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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
的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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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
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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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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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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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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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

又
是
一
年
粽
香
时
。
在
感
受
节
日
魅
力
的
同
时
，
我
们
更
要
读
懂
传
统
节
日
文
化

的
思
想
要
义
，
取
其
精
华
，
传
承
发
扬
，
为
实
现
中
华
民
族
伟
大
复
兴
而
努
力
奋
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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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有风时，水才会泛起波浪

当民俗填满节日的缝隙

锣鼓声中便飘满了岁月的粽香

浪花与栀子花

一起开放

每一朵野蔷薇

都开在梦的高处

打开汨罗江的窗

我与一枝山花对视

婉转的渡歌

在艄公的唤声中悠扬

我走在屈原流放的路上

心里落满秭归的雨

此时天高云淡

天地间涌动着起伏的麦浪

一尊青铜器刻满《九歌》的乐章

那块石头是否已被江水浸碎

那段伤痛是否已被风雨吹散

人们不懈地打捞那个战国的月亮

今夜，我穿过《离骚》走进端午

思绪随风掀开帘栊

魂兮归来，这是我走不远的故乡

穿越两千多年的时光

你的手中握着那把熠熠的宝剑

消瘦的身影

吟唱着忧国忧民的诗歌

风萧萧兮

你摇首叹息

是为国、为民，也是为自己

历尽沧桑而伤感

汨罗江水漫过你的躯干

你唱响的，是不屈

你渴望的，是国泰民安

昨夜 残月当楼

我又看见你

风掀起你长衫的衣角

江水滔滔中

你是一支苇

一座丰碑

水乡嘉鱼，河道如蛛网般纵横交错。

乡亲们早已习惯了“开门见河，举步登舟”

的生活。每年端午之时，这里的人们会在

河湖中举行一场场大大小小的龙舟赛，因

此，在嘉鱼端午又被称为“龙舟节”。

端午那天，嘉鱼的家家户户房门上艾

草作旗、菖蒲为剑，端阳粑、咸鸭蛋以及粽

子的香味弥漫在大街小巷。人们吃过早餐

便急急地来到三湖连江边看龙舟赛。三湖

连江是一个人工水库，水面宽阔，水清景

美，是理想的龙舟赛场。绵延十几公里的

水岸上，人影攒动，彩旗飘飘，大家都踮着

脚尖伸着脖子，焦急地等待开赛。

离岸一二十米处的水面上，红色的

旗子隔开了六条赛道，六条龙舟在起点

一字排开，船首的龙头雕刻得栩栩如生，

龙嘴仿佛在仰天长啸。每一条龙舟的船

头都插有队旗，还卧有一只鄂南独有的

盆鼓，那是每支龙舟队的灵魂。服饰统一

的桡手整齐地坐着船上，他们的头与腰

缠着红布，炯炯如炬的目光里写满了夺

冠的决心。

“砰——”一声发令枪响，龙舟赛开

始了！

听，“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那鼓

点如骤雨一般密集，又似旋风一样迅疾。

鼓手挥舞双臂用鼓槌敲打牛皮鼓面，将力

量和豪情化作激越雄浑的鼓声。盆鼓粗犷

的鼓点如春雷一般在湖面滚动，在岸上滚

动，在观众的心房滚动。湖面变成了牛皮

鼓面，堤坝变成了牛皮鼓面，人们的心房

也变成了牛皮鼓面，天地之间回荡着“咚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看，每一条龙舟上的桡手都随着鼓点

的节奏整齐地一俯一仰，他们铆足了劲儿

挥动木桨，龙舟像野马一般在碧绿的河面

上飞驰。霎时间，水浪翻飞，一波才动，万

波相随，浪花欢闹着、狂奔着，与龙舟一起

冲向终点。岸上的人们情不自禁地挥舞着

双手，呐喊着、奔跑着，为龙舟健儿们加油

鼓劲。

锣鼓喧天，队旗猎猎，掌声雷动，吆喝

震天，水中龙疾飞，坝上彩衣飘，三湖连江

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

赛龙舟，舟楫入水，浪花溅起的是家

国情怀；千帆竞渡，鼓点传送的是拼搏精

神；人舟竞跑，矫健身姿书写着万众一心。

龙舟精神，生生不息，代代相传，是水乡儿

女拼搏进取的钢铁脊梁！

急性子的阳光，顺着天空越爬越高，

不仅烤黄了麦田，也将母亲忙碌的身影缩

成了一个点。虽然终日都是忙出忙进的，

但在每一年的端午到来之前，母亲总忘不

了制作端午索。针线盒里挤挤挨挨，戴着

老花镜的母亲却总能一眼就挑出红、黄、

蓝、白、黑五种丝线。那一根根在太阳底下

闪着光的丝线，如一根根针芒，耀得母亲

将眼睛眯成了一条缝，但这并不影响她手

上做着的活计。五根丝线在母亲的搓动下

交织着向前滚动，很快便拧成了股，形成

了一条五彩斑斓的端午索。穿针走线，艾

草入包，针针脚脚，密密相缝，只用半天工

夫，一个个小巧玲珑的桃形荷包便做成

了；五尺红布，前裁后剪，绣上一朵花，缝

上蝎子、蜈蚣、蛇、蟾蜍、壁虎的纹样，一条

裹肚便成形了。

端午那天早上，母亲将端午索、荷包

轻轻地系在还在睡梦中的孙辈们的手腕、

脚踝与脖子上。孩子们醒来后，看到身上

出现的物件，一脸惊喜的表情，爱不释手

地摸摸这个，又摸摸那个，不停地嗅着荷

包里的香味。此时，母亲的笑容如夏日的

阳光一样灿烂。

民谚说：“清明插柳，端午插艾”。端

午时节，山涧河畔，艾草修长，人们将之

请进家门。民间相传，农历五月五日，五

毒(蝎子、蜈蚣、蛇、蟾蜍、壁虎)并出，所

以人们采来艾草退蛇虫。记的小时候，每

到端午母亲都会打回许多艾草。那些跟

着母亲打湿的鞋脚一同回家的艾草，一

部分挂在了门上，一部分变成了艾水。正

午的阳光下，飘着艾香的澡盆里，母亲精

心地给我们洗澡……这是在我记忆中定

格的一幅画面。

多年后，我在宗懔的《荆楚岁时记》

中读到：“鸡未鸣时，采艾似人形者，揽而

取之，收以灸病，甚验。是日采艾为人形，

悬于户上，可禳毒气。”李时珍在《本草纲

目》中记载：“艾可灸百病，刹虫。艾叶气

芳香，能通九窍，灸疾病。”如今，家中用

艾水给孩子们洗澡的事情都换成了妻子

来做，看着孩子在澡盆里和妻子嬉闹的

情景，我只有羡慕，有时还会有点小小的

嫉妒。在那一片嬉闹声中，艾香飘出院

子，注满村庄。

腾出手的母亲，并没有闲下来，她又

开始张罗着包粽子。井水淘洗的糯米，又

大又红的黄河枣，开水煮软的苇叶，在母

亲的手中，三下五除二地变成了一个个四

角尖尖、立体饱满的粽子。在母亲的带领

下，家里的女人齐上阵，不一会儿，不同模

样的粽子便挤满了竹筐。随着钻入鼻中的

香气，粽子出锅了，苇叶的清香、枣的甜

蜜，都渗进了米中，让人吃得口水直流。

“粽子香，香厨房。艾叶香，香满堂。”每年

在端午这一天，家中分散在各地的兄弟姊

妹都要聚到母亲身旁，大家一起包粽子，

做臊子面，吃鸡蛋、油糕，其乐融融。

端午，正是一年中庄稼长得最快、生

命力最旺盛的季节，玉米拔节绽叶，豆

子扯开了嫩长的藤，棉花抽枝，红薯扯

蔓……一切都可着劲儿地生长。在这个传

统的节日里，人们用勤劳的双手，许下对

幸福日子的美好期盼。

我是一名文字工作者，习惯于在夜幕

降临、四下宁静的时候，坐在书桌前构思

写作。写作是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的，只

有静下心来，才能使自己不受周围环境的

影响，从而写出好的作品。

可是，自从搬到新家居住后，我的心

却怎么也安静不下来了。

新家在四楼，五楼住着一位老大娘。

老大娘的儿子与儿媳从农村进城工作后，

经过奋斗打拼买了套房，便把母亲接来同

住。城里不同于乡下，所以老大娘与整栋

楼的住户都不熟悉，儿子与儿媳又常年在

外工作，她实在无聊，便天天在自家的客

厅里扭秧歌。晚饭后的那段时间，是老大

娘扭秧歌的高峰时段，也许她十分想念家

乡，所以经常边扭边唱。楼房的隔音不太

好，秧歌声一起，我写作的心情便受到了

严重的影响。

然而，更令我不能容忍的，是住我楼

下的邻居。楼下住着一位老大爷，同样也

是儿子与儿媳将他接到城里来住。老大

爷有些耳聋，喜欢看电视，他看电视的时

候，经常将音量调得很大。有的时候，我

在写稿件时刚刚找到了方向，正打算一

气呵成写完，便被楼下传来的嘈杂电视

声打断了思路。

楼上扭秧歌唱唱跳跳，楼下电视声音

震耳，搅得我不得安宁。后来，我终于无法

容忍了，便上门对邻居们说了我的难处。

楼上的老大娘还好，没有说什么，可是楼

下的老大爷却是火气冲天，他说：“我在自

己家的房间里看电视，碍到你什么事了？”

我无言以对。

自此，楼上的邻居有所收敛，可是楼

下的邻居似乎在与我怄气，越到晚上，电

视的声音越大，我苦不堪言。

快到端午时，母亲从乡下来了，还带

来了不少粽子。唠家常的时候，我对母亲

说出了自己的烦恼，母亲说：“远亲不如近

邻，都是楼上楼下住着的邻居，平日里低

头不见抬头见的，不要和人家弄得很僵，

更不能没有了邻里情啊！”

听说楼下与楼上的老人也都是从农

村过来的，母亲就将给我带来的粽子分出

一大半来，要送给他们。我起初说什么也

不同意，觉得闹成这样了干嘛还主动去讨

好人家，母亲却语重心长地说：“你们住楼

房后，把邻里亲情都住没了，还不如在乡

下呢，不管谁家有个事儿，大家都会积极

帮助。”母亲的话令我茅塞顿开，于是，我

与母亲一起去给楼上楼下的邻居送粽子。

老大娘和老大爷都很高兴，因为他们已有

很长时间没有吃到过自家手工包的粽子

了，不仅邀请我们进家做客，之后还时常

与母亲相互走动。后来，母亲回老家的那

天，他们都送出母亲很远才回来。

自此后，楼上与楼下安静了下来，楼

上没有了踩踏地板的脚步声，楼下也没有

了高音量的电视声。

夜晚安静了，我进行文字创作便也顺

利了不少，之后，一些作品还陆续获了奖。

我之所以能够取得这些成绩，归根到底，

要感谢母亲传训的家风。母亲每次进城看

我时，都会嘱咐我说：“邻里之间，不要漠

然无情，大家要相互帮助才对。邻里关系

好了，大家住在一起心里多舒心啊！”母亲

用言传身教让我明白了邻里和睦的意义，

这是家风，更是美德。

端午节，一个历经了悠久岁月的节

日，行走在中华文明的历史大道上，以慷

慨激昂的民族情感，丰盈了炎黄子孙的文

化高度，充实了华夏儿女的精神厚度。

端午是一个难解的情结。划龙舟，采

艾蒿，包粽子，佩香囊……这些从时光沙

漏中传承下来的古风民俗，每逢端午就触

动了中国人心底最柔软的那根弦，思念与

祈祷弥漫心田，期盼与祝福风靡神州。这

种经久不衰的传承，这份无法割舍的情

愫，烙下了“彩线轻缠红玉臂，小符斜挂绿

云鬟”的民俗风情，彰显出“画鼓喧雷，红

旗闪电，夺罢锦标方彻”的竞渡精神，寄托

了“国亡身殒今何有，只留离骚在世间”的

缅怀哀思，而更多的，是蕴含了“天下兴

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和人们对美好

生活的热爱与向往。

端午是一份古老的记忆。无论是平凡

的艾蒿还是普通的菖蒲，平时都以默默无

闻的姿态生长于村野乡间，却在端午这一

天被赋予了特殊的使命，人们用庄严、虔

诚的姿势，把它们挂在门首、悬于堂中、夹

于耳侧、插在辫梢，它们如一把把锋利的

长剑，守护着一家人的安康。

端午是一种美好的祝福。香囊是祝福

的载体，荷包是友谊的见证。一枚香囊，凝

结一份美好的情，把关爱与祝福送给亲

人；一个荷包，代表一颗忠贞的心，把友谊

与吉祥赠给好友。作为民间艺术的瑰宝，

香囊与荷包是代表端午的具象符号，一针

一线都绣进了美好的祝愿，一花一草都许

下了美好的情思，一山一水都蕴含了美好

的期许。

端午是一种恒久的回望。一条龙舟承

载了端午的传奇，竞渡的号子传递着昂扬

的斗志，中华儿女自强不息、勇往直前的

火热情怀在鼓点的回荡中表现得淋漓尽

致；一枚香包散发出民俗的韵味，把神话

传说、历史典故、图腾信仰、时代生活都演

绎得活灵活现，浓缩了中国传统民俗文化

的博大精深；一个粽子让动人的故事飘

香，传唱成历久弥新的诗章。

端午是一部恢弘的史诗。悠悠端午

节，文脉流古今。一组《九歌》充满浪漫的

气息，一部《离骚》打开幻想的翅膀，一句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让

人激荡心神，震撼灵魂。人们不得不感慨，

一个高洁的灵魂，一个不朽的生命，用高

尚的人格节操和执著的家国情怀，凝结成

牢不可破的民族精神，永远镌刻在中华民

族的史册。锣鼓的铿锵，粽叶的清香，荷包

的芬芳，在端午交融交汇成一首荡气回肠

的艺术绝唱，使锦绣中华的璀璨诗篇源远

流长。

端午是一个传统节日，也是一种文化

符号，更是一种生活方式。今天，这一传统

节日早已深深地渗入每一个中国人的骨

血，孕育成一种无法泯灭的精神，博大精

深，源远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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