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旅·美文14 2023年6月22日   本版编辑／吴雯倩   美编／王蕾
E－mail:wuwq@fengone.com

端午是受中国民间推崇的传统节日之一。每
到端午，粽叶飘香、龙舟竞渡，各类民俗活动洋
溢着热烈又温馨的氛围。本期，我们摘选 3 篇美
文，品读作者笔下的端午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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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梁瑞郴
蝉鸣最烈的时候，也是盛夏太阳最烈的时候，

我们三五同学，必结伴向汨罗江走去。

其时，我们正在湖南师院平江分院“开门办学”。

所谓开门办学，在我看来，实在是“关门办学”。

平江分院地处岳阳平江与汨罗搭界的偏僻乡村，小

地方名叫时丰，学院地址原为国营茶场，稍加改造

便变为平江分院。

因为偏居一隅，远离长沙的喧嚣，便可静

心上课读书，这是鼓动我们开门办学的官员们

始料未及的。

平江分院就在汨罗江边，约半里地，穿过一片

茶地，可见一片鹅卵石河滩，那便是遐迩闻名的汨

罗江。其时，酷暑难耐，于是我们便结伴到汨罗江，

偷得一时的凉爽。

江面宽约百米，每日我们仗着水性，往来江上，

游个痛快。也有水性不佳者，面露难色，只能在江

上浅处游玩，口中直呼“和屈原做伴，和屈原做伴”。

当时，王昌猷教授正给我们讲《离骚》，且授

业处正在三闾大夫投江之畔，让人生出无限奇妙的

感觉，这种感觉中最强烈的是屈原的殉道精神。我

不禁无限感慨，眼前的这条江，结束了一个高贵的

生命，同时，也成就了中国文学史上一个伟大的形

象。我至今眼前仍浮现王教授绘声绘色朗读屈原名

句的神态。“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路

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亦余心之所善

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这是我第一次真正接

触屈原，那种敬仰之情，无以言表。

此后读《橘颂》《涉江》《怀沙》

《九歌》《天问》《渔

父》，我越走

近屈子历史的

深处，越对这

位中华民族最伟

大诗人，怀着膜拜的

感情。

那个特别的夏天，我就在这条特别的江中，度

过自己最美好的时光。

我曾经与同泳的朋友说，在汨罗江游泳，是不是

会亵渎屈子？朋友很坚定地说，不，绝对不会，我们

没有能力拯救屈子，但我们至少可以陪伴屈子。

时间伴随汨罗江水流淌了三十多年，机缘让我

和余光中先生有多次交往。我记得有次和光中先

生在火宫殿闲聊，光中先生突然问我，你觉得孔子

和他学生曾子同行时，谁先谁后？这问题一时让我

犯难，想了半天，以为是脑筋急转弯题，想来想去，

仍无法猜出，只好直言，这实在是没办法回答！光

中一副神秘莫测的样子，说，这还不知道！争先恐

后吧！引得哄堂大笑！这是光中式的高智慧幽默。我

也趁机跟光中先生说，你说过“蓝墨水是汨罗江的

上游”，我曾经很长一段时间，整天泡在蓝墨水里

呢！光中先生笑而不语，眯眼打量我半晌，说，你不

成了作家吗？我们不约而同，哈哈大笑起来！

时间又随汨罗江水流淌了十多年，光中先生也

已经作古，但他要做屈原和李白传人的誓言以及蓝

墨水上游的诗句，言犹在耳。它和民间一年一度的

龙船、粽子，留存在中国大地的每条江河中。

端午——中国历史最恒久、盛大的、凝固的诗

篇，当你吟诵这样的诗篇时，才会真正感受到，文

学只有走向民间，才可以获得永恒的生命。

文 / 龙玉纯
商场、超市和报纸杂志上那五颜六色的

粽子广告不停地提醒我们：中国人的传统佳节

--端午节就要到了。端午节吃粽子，现在老

幼皆知，但如果要追寻粽子的历史，就得花上

一番功夫。

浓情端午，“粽”享佳节。竹叶青青白

糯香，细姑裹粽过端阳；折成五只尖尖角，

添上红心鸡蛋黄。以前，我总是不解，粽

子为何要包成“尖尖角”呢？

关于粽子的来历，南朝梁吴均《续齐谐记》

和宗懔《荆楚岁时记》中均有记载，农历五月

初五诗人屈原自投汨罗江后，楚人哀之，每于

此日投五色丝粽于水中，以驱蛟龙。

时光流转，粽子的花样越来越多，也越

来越受人们的喜爱。１９８８年在江西省德安

县出土的南宋周氏墓里发现两只粽子，这是迄

今所见的华夏最早的粽子实物。粽子系在放置

于死者右手的桃枝一端，外皮为粽叶，萱麻捆

扎，长６厘米，宽３厘米，现存江西省博物馆。

粽子可算是中国历史上迄今为止文化积淀

最深厚的传统食品之一 ,它浑身充满“中国元

素”。中华民族历来讲究勤俭，尤其是对粮食。

端午正值江南的黄梅季节，粮食等农产品难以

保存，容易发霉变质，于是，人们把糯米杂粮

等用植物宽叶包裹，放到开水中多次高温煮透，

反复杀菌消毒，得以较长时间保存。之所以用苇

叶、荷叶、菰叶包粽子，一是取材方便，这些

叶子在农村河边容易采集，二来这些植物叶子

香气清新，煮熟后更是清香扑鼻，形式与内容

相得益彰，正好符合中国人崇尚绿色的标准。

粽子流传至今，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不管

家境贫富，都做得起吃得起。富家可以包火

腿粽子、肉粽子、八宝粽子等，一般家庭可包

红枣粽子、蛋黄粽子等，再贫寒的人家也可以

包白米粽子、杂粮粽子等，无论什么口味，大

家都一样乐在吃粽中。

万水千山“粽”是情。面对从岁月深处走

来的、各式各样品种繁多的粽子，你会做出怎

样的选择？比如嘉兴五芳斋的鲜肉粽，吃到嘴

里芬芳和润、酥烂嫩鲜、肥糯不腻，每次吃

过总给我太多的思念；北京的果脯粽子，尤

其是大黄米果脯粽，黏韧而清香，甜而不腻，

有种和糯米粽不一样的风味；广东的什锦粽

小巧玲珑，外形别致，状如锥子，以鸡肉丁、

鸭肉丁、叉烧肉、冬菇、绿豆等调配为馅，清

香鲜美，风味独特，一次吃四五个才叫过瘾。

这几年，粽子传到了国外，用芭蕉叶包裹

的越南咸粽，馅里有瘦猪肉、虾米、红豆和

咸蛋黄；菲律宾粽子呈长条形，风味与咱们江

浙一带的粽子相似；泰国人包的粽子个头小

如鸡蛋；委内瑞拉的粽子则以玉米面为主料；

新加坡人喜欢吃花汁粽子；日本的粽子酷似

钟形；粽子如今在非洲地区也很受欢迎，只

是听说这分量要比我们的大上很多倍……大

千世界，无奇不有，有机会不妨去看看，顺

便也饱饱口福。

汨罗江上的记忆

五月花竞巧
街头粽争新

文 / 何田昌
 “五月五，龙船下水打烂鼓。”端午节将至，因疫

情原因暂停两年的龙舟赛，重新在故乡道县开启，朋友

圈关于划龙船的消息，几乎刷屏。

与划龙船一样，作为端午节标配的，还有包粽子吃

粽子的习俗。现今的年轻人 , 或许多有不解：包粽子吃

粽子多简单的事，为什么一定要挨到端午节呢？这代人

生活优渥，自然无法理解他们长辈当年生活拮据的苦涩。

长辈们想方设法，拿自己种的粮食变换各种花样，来充

盈节日的喜庆氛围，或者让一家人特别是小孩子解解馋。

在故乡，对端午节包粽子是非常在意，也很有讲究的。

每年，在盘算自家的几亩田土种什么时，父母注定

会预留出一块旱涝无忧的稻田出来播种糯谷。不然，到

了每年端午节，别人家的孩子尽享粽子的浓香，而自己

家没有，不仅自己的孩子会哭，也许这家孩子的母亲和

奶奶会比孩子哭得更伤心。要想包出来的粽子色泽好、

味道香、口感好，单有优质的糯米还不行，还得用上好

的草灰浸泡糯米，还得有红菜豆和少许纯正的生茶油掺

和着包进粽子里，还得有无虫孔、不老不嫩的早早晒干

备好的竹叶。用糯米包好的粽子，必须要小火慢火掌握

着火候，用大铁锅熬制一整夜，熟透了才能吃呀。所以，

用来烧火的干柴得要事先准备一大堆。

这些话，今天说出口来，不少人也许会笑。而在我

的故乡，真正意义的山，上面长的多半是茅草丛，没有

几棵树。平时用作烧火做饭的、比茅草好不到哪里

去的柴火，是农活之余到别处砍回来的。我记忆之

中，每年队上分给各家各户的几棵松树，以及春天

涨洪水时从上游冲下来、漂浮在村前潇水河河面上

的树枝树蔸，被父兄们打捞回来，锯断劈开码堆晾

干后，都会被整整齐齐地放到伙房楼上熏着，以备熬

粽子用。家里大人对端午节包粽子的重视，可见一斑。

我家里，奶奶是一家之主。她一生吃过太多太多的

苦，守寡养大父亲和两个姑姑，受到敬重自是当然。童

年时候，我们得到奶奶的关爱也是历历在目。奶奶的善

良、贤惠和能干，在故乡也是出了名的。尽管家里不富裕，

甚至是捉襟见肘般困难，但是，奶奶每年包的粽子，除

送一些给姑姑等亲戚，还会分送一些给邻居和村里其他

长辈。她的能干和善良，不仅令我们即便在艰苦年代依

然没有缺少幸福和快乐，还让我们自幼受到感染，懂得

将快乐和幸福与人分享。

我从故乡到双牌工作三十年有余。其间，父母相继

去世，而奶奶过世时，我调离家乡仅仅半年左右。这些年，

涂鸦的陋章拙句里，爷爷和父母都有提及，唯独不曾提

到奶奶。也并非我对奶奶没感情，恰恰相反，我对奶

奶的感情之深，堪以言最。当年，她矮小的身躯、瘦弱

的肩膀，背着我在病房的过道和县医院的院子里，不知

转了多少圈。外出参加工作和结婚生子后，我带着襁褓

中的女儿回老家时，她抱着女儿从村前到村后，也不知

转了多少圈。多年来，我一直想写几行文字祭奠她，却总

是不知从哪着笔。

今又端阳，写下这些关于包粽子习俗的文字，自然

而然勾起自己对已逝去三十二年的奶奶深情的怀念。当

年，奶奶亲手包的糯粽，清香犹在口鼻，总是令人难以

忘怀。

端午又念糯粽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