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端 午 节 是 一 个 比 较 庄 重 的 节
日。虽然老家的端午节没有南方赛
龙舟等热闹的比赛项目，但豫西南农
村的端午节却也有一番别样的传统
仪式感。

豫西南的端午节一般正好赶在农
村的“三夏”大忙时节。村里的青壮年
劳动力不是在起早贪黑抢收麦子，就是
在忙忙碌碌灭茬抢种玉米、花生、黄豆
等秋作物。

妇女更是辛苦，除了要参与田里的
劳作之外，还要施展各自的看家本领为
家人准备丰盛的饭食。只有放学后的
小孩子才是这忙碌时节里最自由、快乐
的。

端午节前一天下午放学后，回到家
里，一放下书包，母亲就会递给我一个
馒头，看着我狼吞虎咽地吃完，用手抚
摸着我的小脑袋瓜儿说：小孩子爬树爬
得快，赶紧到门前看看，上谁家的果树
上摘些桃树叶、枣树叶、苹果树叶、柿子
树叶和杏树叶，明天就是端午节了，咱
们好泡洗脸水。

得到命令，我就会和妹妹手拉着
手，蹦蹦跳跳地去摘果树叶子。一般都
是我爬到树上摘，妹妹在树下捡，不大
会儿就能捡一大堆。母亲总是从摘来
的果树叶子里挑出一些完整的、干净

的，分成两小堆。
等晚上要睡觉的时候，打来两盆井

水，把洗脸盆放在没有树叶遮挡的院子
中间，再把果树叶子泡进去。母亲说：
天上有一个叫嫦娥的仙女，因为偷吃了
长生不老药，王母娘娘罚她长年累月在
月亮上的广寒宫里捣药。月亮圆的时
候，你们仔细看看，就能看到上面有一
棵大树，大树下面有一个人，坐在那一
下一下地捣药，那就是被罚的嫦娥。嫦
娥捣了一年的药都存了起来，就等着到
端午前的这天晚上，人们都睡着的时
候，趁着夜深人静，把所有的药都从广
寒宫里洒向人间。所以，家家户户都要
用洗脸盆去接药，用这种药水洗完脸
后不会生雀斑，还可以保佑人一年不生
病。

后来才知道，这应该是大人为了
哄小孩子好好洗脸而编出来的故事，
但在当时，我们深信不疑，甚至还为这
个故事里王母娘娘的霸道而愤愤不
平。

等到晚上我们都睡觉的时候，母
亲会把她早几天抽空捻成的五色线系
在我们的手腕和脚腕上，把散发着艾
蒿清香的香袋儿用五色线绑好，戴在
我们脖子上，并谆谆告诫我们：五色线
系上之后，不能割断或者解开，要等它

自己掉了才行。身上系着五色线，夏
天的时候长虫啥的才不会咬你们。香
袋儿也是一样的，戴上它，蚊虫才会绕
着你们走。因为那时候，家里蚊虫之
类的东西特别烦人，所以我们都乖乖
听话。

端午节一起床，母亲就会叫着我们
姊妹几个用泡了果树叶子的水洗脸，也
许是果树叶子散发出来的特有清香吧，
洗完脸，不但觉得特别凉爽，而且那种
植物的清香味久久萦绕不去。

洗完脸，父亲会端着一个盛有雄黄
酒的碗走到我们跟前，用自制的棉签，
蘸着药酒涂抹在我们的耳朵眼儿里。
并念念有词：抹了雄黄酒，小虫子不许
往耳朵眼儿里走！

因为我们老家是小麦主产区，吃不
到大米，所以端午节也就没有吃粽子的
习惯。端午节一大早，我们都去地里拾
麦穗儿去了，母亲一个人在家准备美
食。等我们都筋疲力尽回到家里，母亲
早在院子里摆满了一大桌好吃的：糖三
角、菜包子、花卷馍、油卷、咸鸡蛋、茶鸡
蛋，还有水煮的大蒜头。

虽然现在看来都是很普通的食
物，但在那时，却是我们只有过春节才
能吃得上的美食。特别是自家腌制的
咸鸡蛋，因为腌制的时间比较长，蛋清

里面渗透了盐，吃起来不是一般的咸，
简直是齁咸了，但我们依然吃得津津
有味。

可能是腌制不得法，记得有好几次
都吃到了坏了的鸡蛋，打开蛋壳之后，
一股让人作呕的刺鼻气味直入鼻孔，每
次都是屏住气想扔掉的时候，母亲就
说：给你爸吃，你爸爱吃臭鸡蛋。而父
亲每次都是微笑着接过去，说：臭鸡蛋，
闻起来臭，吃起来香着呢！然后看他就
着馒头津津有味地吃下去了，好像真得
很香的样子。

小时候不理解：明明那么臭的鸡
蛋，怎么吃着会香呢？长大了才知道，
臭鸡蛋吃起来永远都是臭的，只不过是
在那个物资相对匮乏的年代，舍不得扔
掉，母亲故意说父亲爱吃臭鸡蛋，而父
亲每次都配合母亲给我们演一出双簧
戏，骗骗我们小孩子罢了。

这臭鸡蛋里，既有父母对食物的珍
惜，更包含了对孩子浓得化不开的关
爱。

又是一年端午到。虽然不能回家
和家人共度节日，但长歌当哭、远望当
归。闭上眼睛，仿佛又闻到了家乡那
种艾蒿特有的清香，心中也默默祝福
千里之外家乡的亲人都能够健康快
乐。③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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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又闻艾蒿香
□ 张全胜

端午时闻怀屈子，艾蒿青翠遍披香。

汨罗江洁涤忠骨，堤畔铭文拂柳杨。

五月长歌问苍昊，梦游家国叹齐梁。

龙吟九宇心头愿，矢志不渝尘世芳。

屈子祠中感怀长，松涛苍翠暗吹香。

奔腾不息的汨罗江水，

每 一 簇 激 流 都 是 热 烈 和 澎 湃 的

传承。

每一朵浪花都有《离骚》《天问》的

吟咏，

每 一 滴 水 珠 都 是《九 歌》《九 章》

的彳亍。

沿江河投下的粽子，

是一个民族摇曳在竹叶和清晨的

怀念，

岁月有多长哀思就有多长。

时 光 的 酒 啊 ，饮 醉 了 不 老 的 光

阴。

“宁溘死而流亡兮，恐祸殃之有再，

不毕辞而赴渊兮，惜壅君之不识。”

一个普通而平凡的人，

用特立独行的诗行抒写了坚贞、不

屈和伟岸……③3

摇曳在竹叶和清晨的怀念
□ 朱茂松

青箬叶 用劳动包裹 蒸一笼

合家团圆

这是千家万户的端午

这是盛夏捧出的盛筵

豫南的端午 我们不赛龙舟

我们为孩子系上五色线

戴上香囊 给小牛也系上

洗白了脸的鸭蛋

端坐的红方桌

置于乡下的厅堂

门前插的艾草

要在日出前带露水割回

丰收的金黄色 是麦收日的喜悦

墨绿的丝带 系住端午

是为日子打的漂亮的结

五月初五 年年如是

不觉俗烦 记忆温热

邻里用一枚鸭蛋互递了和谐温暖

锅里留的煮熟的紫蒜

有一份爱在里边

江南的一滴绿墨 经千年

而不褪色 晕染了

万里河山 风习不改

端午一支棒千年传递

粽子 这舌尖上的美食

用青箬紧紧裹住

一段悠远往事

看见粽子 就会想起屈原

携有一颗洁白的心 着一袭青绿的衣

正向汨罗江的中心

纵身跃去③3

五月的艾香
□ 王金政

你纵身一跃

让汨罗江为你

呜咽了两千多年

遍地生长的苦艾呀

只为你

每年五月初五归来时

轻轻抚去心中的创伤

剥开香气弥漫的粽子

轻轻咀嚼

捧起你的《离骚》《九歌》

高声吟唱

你赤诚与忠贞的身影

在我眼前化作一尊雕像③3

端午怀想
□ 王新立

1
五月的风，载满胜利的欢呼

回望楚国的天空多么辽远

它只是华夏的一隅

光阴和社稷，连着今古

屈子的孤独仍在云端，仰望可见

屈子的行吟在汨罗

也在北方我见到的

所有的窄窄的溪河

端午为它塞满了湿湿的云

江河在风中颂唱一部大史

2
五月的桨，总是划出千船竞渡的

姿态

有一把长剑不会锈蚀，在五月更亮

戳中人心，生出雄壮，指挥奔涌的

狂澜

江河中有块石头，在五月看得很清

它在泥沙中不移，向天地祭出风骨

载着龙舟的水流，溶下了多少有血性

的故事

流淌至今

一代一代的人，喝着这样的江河之

水接力

走到今天，向幸福迈进

3
五月五日，一如既往，华夏之民

用粽子喂养一种信仰

那些关于国之兴衰的故事

关于人的生死的论证

关于五月的生动的记忆

在人间朗朗上口，代代相传

在每个华夏儿女的心间

是心灵青葱、勇毅前行的秘密

五月啊，江水悠悠

见证一个民族的魂魄，一段中华的

传奇

五月啊，美景处处

频频诉说沧桑，赞美辉煌

火热的五月，我们翻开屈子诗章

诵读出为民的初心，复兴的梦想③3

有屈子的五月很美
□ 孙秋鹏

新华社发

端 午
平明飞燕子，初日照蔷薇。

采刈南山下，妇孺携艾归。

（周保成）

端阳二首
雨幕云帷黯四垂，江皋郢思动愁眉。

怀沙不见今人赋，徒令回风匝地悲。

皓白已蒙温蠖久，弹冠振袂尚贻羞。

常流抱石当年事，每共鱼龙水一浮。

（赵歌平）

甲辰近端午感怀
镇日炎光觉梦悠。小村梅子早登楼。

汨罗水碧连烟草，衡岳山深带月钩。

书外江湖三尺剑，人间风雨一孤舟。

年年恨不青春在，坐冷星尘尚可收。

（智 博）

清平乐 端午
幽禽叫早，醒看云天好。梦里向山

薅艾草，行处浮烟缠绕。

沿街欲买雄黄，小摊多挂香囊，随

意挑枚子鼠，沾衣浑是浓香。

（王晶华）

端阳偶记
天涯明日又端阳，风俗当年未可忘。

无论富贫男与女，一般彩线系香囊。

（许亚文）

端午三首
竹翠稻精玉粽甜，香囊谁系汨罗边。

雄黄艾草龙舟古，不老情原人世间。

醒来端午雨潇骚，闲卧南窗诗漫敲。

最忆儿时佳节趣，渐行渐远渐无聊。

行来渐觉世情淡，老大犹兼节味荒。

山远楼高无艾草，风新习古绝雄黄。

抚今每念儿时趣，追昔常嗟鬓上霜。

若问何由知五五，电梯间里挂香囊。

（刘胜利）

五日晨
平生趣味是食甜，禁忌年来又一添。

今过粽摊长驻足，糖高何奈负舌尖。

（李芳荔）

减字木兰花 题粽
青衣顾影，摇映一泓云水冷。谁系

红丝，费我恁年一段痴。

清凉无汗，何以报之青玉案。冰魄

如霜，犹惹当时衣带香。

（方 亮）

端午闲坐
满 目 危 楼 百 丈 高 ，透 窗 急 雨 势 如

刀。

将 熏 且 尽 杯 中 物 ，痛 饮 狂 歌 读 楚

骚。③3
（吴明华）

端 午 诗 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