要做成三角形，下面

要缀三串穗子。怀里抱的娃娃要

做成“扳脚娃娃”。大都用白洋布，

做成娃娃形状，用黑洋线钩出头发

眼睛，小手把一只脚扳起来放在嘴

里，母亲做得最形象传神，俏皮又

可爱。弟妹大了会走了，母亲就给

邻居家的孩子做。

那样的午后，我们小孩子是

睡不着的。母亲和一群姑娘媳妇

边做香布袋，边拉家常，我们一群

孩子在她们的针线筐之间追着

玩。偶尔也会把她们的针线筐踢

翻，针头线脑碎布条撒了一地。

闯祸的孩子一溜烟没了影，姑娘

媳妇也不追赶，一边捡一边笑着

说：这帮淘气鬼！

香布袋做好，要配五色线了。

傍晚，母亲从地里回来，先做好饭，

一边等父亲，一边拿出针线包，找

出绣花剩下的丝线，红、绿、黑、白、

蓝，几种颜色捻在一起，便成了一

根和美丽的彩虹一样的五色线。

一会儿工夫，弟妹的脖子上、手腕

上、脚脖上，都系上了五色线。

记得那次母亲给弟妹系完，

轮到我时绿色的丝线不够了。看

我一脸失望的样子，母亲思索一

下说：稍等会儿，我出去一下。

不大一会儿，母亲回来了，手

里拿着一把青蒿，放在院里的石板

上捣碎，然后找来一根白线，和捣

碎的青蒿放在一起揉搓，一会儿工

夫，白线染成草青色。那根草青色

的线和五颜六色的线捻在一起，配

出的五色线格外醒目好看。

端午前夜，戴着五色线，枕着

香布袋入睡，那时的梦也被染成

香的了。

戴五色线

□黄土福

在我的家乡，一直有着洗药

浴的端午习俗。

临近端午节，集市上、大街

边，纷纷冒出了许多个卖中草药

的地摊。摊子上摆着捆扎好的

中草药，绿绿的，散发着独特的

气味，甚是好闻。农谚云：“端午

节前都是草，到了端午便成药。”

那一捆捆中草药，主要由新近采

摘的野生艾草、菖蒲、黄花蒿、剪

刀草、柳条等组成。

摊主一般是中老年人，慈眉

善目，从旁边经过，老人家会热

情地招呼着：来一把中草药，端

午节熬水浸泡，驱寒祛湿杀菌。

儿时，每到端午节前，母亲都

会买回两大捆中草药，一捆晒干

藏好备用，一捆在端午节早上就

放到一个大锅里，加入清水，用木

柴慢慢地熬着。中午时分，我们

祭拜完祖先，边吃着午饭，边闻着

浓郁的中草药味。母亲说，稍后

洗药浴，整年平安无事。

母亲把熬好的中草药水分

别倒进三个铝合金大浴盆里，加

入冷水调节好水温，让我们三人

各坐进一个盆子里浸泡着。她

用勺子舀起药水来，依次从我们

的头顶淋下，再用毛巾给我们洗

脸，就让我们自由地浸泡了。

木柴熬出来的中草药水，淡

黄色的，温和而散发出特有的芳

香。太阳热辣辣的，知了在树上

不知疲倦地唱着，我们在露天的

院子里边泡澡边戏水说笑着，一

直泡到手脚的皮肤起皱发白才

不情愿地起来。

长大后，过端午节，母亲依

然熬中草药水，叮嘱我们从头到

脚淋浴一遍。洗药浴后，整个人

舒畅无比，浑身散发着中草药的

味儿。那味儿，是人间草木的味

儿，是家乡端午节的味儿，是母

爱的味儿，让人心地柔软，神清

气爽，魂牵梦绕。

带孩子回家过端午节，他念

念不忘的事是洗药浴。母亲早早

地买了好几捆中草药，端午节那

天清晨，就忙碌着熬水。母亲说，

孩子在盆子里浸泡，大人淋浴，一

大家子都洗端午中草药水浴，醒

脑提神，驱邪除病，健健康康。

母亲把调好的药水倒在浴

盆里，给孙子洗头、洗脸，并念念

有词：从头洗到脚，平平安安长

大……孩子在药水里欢快地泡

着，一如我儿时。

社址 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邮政编码 450008 印刷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大河印刷有限公司 地址 郑州经开区第三大街168号 广告经营许可证 豫工商广字第035号 全年定价396元 零售价1.00元

2024年6月7日星期五
责编 / 杨呈霞 版式 / 李哲 校对 / 陈群锋
电话 / 0371-65795713 E－mail / ncbycx@126.com

4 农村版

□黄宇辉

“五月端，送圈圈，肚兜笘在
肚皮间，花花绳戴在手腕腕，香包
包胸前挂串串，雄黄药抹在屁股
眼，新麦面香得打转转。”

这是20世纪80年代前，故乡

小孩端午节时，在村子里反复吟

诵的歌谣。从歌谣的内容看出，

故乡的端午习俗丰富多彩。

“五月端，送圈圈。”这里的圈

圈指的是“曲园”馍。外形是圆形

的，就称“圈圈”。小时候我在老

家农村时，每逢端午节，母亲就用

新打下的麦子烙成“曲园”馍。“曲

园”馍，是一种圆环形的饼，里厚

外薄，饼的中央有一个内径约5厘

米的圆圈，饼的外圈做成锯齿状

豁牙，老辈人解释：“外边的锯齿

代表‘屈’，里边一圈是圆形的，代

表‘原’，这是咱们家乡人纪念爱

国诗人屈原的一种方式。”“曲园”

馍上刻有各种花饰及动物的造

型，形象逼真，所以“曲园”馍不仅

可以食用，而且有着欣赏的功能，

深受小孩子们的喜爱。

“肚兜笘在肚皮间。”那时的

小孩除了过年穿新衣外，端午节

穿肚兜也是一件开心的事，夏季，

小孩子们穿衣比较单薄，大人们

为防止小孩肚皮早晚受凉，就让

小孩子们穿上肚兜保护肚皮。肚

兜用手工布料做成，穿上舒适无

比，有些心灵手巧的母亲给孩子

的肚兜上绣上老虎图案，寓意老

虎吃五毒，来护佑孩子。

“花花绳戴在手腕腕。”花花

绳，就是由红、黄、蓝、白、黑五种

颜色的彩线拧成的五彩线，端午

节当天一大早，妇女们就把彩色

丝缕拴在小孩的手腕、脚腕和脖

颈上，据说这样做可以避邪和防

止五毒近身。这种彩色线要戴到

“六月六”才把它剪下来，将五彩

线丢进河沟里，让水漂走，等于百

病也被水带走了。

“香包包胸前挂串串。”端午

节前，妇女都要用彩色花布和绸布

缝制各式各样的荷包，家乡人叫

“香包”，香包里面装上香草和中药

材，在节日当天给孩子们佩戴香

包，用彩缕线串上挂在胸前。这

种香包就叫“祛灾包”，荷包制作

十分精美，又装有药材和香料，戴

上它具有防病避邪的功用。香包

的大小、形状没有规定。

“雄黄药抹在屁股眼。”雄黄

具有解毒杀虫、惊痫、截疟的功

效，夏季蚊虫多，孩子们穿衣单

薄，为了孩子们免遭蚊虫叮咬，甚

至虫子爬进屁股眼，大人就在孩

子的屁股眼抹上雄黄药。

“新麦面香得打转转。”每年

端午节，正值家乡小麦收割完毕，

平时很少吃到麦面的孩子们吃到

新打下的麦面，就吃个没够，直

到大人夺过饭碗不让吃，才依

依不舍离开锅台。饭饱

后，撑得直在院子里打

转转，来消化肚子里

的美食。

□蔡志龙

五月五，过端午。划龙船，敲

锣鼓。离端午还有一个多月，家

乡微信群里就有人晒出去年划龙

船的视频，大家纷纷留言点赞。

在感叹时光飞逝之余，对今年划

龙船活动充满了期待。

果不其然，船老大发出招募令

了。今年龙船照划不误，一户一

人。在外打工的汉子们纷纷请假

回来。当然，也有的人家是媳妇上

阵。船是去年大家集资买的，掀开

罩子，还是崭新的。周伯的儿子在

网上买的服装头饰也到了。每天

早饭后，这支水军就在离家两里远

的百米港里操练起来。

百米港，是一条长20多里，宽

约百米的河道。那是 20世纪 70

年代，家乡人为了引流长江水灌

溉农田而修建的人工港。河道上

每隔三四里地，就建有拱桥。拱

桥之间就是天然的赛道。为了防

洪，两边堤坝都用水泥砌筑，是天

然的看台。龙舟赛就在河道中间

进行，宽阔又安全。

端午节这天，吃过早饭，队员

们身穿救生衣，头扎黄丝带，雄赳

赳气昂昂，像即将出征的将士。霎

时间，鞭炮齐鸣，鼓声大作，全村老

少簇拥着队员们，往百米港而去。

远远就听到港边人声鼎沸。

划船的，看船的，两边堤坝上人挤

人，有的爬到树梢上，还有的坐在

屋顶上。大家对赛事品头论足，传

递着各种信息。村干部们忙着维

持秩序。婶子们头上、耳朵上、衣

襟上都别着洁白如玉的栀子花。

孩子们手里拿着零食和粽子。河

道内各村的20多条龙船，一字排

开，红旗招展，上面写着各村名

号。亲戚朋友也都来了，有送水

的，送烟的，送炮的，络绎不绝。

比赛是两村一组。船老大指

挥大家装好龙头，舵手、划手、鼓

手、压船的一一就位，他吩咐好注

意事项。大家各就各位后，船老大

念起祷词来：“龙头一碰水，顺风又

顺水。龙船水中游，一年鸿运好兆

头……”只听一声哨响，鼓点铿锵，

应着鼓点，队员们“嗨哟嗨哟”地呐

喊着，动作整齐划一。他们憋着一

股劲儿，脸庞像端午的太阳般红

火。龙船像木犁一样迅捷地犁开

水浪，层层叠叠。两条龙船你追我

赶，上演着精彩的速度与激情。看

船的，个个都是评论员和预言家。

有呐喊加油的，有痛恨骂人的，有摇

头叹气的，都像昏了头发狂似的，表

情丰富夸张，展现了人们的真性情。

比赛结果大家并不是很在

意。回老家划龙船，村里人图的

是精气神凝聚。划龙船，拼的是

一股精气神，靠的是人脉旺盛，主

打的是传统风俗的传承赓续。

夕阳西下，比赛已经接近尾

声，河道上慢慢地恢复了往日的

平静。远方，袅袅地传来原味悠

长的歌谣：“五月五是端阳，锵咚

锵，龙舟纷纷下长江……”

划龙船

“五月端，送圈圈”
唱进歌谣

□刘凯

端午节是我国古老的传统节日，

它始于春秋战国时期，至今已有2000

多年历史。端午有许多别称，关于端

午节的起源历来有所争议，众说纷纭，

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说法。

屈原说。这是通行全国的一种

说法。屈原，名平，字原，战国末年楚

国人，青年时期入仕，任楚国三闾大

夫，是一个极有远见的政治家和思想

家。他想使楚国成为强国，以完成统

一全国的使命。公元前278年，楚军

被秦军打败，62岁的屈原感到救国

无望，怀着忧国忧民之心情，于同年

五月五日抱巨石纵身投入汨罗江，以

身殉国。民众爱戴屈原，前往汨罗江

寻找屈原遗体，结果只找到了屈原的

衣帽，大家只好在屈原的故乡修建了

他的衣冠冢，并做成各种粽子投往江

中，以便让鱼龙虾蟹饱食粽子而不再

吃屈原的尸身。后来便演化成了五

月初五人们竞龙舟、吃粽子的习俗。

龙节说。传说龙的生日是五月

五日。著名学者闻一多先生在《端午

考》和《端午的历史教育》两文中推证

说，端午是龙的节日。他认为，端午

节中的两个最主要的节日活动都跟

龙有关：一是竞渡用的是龙舟，二是

粽子扔到江河中被龙所窃，三是龙舟

竞渡跟古代吴越地区关系甚为密切，

吴越民族以龙为图腾，并在自己身上

刺花纹，希望龙能保佑自己。这一说

法问世后，国内学术界多有认可。

显灵说。此说是为了纪念大将

伍子胥的。伍子胥是春秋末期吴国

大夫、军事家、谋略家，楚国大夫伍奢

之子，他一心报国，却因遭谗言诽谤

而被吴王夫差所杀。他的尸体被装

入皮袋后投入钱塘江，从此钱塘江常

发怒潮，以五月初五潮汛最为凶猛，

直冲越国境内。于是民间便有了“五

月初五伍子胥之魂显灵”之说。

恶日说。我国古代把五月初五

称为“恶日”。战国时齐国人孟尝君

五月初五生，其父让家人弃之，说明

战国时五月初五已成为“俗忌”；而

孟尝君死时屈原还活着，说明端午

不是为纪念屈原而立。

夏至说。国内很多学者认为，

端午有文字可考始源于夏至。《后汉

书》中载，汉代五月初五的风俗源自

夏商周时期的夏至节。《岁华纪丽》

对端午的解释是：“日阳正阳，时当

中夏。”意即端午节正是夏季之中太

阳正合于正阳的位置。因此端午始

源于夏至是一种颇有分量的见解。

图腾说。近代大量出土文物和

考古研究证实：在新石器时代，长江

中下游广大地区有一种以几何印纹

陶为特征的文化遗存。该遗存的族

属，据专家推断是一个崇拜龙的图腾

的部族——史称“百越族”。秦汉时

期还有百越人活动，端午节就是他们

创立、用于祭祖的节日。当然，古代

的百越人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或

融合到其他民族，或演变为南方一

些少数民族，所以，端午节也就随之

成为整个中华民族的共同节日。

端午来历说

弘扬 文化 传承家国情怀
编者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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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端午佳节即将来临，在这传统

佳节里，人们忆屈原，念《离骚》，吃粽子、挂艾草、戴五色线、赛龙舟、饮雄黄酒等，各种习俗种类繁多，它们寄托着国人迎祥纳福、辟

邪除灾的愿望，同时饱含着家国情怀与民俗趣味。这些习俗各地有何不同？关于端午节的由来、童谣，您又知道多少？龙舟竞渡，

意味着怎样的文化内涵与体育精神？请看我们给您推出的这个别样端午，以及这项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背后所蕴含的美好寓意。

习俗代代传

挂艾草挂艾草

洗药浴

□张天成

“清明插柳，端午插艾午插艾。”。”在我在我

的老家的老家，，端午节依旧保留着门口挂端午节依旧保留着门口挂

艾草的习俗艾草的习俗。。小时候小时候，，每到端午节每到端午节

这天这天，，奶奶总会早早起床奶奶总会早早起床，，打扫干打扫干

净庭院后，便带我去采艾草。艾草

是乡野常见的植物，田间、地头、水

边随处可见。晨曦微露，郁郁葱葱

的艾草随风轻舞，碧绿的叶子散发

出阵阵清香。奶奶用镰刀割下一

枝枝鲜碧的艾草，我跟在身后，高

兴地将它们扛回家。

端午节挂艾草的习俗看似简

单，其实承载着深厚的文化与美好

的祈愿。奶奶挑选出几枝粗长的

艾草，用红绸绳系在根部，虔诚地

挂在门堂高处，嘴里不停念叨着祈

福的说辞。奶奶说挂艾草有很多

讲究，首先是“挂鲜不挂干”，新鲜

的艾草芳香气味浓郁，既美观又可

驱蚊虫，比干艾草效果更好。挂艾

草的数量也有说法，必须“挂单不

挂双”，在古代奇数代表阳，所以一

般挂 5枝，取“五福临门、五谷丰

登”的寓意，也与“五月初五”的日

子形成巧妙的呼应。一束小小的

艾草，是对自然最深的敬意，也是

对生活最温柔的理解。

“编根艾草绳，一夏远蚊虫。”

艾草绳是农村驱蚊最常用的土法

子。以前，老家的人们很少使用蚊

香、杀虫剂等驱蚊物品，一根天然

的艾草绳便可度夏。奶奶手很巧，

将采割回的艾草挑选、捋净，像给

小女孩编麻花辫一样，将艾草交叉

编织成一根长长的艾草绳，晾晒在

房梁风干。夏日夜晚，暑气消散，

吃完饭一家人在小院里纳凉，在地

上铺一张凉席，用新打来的井水泡

个西瓜，沏一壶清茶，点燃一根艾

草绳，悠闲而惬意。伴随着艾草绳

燃烧，烟雾缭绕，浓浓的气味在小

院里弥漫开来。等烟气散去，嗡嗡

乱飞的蚊虫全都销声匿迹，空气瞬

间变得清爽起来。大人们在一起

喝茶聊天，我和姐姐则光着脚在院

里捉萤火虫，数星星，累了就倒头

睡一会，有了艾草绳的保护，可以

踏踏实实睡个安稳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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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来纷纷说

童谣声声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