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疏疏数点黄梅雨，殊方又逢重五”。

五月，端午的粽香便早早地让人开始垂

涎。

一个流传了两千多年的节日，一种

流传了两千多年的美食，走过了浩瀚的

历史烟云，传承着一种歌唱民族和爱国

诗章的文化气息，在风风雨雨的岁月洗

涤中，如一道绚丽的彩虹，映照着华夏子

民不屈的灵魂。

一片粽叶，一缕清香，包裹着的，是

传承了两千多年的味道。

一

赛龙舟，挂菖蒲、蒿草和艾叶，挂香

囊、吃粽子，标准的中国特色，标准的端

午节配置。

但是，粽子连季节性食品都算不上，

是极其短暂的时令性食品。

它与月饼一样，是极具中国特色的、

饱含文化气息的、极具代表性的食品。它

不是地域性特产，是整个中华文化圈共

同的特定节日食品，无论粽子文化传播

到哪里，都有着相同的内涵。尽管它来去

匆匆，稍纵即逝，但分布的地域极广，可

以说，凡是有华夏子民的地方，在端午节

这一天，就必须有它的存在，不可替代、

不可或缺、不可更改。

同时，粽子所具备的内在含义和人

文气息，是任何食物都无法比拟的。它有

一种让人油然而生的悠远的思念和淡淡

的哀伤。

这种思念和哀伤源自于两千多年前，

与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有关。南朝·梁文学

家吴钧《续齐偕记》记载：“屈原五月五日投

汨罗而死，楚人哀之，遂以竹筒贮米，投水

祭之”。屈原投江后，人们怕鱼蟹吃掉屈原

的遗体，把鸡蛋和竹叶、苇叶包裹糯米外缠

彩丝投入江中喂饱鱼蟹，划舟打捞屈原的

尸骨，用雄黄驱赶蛟龙水兽。这个习俗一代

又一代流传下来，演变成了插艾草、吃粽

子、赛龙舟、饮雄黄酒等端午习俗。

这种祭奠和铭记，弘扬了天地间的

浩然正气，表达了胸中对正义的不懈追

求。习俗也好，精神也罢，当一种精神默

化成为华夏民族的传统，对精神信仰的

追求通过日常的风俗习惯来点滴呈现的

时候，这种精神已经植入我们这个民族

的血脉，深入骨髓。

试问，谁没有在端午节学着包粽子挨

母亲的呵斥？谁没有在端午节吃撑了受父

亲的责备？尽管如此，谁没有在端午节去

怀念先人？谁没有在端午节渴望亲情？

粽子最主要的特点是口味软糯香

黏，色泽金黄明亮。粽子的馅料可以根据

自己口味调配，包法也简单，但南北方的

粽子口味却不尽相同。

虽然南北方有咸粽甜粽还有肉粽米

粽之分，但是基本上包粽子的方法都是

一样的，而如何才能把粽子的口感包成

香甜软糯的，虽然不需要高精尖的技术，

但一些基本要素必须具备。

二

记忆中，外婆和母亲在端午节包粽

子是十分讲究的。

首先是选米。这是粽子最终口感的

决定性因素，从根本上奠定了一个粽子

的基础，一般来讲有圆米和长米两种选

择，圆米的软糯感会强一点，长米则比较

有劲道一些，所以想要软糯的感觉，最好

选择圆米。其次是糯米的浸泡，通常看老

人包粽子就会发现，糯米都不是现拿来

用的，而是会提前浸泡的，最少也要泡上

一个晚上，这样糯米才不会因为没有吸

到足够的水分而很难蒸软，吃起来特别

硬。

然后是包法。正确的粽子包法应该

是放一半米之后放上馅料，然后再添米

到足够的位置，如果完全先放米，再放馅

料，最终很容易出现夹生的问题，这样一

来这个粽子基本就不能吃了。

包粽子时，一家人围在一起，争先恐

后，看似杂乱无章，实则井然有序。

只见外婆先拿来两张粽叶重叠把它们

折成漏斗形，接着放入适量的糯米，然后放

上洗好的红枣和花生、红小豆等，最后在上

面再加上一层糯米，裹严、缠紧，这个粽子

就包成了。外婆那一连串行云流水的动作

让人羡慕极了，她的手仿佛有魔力一般，把

透剔光滑的糯米包在一两片小小的粽叶

里，还包出了一个美丽的形状。包粽子时，

一家人其乐融融地围坐在一起，谈笑风生。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任务，大家分工合作，齐

心协力包粽子，将丝丝亲情融进了一个个

细致饱满的粽子里。

小孩子们不安生，喜欢凑热闹。大人

们在包粽子时，总喜欢忙里添乱。

比如我，小时候开始学包粽子的时

候，原以为会很顺利，没想到一个不小

心，没托住“漏斗”底部，糯米全撒出来了，

幸好底下还有一个盆子接住，虽没浪费却

让家人嘲笑一番。终于把粽子包好了，却

神色各异，有胖有瘦，成了四不像。再看外

婆，动作娴熟，拿粽叶、捋粽叶、做漏斗状、

填糯米、放红枣、压紧实、封口、扎捆，巧手

翻飞，不一会儿，一只漂亮的粽子成型，且

个个都饱满结实，匀称好看。有时候忙不

过来，邻居也会不请自到，一起过来包粽

子。儿时总会体会到邻里之间的浓浓深

情。

粽子包好了，眼馋的孩子们眼巴巴

地等着粽子入锅，但是，经验的大人们很

有分寸。

首先要冷水入锅，粽子都能熟透，虽

说时间会久一点，但煮出来的粽子味道

更清香。其次，水面一定要没过粽子，因

为超出水面的部分不容易煮熟，会夹生，

也难以煮出软糯黏滑的口感。再就是粽

子煮熟后不宜立即捞出，最好将煮好的

粽子留在锅中，浸泡半小时以上，充分吸

收粽叶的香味，食用时，便满是粽叶香。

浓浓的亲情包入粽子里慢慢煮，满

屋的香气飘到院子里，闻一闻，便觉得心

满意足了。

煮粽子时，那种独特的香味，随着灶

上锅里冒出的热气，在空气中飘荡。那一

缕缕从锅里冒出来的粽子香味，让孩子

们兴奋不已。他们围着灶台打转，盼着那

粽子早早出锅。

粽子终于煮熟放凉了，孩子们迫不及

待地把粽子剥开，苇叶的清香和着红枣的

汁水渗入糯米，入口软糯香滑，入腹沁人心

脾，那香味刻骨铭心，飘在人们的记忆里。

三

汝州地处中原腹地、祖国北方，端午

节的习俗和粽子的口味、包法均为北方

风格，但用山里的一种槲树的叶子包裹

而成的“槲坠”，却是别具风情，旗帜鲜

明，极具地域特色。

包槲坠是个技术活，一般要将两片

叶子用手掌托起，叶柄朝外，一上一下叠

叶片，放上已经准备好的糯米、红豆、红

枣、莲子、花生后，把馅料摊铺得匀匀实

实，将槲叶四周对折成长筒状，用泡软的

草须在包好的槲坠上轻轻绕两圈，槲坠

就算包好了。

尽管粽子与槲坠二者的馅料大体相

同，都是糯米、枣、花生之类的，但粽子有

三棱锥形的、有四角形的，槲坠却标新立

异，只有圆柱形的。槲叶有一种特殊的清

香味，用其制作的槲坠刚出锅时清香扑

鼻，令人垂涎欲滴，剥开后咬上一口软甜

香糯，让人越吃越想吃。本地流传着一首

吟诵槲坠的古老民谣：“五月端午杏儿

黄，家家门前艾叶香；香草布袋挂脖上，

雄黄涂抹耳孔上；五色彩线当手镯，糯米

槲坠味道香。”

在幅员辽阔的华夏大地，端午节的

粽子也因地域分好多种，有北方的甜粽

子，也有南方的咸肉粽和云南的火腿粽

子等等，不一而足。

尽管我们的粽子和槲坠香甜味美，

但不得不承认，与善吃会吃的南方人相

比，我们的粽子在馅料上相差甚远。南方

人除了把大枣、花生、红小豆包进粽子之

外，还能把腊肉、鲜肉、咸蛋、火腿丁等一

些让北方人匪夷所思的东西包进去，可

谓是麻辣甜香，风味俱全。

但粽子从诞生那天起就不是地域性特

产，而是整个中华文化圈共同的特定节日

食品，无论粽子文化传播到哪里，都有着相

同的内涵。从《论语》中“食不厌精，脍不厌

细”，到《舌尖上的中国》的火爆，充分印证

了几千年来中华饮食文化的博大精深。

中国的重大节日中的美食，历来都

是大一统的。大年初一的饺子，正月十五

的汤圆，中秋节的月饼，重阳节的菊花酒

和重阳糕，腊八节的腊八粥和腊八蒜，在

中华民族的历史中，几乎每到一个节日，

人们总是习惯将美食和节日结合起来，

用精心烹制的食物来纪念节日，在尘世

烟火中维系着血浓于水的情感。

不过，这些年节特殊的美食，却很少

能与粽子一样，被赋予了忧国忧民的情

怀，增加了民族的金玉气节；也很少有节

日和端午节一样，寄托了整个民族对同

一个人的无限追思和祭奠。

一把艾叶，几个粽子，这是隆重的节

日，是这个节日的美食，也是对一位诗人

的无尽祭奠。两千多年过去了，我们的民

族精神一脉相传，浩然之气凛然于天地

间，生生不息，薪火相传。

野 粽冶情野 粽冶意野 粽冶千年
●李晓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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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从诗歌深处走来

从奔腾不息的汨罗江走来

你从历史深处走来

激越着中华民族铿锵的豪迈与奔放

一个天上星辰永伫的灵魂

吟出九歌兮又灿出辉煌

你清凌的双肩扛着一身正气

你矍铄的目光挺直着不屈的华光

你的咏叹触动着后人的心

激起的浪花又悲壮了《离骚》

当南国葳蕤的竹枝

重新弥漫出远古的芬芳

漫漫诗篇激荡浩瀚的时空

和着你 引吭高歌着的悲壮《天问》

当神州馨香的糯米

再度飘来端午粽子的清香

岁月悠悠 江河滚滚

怆然面对那壮美江山

历史煌煌 乾坤朗朗

你含泪浇灌着华夏子民的思想

涉过水 涉过这两千三百多年的时

光

与你一起饮酒谈诗 沐浴着月色

句句繁衍着诗歌深处的洁玉

一路歌吟 一路高亢

一个痛苦的问号和句号

一颗求索的头颅和一柱挺拔的脊梁

至今伫立在汨罗江畔

这条永远流淌着诗歌的光荣与梦想

的河流

成为追溯血脉的上游 寻访精神的

故乡

你嘶哑的喉咙中发出的那些高洁的

诗句

如一声沉重的历史叹惋

响彻汨罗 响彻潇湘 响彻四野八

荒

归去来兮

历史在你的身后画了一个圆

但一个巍峨昆仑般不朽的身影

感召着后人澎湃的梦想

路漫漫其修远兮

勇立潮头 波澜壮阔 气象万千

吾将上下而求索

千岩竞秀 百舸竞发 光芒万丈

归去来兮

端午在史册里留下软糯的粽香

凝重着历史的哽咽

连着你的傲骨与脊梁

千年岁月 万里风沙

巍峨成一座不朽的丰碑

忧国忧民 无怨无悔

璀璨成千古耀眼的不朽华章

你回来了 在这花果飘香的季节

挥洒去作茧自缚的无奈

携带着化茧成蝶的自信

再一次 从一江碧水中凌波而唱

天问九歌 离骚九章

归去来兮 蒹葭苍苍

气节在 精神在 你本就不曾离开

你的讴歌 一直在中华民族的血脉

深处激荡

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让耄耋老母更

加看重今年的端午节。离节日还有一大截

子光景，她就嚷着要回家乡的农村祈福纳

祥；赶在端午节采集草药，防病治

病、压邪攘灾。我答应了老人的请

求后，她催促我灌酒买雄黄，亲

手配伍雄黄酒，然后戴上老花

镜，开始配制五色线、缝制香囊，

筹备过节的一应物品。看着母亲

一天到晚飞针走线那副勤勉和

虔诚的模样，我的心里忽然一热，少

时在故乡农村过端午节的镜头倏忽

飞来，弥漫在岁月深处节日的草药香悠然飘来，甜醉

我一颗刚刚摆脱疫病阴影折磨的心。

“夜来南风起，小麦覆垄黄。”乡下的五月节总是

和繁忙的麦收纠结在一起，风中抢收，虎口夺粮，但这

并不影响节日的神圣和程式。节日这天，家庭主妇可

以半天不出工，专事节日事宜；男人们依然忙于抢收

抢种，但一颗焦灼的心似乎也平和安静下来；孩童们

不再被撵到地里拾麦，耳朵、鼻孔处涂抹雄黄酒，手

腕、脚腕和脖颈上被母亲系上五色线，披挂香囊，帮助

母亲烧香敬神、采药采茶。最诱惑我们这些“小馋猫”

们的，莫过于吃煮鸡蛋、大蒜和炸油馍。那放了艾叶煮

熟的鸡蛋和大蒜，还有那平时难得一见的油馍，是不

允许我们放开肚皮吃饱的。好在还有一个美差，能让

我们暴食美餐的。作为亲情的使者，孩子们还要挎起

油馍篮子，为出嫁的姑姑或姐姐送节，这是我们乐此

不疲的美事。

时光荏苒，人逼花甲。品嚼儿时端午节的滋味，最

醉人心脾的是那飘香的草药味儿。

“端午节，天气热，五毒醒，不安宁。”大奶奶念叨

着不知盛传了多少代的民谚，把两棵猫眼睛连根拔

出，放进了荆篮里。她的篮子里已经放满了各种草药，

我认识的只有艾草、菖蒲、车前子、桃枝、柳叶、莎草等

等。为了杀死五毒，确保人体健康，古朝远辈子至今，

人们都在端午节采药。我问大奶奶，为什么要在端午

节采药？

“端午节前都是草，到了端午便成药。”大奶奶说

一些根茎入药的植物，长到端午时节已经成熟，正可以入药，因此端午是

采药的好时节。大奶奶说的话直到参加工作后，我才在南朝梁宗懔《荆楚

岁时记》中找到了佐证：“五月五日，竞采杂药，可治百病。”

大奶奶讲述所采草药的妙用，“呼呼啦啦”把一帮“娘子军”和“童子

兵”聚拢到她的跟前。“艾草浑身宝，家家离不了”“家有五年艾，不用郎中

来”。大奶奶出口成章，说得头头是道。她说：人们将艾置于家中以“避邪”，

干枯后的株体泡水熏蒸可以消毒止痒，用艾水洗澡或熏蒸治疗妇科杂病，

灵验得很。民谚说：“清明插柳，端午插艾”端午节里，家家都要洒扫庭除，

把艾条插于门楣，悬于堂中，迎吉祥纳百福，永保身体健康。

“采采芣苡，薄言采之。采采芣苡，薄言有之。采采芣苡，薄言掇之。采

采芣苡，薄言捋之……”走出小山村后，每每读到《诗经》中《芣苡》这首诗，

就会想起端阳节跟着母亲采集车前子的情景。车前子，又名芣苡，俗称车

轮菜等。春开紫色花，夏结紫色籽。籽可供药用，治妇人难产有特效。所以

端午节这天，女子往往结队去田野采集车前子，然后回家晒干以备用。其

实，这一风俗早在春秋时代就已流行，《芣苡》这首诗写的便是采药之风。

在夏日的山谷中，一群妇女唱着歌儿，辛勤地采着车前子，内心满怀着对

未来的希望，脸上露着笑容……

“‘五根水’洗身，健壮如铁镦”洗草药水，是家乡端午节习俗之一。端

午这天是草木一年中药性最强的一天，此日遍地皆草药，洗草药水可治皮

肤病，并祛邪气。家乡的“五根水”是指用艾茎、桃枝、柳枝、柏枝、桑枝熬制

的草药水。记得童年端午节的晚上，母亲扒光我的衣服，把我放进热气腾

腾的草药水盆里浸泡，并用手帮我揉搓身骨。袅袅的水雾中，飘着一抹淡

淡的苦香，身骨被药水浸润得轻松光滑，五脏六腑惬意之极，舒服得我在

药水中叫唤起来，真有种飘飘欲仙的感觉。也许是童年和少年端午节草药

水洗身的功效吧，几十年走南闯北从没有患过皮肤病。

庚子年端午节渐近。母亲手工制作的香袋挂满墙头，大小不等，形式

各异，五颜六色，药香醉人。香袋内装香料，掺和着川芎、排草、芩草、丁香、

山艾、白芷、甘草、雄黄等中药粉，再用彩绸扎绣而成，下边还垂挂着红、

绿、青、蓝、紫各种线穗。我把它佩在胸前，一时香气扑鼻，神清气爽。这些

芳香开窍的中草药，有清香、驱虫、避瘟、防病的功效。母亲制作的这些香

囊有给孙子、孙女、外孙、外孙女、重孙、重孙女，还有邻居家孩童的。至于

那五色丝，年年岁岁是要系在我的手腕和脚腕上的，尽管我已入老境。应

劭《风俗通》中说：“五月五日，以五彩丝系臂，名长命缕，一名续命缕，一名

辟兵缯，一名五色缕，一名朱索，辟兵及鬼，命人不病瘟”。中国古代崇敬五

色，以五色为吉祥色。因而，节日清晨，各家大人起床后第一件大事便是在

孩子手腕、脚腕、脖子上拴五色线。母在老儿亦是小，大爱常荫晚辈身。在

城市的家中，吮吸香囊芳香，品咂雄黄药酒幽香，舔尝五色丝线芬芳，我似

乎被母爱的天香沉醉！

端
午
草
药
香●

彭
忠
彦

端 午 感 怀
●孙利芳

是你的浪漫情怀

把七彩斑斓的丝线浸染

还是你的卓绝才情

谱写着千年不朽的诗笺

是你的拳拳爱国为民美政之心

包裹着糯米红枣缕缕粽香

还是你的高风亮节民族精神

翻滚着汩汩流淌的汨罗江畔

你从倩影绰绰的汨罗江畔走来

朝饮木兰之坠露

夕餐秋菊之落英

采摘香草修身养性

佩戴香囊洁身自恋

沐浴兰汤芳馨无比

香草美人诗魂璀璨

你从泥土芬芳的长天厚土走来

蕙草而帐

薛荔为帘

白芷饰房

紫贝铺院

浪漫气息铸诗魂

绮丽幻想化诗篇

柴米油盐的生活

从此不再孤单

日复一日的平淡

从此诗意盎然

你的素笺笔端

草木皆有情

花儿多绚烂

你的悠悠诗篇

雅风扑鼻来

多情而婉转

你的楚辞风骨

如暗香熏衣

诗心沁脾

冰肌玉骨

盈盈似仙

路漫漫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

踏破遍地荆棘

九死不悔

追寻理想

矢志不渝

追求真理

坚强勇敢

恨不能

跨上战马高扬长鞭

身披盔甲手持长剑

车轮交错短兵厮杀

护我山河雄心不变

国家之魂

诗情之婉

民族之魄

素心之善

直至

以死相会

洗一生清白

了圣贤心愿

千年之后

历史的长河呜咽

深情地呼唤你

伟大的名字

———屈原

你浪漫的诗心不老

你旷世的才情依然

你民族的气节依旧

你国家的魂魄灿烂

情未了

魂不散

《汝州市老区革命故事》征稿启事
为了传承红色基因，弘扬老区精神，激发汝州人民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推动汝州全面发展，汝州市老区建设促进会拟在全市范

围内征集老区革命故事，望汝州各界人士踊跃挖掘撰写资料，或提

供有益线索。

每个故事要言简意赅，真实动人，可读性强，具有教育意义。字

数在3000字以内。

时间：6月22日至9月30日止。联系地址：汝州市委一楼老促会，

电话：6862011。

邮箱：ruzhouzhengxie@163.com

汝州市老区建设促进会
2020年6月20日

归去来兮窑屈原
●暗香

mailto:ruzhouzhengxie@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