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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端午至，又是一年粽飘香。端午节既有粽子味道的香甜，更有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味道的精美绝伦。包括端午节在内的传统节日，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构成，具有重

要的文化传承价值。各地通过各种生动、具体的方式，深入挖掘和广泛宣传端午所蕴含的历

史渊源和文化意义，让人们在品尝端午美食的同时，积极参与各类传统民俗活动，感受端午

文化的符号价值和时代意蕴。本期，让我们一起品味端午“味道”。

端午时节，渌水河畔，战鼓擂响，彩旗
飘扬，壮观的赛龙舟如期而至。

我的家乡在江西萍乡市湘东区，位处湘
赣边陲，一条蜿蜒的渌水河穿城而过。每年赛
龙舟的时候，我一吃完早饭便直奔渌水河。远
远望去，只见渌水河两岸密密麻麻挤满了人，
河滩成了涌动的人的河流。每个人都翘首向
河中张望，等着赛龙舟那激动人心的时刻。而
瘦长的五彩斑斓的龙舟则早已入了水，如一
匹匹骁勇善战的战马一样静候出征。

盛夏的阳光直照渌水，把整个场面衬托
得越加壮观。大家都想着占个好位置，寻找
最佳的视角点。有的用草帽垫着屁股坐在河
两岸的树底下，眼睛却死死地盯着河里的龙
舟；有些小孩坐在大人的肩头上，吹着竹哨
子；还有胆大的小孩爬到歪脖子柳树上，一
个劲儿地欢声呐喊。“老王，加油！”“老陈，必
胜！”……两岸乡亲使劲地喊着自己熟悉的
桨手的名字。桨手们听到呼喊声，挺直了腰
板对着两岸发出一声声的吼叫。

也不知是什么时候，只听一声哨响，爆
竹、锣鼓齐鸣，龙舟们似离弦的箭，直向着
远方奔去。昂起的龙头威武无比，翘起的龙
尾直指蓝天。每艘龙舟上，都整齐地坐着两
排桨手，划着一式的短桨。船头还有一个站

着的人，身子一颠一颠地使劲击鼓、敲锣。
随着咚咚锵、咚咚锵的锣鼓声，短桨整齐急
促地一起一落，激起了一团团雪白的浪花。
渌水也被激荡起来了，白色的浪花在船后
铺成一条白练，在半空中旋舞着，两岸的呼
声也是一浪比一浪高。龙舟就在这浪花和
欢呼声中有节奏地起伏着、前进着……

此时，龙舟、桨手、渌水已融为一体了，只
感觉舟在水中飞，人在舟上飘。等到鼓停了，
船歇了，渌水又恢复了以往的平静。然而，乡
亲们那种热闹、兴奋的劲儿却久久难消。

在湘东，还有另一种龙舟，家乡人称之
为“划旱龙舟”。

端午节时，故乡的人们扮成划船游街
的样子，边走边喊号子，随着鼓点奋力开
桨，桨手们还会唱和着优美的山歌。这划旱
龙舟看似轻松，其实很不容易。单单是它的
制作过程，就足够令人叹为观止。旱龙舟的
龙头由竹片织成，长约0.8米，龙头中间垂
直安有长约1米的木棍，由一个壮汉持举，
龙头后的船体是由6根大拇指粗的麻绳围
成龙船状，牵引着向前，船体上系着22根
桡子（船桨），船身后部及桡子均用红绸布
包裹。船体中间有两个抬鼓的，一个打鼓
的，鼓后面有一个敲锣的，龙船尾部还有个

掌舵的。
随着一声炮响，大锣先起，鼓乐顿时如

浩荡渌水大有一泻千里之势，旱龙舟巡街
表演就算是正式开始了。走在最前面的是
一个由青年男子化装成的媒婆，他负责开
路，弓腰直背；接着是十多名踩高跷手个个
小丑装扮，手持蒲扇，故意扭扭歪歪，表情
夸张。跟在他们身后的，才是划旱龙舟队
伍，由六个拉船的纤夫在前面拉着，后面二
十二个桨手有节奏地挥动着桡子，双脚站
在中间空着的旱龙舟中央，手划脚移，伴随
着“赢船啊，呜呼……”的号子，龙舟似破浪
前行。到达预定地点后，桨手及纤夫将船体
散开，围成表演场地，这时故乡那富有浓郁
地方色彩的文艺节目，便一一登场亮相。

如今，不管是水龙舟，还是旱龙舟，在故
乡已成为一种时尚，每年端午组织的龙舟活
动都吸引着无数的游客前往，也勾引着身在
远方的我浓浓的乡愁情结。远走他乡的我，
虽然再难有时间回去看一看家乡龙舟盛景，
但每每想起，仿佛仍能感觉到自己就在渌水
河岸，看着密集的游弋的龙舟向着远方驶
去，河岸另一头的龙舟调悠扬飘来，“妹娃要
过河哇，哪个来推我嘛？”……

此时，整个渌水河仿佛都在聆听。

在我们四川老家，端午节是要吼山
歌的。

看不上花船，划不上龙舟，但端午节吼
山歌，是一个颇有趣味的兴奋点，让人十分
期待。

端午节上午，家家户户粽子飘香，杀鸡
宰鸭，腊肉抓紧吃，咸鸭蛋腌出了油……菜
地里绿的紫的红的菜一起被搬上桌，一大
家子人围坐一桌，斟上雄黄酒，就着挂在门
框上浓郁的菖蒲、艾草的香气，在谈笑声中
吃喝起来。

到了下午，街道上的人渐渐多了起来。
不管赶不赶场，街上都会涌出很多人，上午
为采购，吃过午饭后，街道上的人便是来听
山歌的。而等待，是那么漫长，又是那么
煎熬。

在乡政府门口，有一个光滑的平台，平
台上砌有一个花园，平台通往街市的是一
个斜斜的陡坡，街道上一排高大浓密的梧
桐树把乡政府门口与斜坡拢进了清清凉凉

的绿荫里。哟……嗨……嗬……应该是下
午两点钟左右，突兀的一声吼，拖着长长的
调子，由高及低，再蜿蜒而上，声音洪亮、坚
定、有力！声音击打着街上的人群，人们似
乎愣怔了一下，忽而齐刷刷转身，朝乡政府
门口走去。

正站在乡政府门口平台上吼山歌的那
两个人，高矮胖瘦相差无几，白衬衣、黑长
裤，褐色的塑料凉鞋，是表演时穿的“正
装”呢。

呀儿哟嚯嘿，呀儿哟嚯嘿……再一声
山歌吼出，流动的人群一下子安静下来，所
有的人都仰着头盯着平台上的两个人，仿
佛山歌不是吼出来的，而是看出来的。

平台上的两个人，表情丰富，一唱一
和。调子，时急，时缓。急时，音律铿锵，如人
勇搏激流。这种声音充斥着我的耳膜，仿佛
把我带入了久远的原始社会，使我疑心台
上这两个人是上古的野人。缓时，音律舒
展，让人如置身于茫茫绿野，立马又让人希

望无边……这吼出来的山歌，高亢、嘹亮、
激昂、奔放的唱腔，酣畅淋漓，激情满怀，一
声入耳，奔驰于旷野，回荡于心田，余音三
日不绝。

入迷的听众，眼睛仍盯着平台上那两
个吼山歌的人，嘴巴竟也跟着一张一合，神
情专注。老人嘴角含笑，孩童停止了哭闹，
年轻人被这种原始而天然的嗓音所倾倒，
脸上尽现钦佩神色。

多年后，我才知道家乡端午吼的山歌
是古蜀民俗文化发展传承下来的，具有江
南小调的美，更有原始雄性的美，是我听到
过的最好听的歌儿了。一曲罢，一首起，淳
朴自然、热情奔放的歌声唤醒了人们劳动
的力量，点燃了生活的激情与希望。歌声穿
入乡村的云层，四散在四川的土地上，仿佛
埋下了一枚枚好善而又勤劳的种子，见证
四川人虽苦犹甜且生生不息。

端午节里的山歌声，就这样，让远离故
土之人，有了刻骨铭心的念想。

端午时节，从故乡青茵茵的秧田里，又
传来鱼儿欢快的泼剌声，撩得人心痒痒。此
鱼，在稻田长大，有一个好听的名字——稻
花鱼！

它们主要以虫卵、草、微生物、稻花为
食，虽然生长缓慢，但肉质细嫩，无土腥味，
味道鲜美，而且对稻子生长有益无害。

捉鱼的最佳时分，当属雨霁天晴。此时，
稻田里氧离子丰沛，到处露珠闪闪，空气十
分清新，鱼儿最为兴奋，泼剌声此起彼伏。

特别是鲤鱼，最调皮，也最可爱。它们宛
如水中美玉，尾鳍金红，腹鳍橙黄，流线型的
躯干，漂亮极了。清晨或黄昏，它们张着肥圆
的小嘴，吞食落花、虫子、露水，调皮地吐着
泡泡，发出好听的唼喋声，非常引人注目。

人们经不住诱惑，挽起裤腿，赤了脚，
踩着软滑滑的乌泥，拨开湿漉漉的青秧，朝
泼剌声轻手轻脚蹚去。当发现鱼儿，将双掌
合成喇叭状，瞅准了，朝着水里的那团影子
罩去——像跳水运动员一瞬间扎入水中一

样，要快要准，要用巧劲，入水前轻如秋叶，
入水后纵深推进，绝不可搅起太大的水花。

在将鱼的背脊稳稳实实盖牢后，双掌
瞬息朝鱼身底部合拢，用力握住，以防溜
掉。此时的鱼儿，嘴巴一翕一张，仿佛在求
饶，黏滑的身体，绷得像一张弓，在你的手
心拼命地挣扎着。咚——，抛入桶里，大功
告成，循着鱼儿的泼剌声，再捉……

端午前后，家家户户捉鱼忙。天色烟
青，风吹稻浪如绿绸在抖。到处是捉鱼的
人，在稻花鱼的泼剌声里，欢声笑语在荡
漾，尖叫声此起彼伏。一个个开心极了，惊
得一只只白鹭翩翩飞起，惹得一朵朵路过
的流云不愿离去。

将稻花鱼捉回家后，一般不会立即食
用。院中有一口荷花缸。缸里所贮的，是承接
的雨水，清比山泉。将鱼儿放入水里，调养几
天，用它们熬鱼汤、做鱼干再好不过了。

将油锅烧至冒烟，把收拾干净的稻花
鱼、连同老姜一起倒入，煎至两面金黄，然

后淋上陈年老醋，最后添入清水煮。当汤煮
至乳白色时，加入葱花、料酒、白胡椒，香气
弥漫了一屋子，尝上一口，真鲜，从汤里，能
品到淡淡的稻花清香。

还可以制作稻花鱼干。将鱼儿入坛腌
制后，用细米糠加细米在铁锅中熏烤，然后
用硬木炭火烘焙，越烘越干，越焙越香，色
泽金黄，轻似刨花。脆脆地咬一口，酥香可
口，很有嚼头，食之难忘，成了远方游子梦
寐以求的美味。

眼下，端午节将至。《晋书·张翰传》云：
“翰因见秋风起，乃思吴中菰菜、莼羹、鲈鱼
脍……”而我因端午佳节，思稻花鱼。多想，
快快回到故乡，光着脚丫，沉浮在青青稻
浪，染一身泥香，再美美地享受一番捉鱼的
乐趣呀！

当踏着夕照归来，我将温一壶老酒，在
晚风里一点点寻找逝去的光阴，然后，在深
深浅浅的稻花鱼的泼剌声里，缓释乡愁，安
然入梦……

端午：
两种草本植物

杨协亮

菖蒲

菖蒲，生于溪地、沼泽、池塘
或水田边

出生于泥水，但出落得兰心蕙质
这种被刻上端午记号的草本植物，

韧性惊人
悬于门，可作为辟邪之物
泡于水，常饮可去除疾患

在五月，蒲剑出鞘
如虹的剑气，划开了历史的迷雾

在五月，路过人间的菖蒲
以乡土的香，安静地守护

苍茫的大地和家园

艾草

轻挂门楣，斜插窗棂
轻轻弥散的芬芳

犹如慢慢地讲述一个
香草美人的故事

叶子青翠，脉络分明
从不曾被树木杂草遮蔽
避邪驱瘟纳福的修为

来自于家国之水的浇灌

五月初五，阳光很好
与艾草为伴

以一种植物的方式
去纪念和缅怀一个人

在我们老家，想吃粽子只能去超市里买，
因为我们本地不生产制作粽子的粽叶和糯米。
我们过端午节会吃一种香甜可口的软米粥。软
米粥有两种，一种是软米红粥，腊八的时候吃；
一种是软米白粥，端午节吃。软米是黄黍子碾
造而成，米粒浅黄色，比大米略大，除了做粥
外，还可以炸油糕，蒸馒头。不管哪种吃法，都
十分美味。

端午节一周前，就要把软米拣干净，用凉
水浸泡，浸泡到发酸即可。到端午节早晨，母亲
们会起个大早，把泡好的软米清洗两次，倒入
锅中，加足水，再加入早已准备好的红枣、葡萄
干等食材。加热的同时，要不断搅动软米，否则
会巴到锅底。随着水的减少，粥香逐渐加浓。挖
艾草回家的孩子们闻到香味，都跑过来围着锅
台流口水。母亲不忍孩子的馋相，用筷子挑一
点送入孩子口中，并说：“再等等，熟透了吃起
来才香。”

软米粥终于端上了桌，母亲把软米粥盛到
孩子们举得高高的碗里，撒点白糖。孩子们迫
不及待地尝一口，酸酸甜甜，唇齿留香。

做软米粥需要细心和耐心。母亲拣米时，
要把软米倒在一个大盆子的一侧，然后用大拇
指和食指一点一点地拨拉软米，在拨拉到空出
来的这一侧的同时，碾米时带入的一些小碎石
等杂质就暴露无遗。拣米工程虽然不大，但是
耗费时间和精力，母亲总是一个姿势保持一上
午或一下午。拣完后，腰已僵直，要躺一会儿才
能恢复正常。做粥时，母亲要守在锅边不断搅
动，蒸汽扑在脸上，加上天气本来就热，人像在
蒸笼里。但是，想到孩子们吃粥时的幸福模样，
所有的苦和累都不值一提。

又逢一年一度的端午节，母亲打电话说早
点回来吃软米粥。我们刚刚进村，浓浓的米香
便扑鼻而来。炊烟告诉我，母亲们正在做着香
甜可口的软米粥。远在异乡的游子是否收到了
风带来的口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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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乡的龙舟
赖咸院

端午吼山歌
程中学

稻田捉鱼去
刘峰

端午粥飘香
李芙蓉

脚步
彭胜发

端午

脚步轻盈，款款而来的节日，
是端午，那个充满香气的日子。

犹如一只彩色的蝴蝶，
从远古的岁月中飞来，

落在我们的心间，
撒下爱与思念的种子。

赛龙舟，锣鼓喧天，
划破宁静的湖面，
犹如激昂的鼓点，

敲击着人们的心弦。

粽子飘香，糯米软糯，
是家的味道，是故乡的温暖。

犹如怀旧的画卷，
将我们的思绪拉回从前。

门插艾草，香气弥漫，
驱蚊防疫，寓意深长。

犹如生命的绿色，
带来健康和平安。

那个充满热情和活力的节日，
犹如一曲优美的旋律，
在我们的心中回荡，

让我们共同迎接端午节的到来。

夏至

夏至的脚步，如轻盈的舞者
翩然而至，带着炽热的热情

阳光热烈，如诗人笔下的火焰
白天拉长，像一幅无尽的画卷

夏至的脚步，如寂静的潮汐
在夜幕降临之际，悄悄退去
星空闪烁，像洒落的珍珠

为这炎炎夏日，带来一丝清凉

夏至的脚步，如琴弦上的音符
跳跃着，演奏出欢快的旋律
绿叶摇曳，像风中的诗篇

为这美好的时光，添上一抹色彩

夏至的脚步，短暂而美丽
如同青春的瞬间，让人珍惜

让我们在每一个夏至的日子里
感受大自然的热情与温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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