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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香时节话端午
■■孙虎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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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
洁

过节，无不与习俗和吃食挂起钩来，体
现传统和古老文化的源远流长。端午节亦
然。

记忆中的端午节，是孩子们十分盼望
的。首先要染五色线，搓成线索给儿童戴
在脖颈、手腕和脚胫上。那个年代，家家
户户有缝衣的棉线，白色、蓝色和黑色是
最常见的。红色也容易得到，取一块过年
写对联剩下的红纸撕碎，浸泡在碗底，连
同白棉线混合在一起，反复搓揉就染成红
线。村后一段土崖上，生长着一种植物，
老乡叫它“婆婆奶根子”，端午期间正开出
紫色的花朵，特别好找。它的根胖胖的，
有筷子甚至小指那么粗，米黄色。挖一段
捣碎，即可把白棉线染得金黄金黄。经过
这样的琐细与虔诚，五色线索很快就戴在
小伙伴们的颈腕上。只记得长辈们说：戴
上五色线可以祛瘟除邪。对此我倒没有
多少体会，只记得那时的儿童身上基本没
什么装饰，端午节戴上这样的线索，特别
神气。

家乡还有一种叫“苦豆”的野生草本植
物，采挖其根，与少许茎叶捣成稠糊状，捏
成桃形、锁形、蝴蝶形，用缝衣针穿几个孔
眼后晾干，很瓷实，呈浅绿色，有一种特殊
的香味，人们叫它“苦豆片片”。苦豆片片
配上五色线穗子，也是端午节极其讲究的
佩挂。

趁端午节太阳还没露头的清早，到山
坡上拔回生长旺盛且散发着浓郁芳香的艾
蒿草，经开水浸泡后洗头洗澡，传说可以避
免一夏天蚊虫的叮咬——这固然有些夸
张，但艾草驱蚊是人所共知的。把艾草晾
奄，拧成艾草绳，夏末秋初蚊子、白刺肆虐
的夜晚煨一截，发出幽幽香味。不知是袅
袅的艾烟把蚊子熏晕中毒了，还是把蚊嘴
熏肿了，反正不再叮人。

清水河人过端午的主打食品是凉糕和
包子。当地出产的黄米远近闻名，特别筋
道。有的人家还嫌不够，要在黄米里加入
一些南方的江米，用温水浸泡发酵两三天，
等冒开汽泡，嗅见微微的酸味，然后淘洗净

下到开水锅里，用柴火煮至半熟，再放入蜜
枣、玫瑰、葡萄干之类的配料，边煮边勤铲
锅底，以防糊锅。煮好趁热摊在高粱杆缝
成的箅子上，通常摊三层，夹红糖汁，只瞅
一眼成色就特别诱人。端午时节天气已很
炎热，用筷子挑一块凉糕，糕里的融胶拉出
长长的细丝，那是好糕的象征。送入口中，
黏软滑爽，唇齿留香。

包子好吃的关键是馅。取上一块红白
相间的腌猪肉切碎，上锅煸出油来，和上土
豆丁、豆腐丁翻炒。端午正是当地韭菜和
大葱出圃的时候，味道特别新鲜。切适量
的韭菜末和葱末倒入同馅混炒，可谓有新
有旧、有肉有菜、有白有绿。发酵一盆上等
的面粉，碱兑到适当程度，包成拳头大小的
包子。厨艺好的主妇捏包子时，用拇指和
食指边揪边捏，扭出细密的皱褶。蒸熟后
的包子玲珑秀气，像一件件工艺品。这样
的包子色香味俱佳，尤其是包子馅腌猪肉
微微的咸味——那是故乡的味道，农家的
味道，妈妈的味道。

在清水河县
黄河岸边有句老
话 ：“ 先 有 柳 青
河 ，后 有 清 水
河”。

柳 青 河 ，从
清朝始就是清水
河县境内规模较
大的黄河渡口及
水陆码头，也是
清水河县境内最
大的集贸市场。
柳青河村的大户
也就五六家，有
刘 家 、王 家 、石
家 、曹 家 、范 家
等。

柳青河当年
的字号与西包镇
（现包头市东河
区）一带的字号
相同，与现在的
连锁店类似。刘
家是开缸房和油
坊的，字号“永裕
昌”。王家一直
以来是以酿酒为
生 ，字 号“ 永 盛
元”。石家祖祖
辈辈以中医悬壶
济世，字号“大成
永”。曹家和范
家是靠着黄河为
生的，不同的是，
曹家做得大，有
自己的大船和航线，常年雇有经验的舵
手船工，以远途航运为主；范家都是穷苦
人出身，以在渡口摆渡为生。

曾经清水河县有两个大集市，就是
县城的来胡坡和黄河边的柳青河。柳青
河是清水河县最早的一个船运码头，由
于黄河流经清水河段地理地形复杂，只
有柳青河有靠岸的地形条件，曾经的柳
青河码头商贾云集、市场繁荣，每到货船
回来，全县城的小商贩齐聚这里，等着船
上的日用品卸下来，然后驴驮、肩扛、人
背（当年河底通山上的路陡峭，不能行
车）运回县城来胡坡集市交易。

集市上粉坊、醋坊、豆腐坊、糖坊齐
全。那时候，每当货船从宁夏、包头回
来，总要在柳青河休整几天，把日用品、
食盐、布匹、皮货、粮食等卸下来，然后再
装了本地的陶瓷、黑矾、石灰等特产往下
游巡镇、碛口等地运。休整的几天，拿了
工钱的船工都要在柳青河花费，也会置
办一些贵重的金银饰品，所以说，清水河
最好的银匠就在柳青河。

当年柳青河的手工业和小商业欣欣
向荣，各行各业的手艺人齐聚这里。有
金银匠、铜匠、铁匠、木匠等等，而且每个
店铺都有自己的字号。随着公路、铁路
运输的发展，黄河流经内蒙古西部地区
的航运结束于上世纪 70年代，而这些依
托黄河航运发展起来的手工业文化没有
很好地保护和传承下来。

现年 94 岁的曹宽良老人是土生土
长的柳青河人，从 20 岁就开始跑河路，
常年黄河上行船，历经了多少险滩激流
和恶劣天气，让他成为了宁夏、内蒙古及
山西黄河河路颇负声望的老艄公。老人
说，可惜，在柳青河村从河底往上搬迁的
时候，他把以前包头航运局颁发的“驾长
证”丢失了。

黄河进入柳青河段水流平缓，是天
然的码头设施地，柳青河码头据考证始
建于清康熙年间，此后 200 多年的时间
里，一直是黄河水道上的一个重要码头，
同时，柳青河也成为了清水河县最大的
商贸集镇。

曹宽良老人讲述，过去的大船一般
有 6 位艄公，服从“驾长”的指挥,小船则
是 5位艄公。曹宽良跑河路最上游是宁
夏石嘴山，途经乌海、临河、包头，回到柳
青河码头，一般都是运输盐、碱、粮食、皮
毛、红柳条等货物，卸货休整后，装了当
地黑矾沟生产的黑矾、窑沟生产的黑白
瓷器等向河曲（巡镇码头）、保德、府谷等
下游码头运输，最远到达山西临县的碛
口。然后再从山西这些码头把布匹等日
用品运回柳青河。从春天黄河放河开
始，直到初冬流凌即将到来，这些河路汉
常年漂泊于黄河水路之上，行到逆流险
要之处，往往是赤身下到黄河拉纤。

在陆路交通不发达的年代，柳青河
码头就是清水河全县物资的集散地。几
十条货船成排成行停泊于柳青河码头，
颇有气势。装货的、卸货的、各地商贩云
集于此，人拉驴驮肩扛，岸上商贾小贩及
周边村民熙熙攘攘，如果再逢柳青河古
镇唱戏的日子，更是热闹非凡。

后来黄河水运停业，柳青河码头也
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

就在裹好粽叶要给包得的粽子缠绕
小绳儿时，脑际竟再次跳出欧阳修的那句

“五色新丝缠角粽”。方才在“粽博”门外
品赏雕塑和踏入展馆门槛的两个瞬间，就
曾不可思议地想到他的这阕《渔家傲》。
此刻，包着粽米、裹着粽叶、缠着粽绳，耳
边又反复响着那些语句，怪了。儿时跟着
姥姥包粽，也不知有“五色新丝”一说，只
用了姥姥纳鞋底的白棉绳，就能把粽子捆
得严严实实。那时虽不能说心灵，手却蛮
巧，看几眼姥姥的动作与流程，就能学着
将粽子包上。而今虽读了些“裹米粣”“缠
角粽”的句子，手却笨拙起来，哆哆嗦嗦裹
不严粽叶，颤颤巍巍系不牢彩绳。唉，前
几年在大沽路来顺成买粽子时，服务员还
喊着“大哥，您要点儿嘛？”这没过两年就
改口为“大爷，还是豆沙、小枣每样四个？”
眼下该管我叫“老爷子”了吧？

“大叔！”一声吴侬软语糯糯地飘了过
来，是唤我吗？“粽线么应该这样缠。”正值
我将裹不上的粽子气馁地散摊在案时，一
位阿姨──裹粽指导老师款款走来。我
才如梦方醒地意识到，在下正置身于月河
老街“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体验区。

对老街、古街的偏爱是从家乡开始
的。天津古文化街建起后，就是我自陇探
亲时的必游之地。调回天津后也时常光
顾。为央视海外频道拍摄系列片《中国航
标史话》时，亦在天后宫、古戏台及瓷壁画

《潞河督运图》前取景。后来更惊喜发现
古街中心竟藏着一座“天津民俗博物馆”，
可于此直观津味儿生活浓缩版，天津人不
同年代衣食住行的变化能引起许多今非
昔比的感慨。为电视系列片《天津科技史
话》撰写《华夏第一屏》《中国第一表》《飞
鸽与海鸥》等集脚本时，曾在“画面提示”
中特意为摄像师注明可到“民博”拍昔日
婚俗“三大件”。

发现的惊喜往往因喜好和偏爱而在
不同的城市重演。在嘉兴，竟神奇地再现
了一次初识天津民俗馆那样的惊喜。这
不，就在月河老街的游览行程即将结束
时，同样发现这里藏着一座“嘉兴粽子文
化博物馆”。

“老街”河之南，“古街”河之北，一条
京杭大运河牵起了南北两处我喜爱的街

区。北端河尾的古文化街号称“津门故
里”，南端河头的月河老街曾为“嘉兴府
城”。自大运河开通后，月河老街一带便
开始了船舫如梭、商贾云集的繁华岁月。
如今将保留下来的 8.8万平方米民居，以

“三河”（大运河、外月河、里月河）“三街”
为基本格局，汇聚为河桥纵横、楼水相依
的诸多景点，俨然一座江南水城。说是水
城，于我这个初来乍到者，却是一座迷
城。举目四望，唯见沿河营造的房屋鳞次
栉比，石条砌筑的码头接踵勾连，里弄交
织的街巷盘根错节，却根本辨不清自己所
在位置，只能信马由缰，毫无方向感地赏
游。沧桑留痕的石板路两侧，既有陆稿
荐、五芳斋这样的老字号和老式茶馆，也
有充溢着现代气息的咖啡厅和酒吧；既有
花鸟鱼虫、山水盆景市场，也有古玩字画、
文房四宝商店。我是奔着酱鸭和肉粽而
来，盘旋半日志得意满，左手“陆稿荐”的
鸭，右手“五芳斋”的粽。正待满载而归，
却意外撞见了藏在这里的“粽博”。

“粽博”利用老式建筑布展。门外铜
雕，为一位端坐条凳的食粽老者正在桌前
剥着粽叶。跨入门槛，回廊式的展陈通过
文物、图片、文字、蜡像，向人们勾勒着粽
文化的历史渊源，讲述着“粽子传人”的神
奇故事，展示着看似普通实则深奥的粽子
制作技艺和当地稻作农业、米食文化的深
厚积淀。大约一万年前，我们的祖先便开
始用植物叶子包裹食物原料，通过“石烹
法”煨煮成熟，可谓粽的雏形。夏商周时
期又以植物叶包裹黍米成牛角状以替代
黄牛作祭品，称为“角黍”，即最早的粽
子。如此看来，那些以词咏粽的古人在制
粽鼻祖面前亦属后生晚辈了。

除文化展示，“粽博”还设有体验区。
望着三三两两的裹粽者，突然唤起儿时跟
着姥姥学包粽的记忆，便也兴致勃勃地参
与到体验行列，不想却遭遇缠粽失败的尴
尬。好在指导老师帮我系好彩线，并告诉
我“不同馅料的粽子要用不同颜色的线，
以便区分”。见我已购得几只五芳斋粽，
又讲起五芳斋历史：“上世纪 20 年代，兰
溪人张锦泉、嘉兴人冯昌年和朱庆堂在嘉
兴最热闹的张家弄口分别创办了‘荣记’

‘合记’‘庆记’三家五芳斋。现在，建立

‘粽博’的是咱们‘真真老老合记老五芳
斋’。这也是全国唯一一家粽子博物馆。”

“真不错！”我有些感动了，“‘粽博’对
粽文化的传承弘扬有贡献！”

“可不单是粽文化哟，咱们的‘嘉兴端
午习俗’和‘五芳斋粽子制作技艺’已经双
双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遗名录咧！南湖
那里每年端午都要祭伍相、祭神龙、赛龙
舟。”指导老师很健谈，“全国第一届粽子
文化节也是在咱们嘉兴举办的。嘉兴自
己每年也要搞‘端午民俗文化节’。去年
月河这里的活动叫‘浓情端午·月河民俗
荟’。其中复原古时的端午礼蛮热闹咧，
如荷月桥的点雄黄、殿基湾的沐兰汤、金
鱼院的射五毒、太平桥的驱瘟神。咱们

‘粽博’搞的是‘百粽宴’。”“百粽宴？”我颇
为好奇。“是啊，还要评选‘冠军粽品’。这
些都是搞了十几年的活动，像百粽宴啦、
菖蒲集啦、旗袍秀啦、穿汉服游月河啦、五
彩香囊迎端午啦……”“五彩？”我对这个
词似乎非常敏感。“是的啦，去年端午民俗
节的主题就叫‘五彩嘉兴·美好生活’。”

哦，五彩！欧阳修的“五色新丝缠角
粽”分明又在脑际回响。古人吟诵端午的
诗词太多了，仅唐宋两朝即佳作迭出。唐
人姚合有“渚闹渔歌响，风和角粽香”的风
俗描摹，白居易有“粽香筒竹嫩，炙脆子鹅
鲜”的味蕾记忆，唐明皇李隆基也大发“四
时花竞巧，九子粽争新”的端午感慨。宋
代咏粽诵端午者更是些大家了，除欧阳
修外，还有陆游的“便当裹米粣，烂醉作
端午”，苏轼的“门前艾蒲青翠”“粽叶香
飘十里”等。这些真实的历史记录，佐证
着端午早已融入炎黄子孙世世代代的习
俗与血脉。而今，正如阿姨老师所说：

“咱们嘉兴既有第一家‘中国端午文化研
究基地’，也有第一批全省‘民族传统节
日保护基地’。每年，很多外地人都要来
嘉兴过端午的。前年，还从全国选来 32
个年轻学生，到咱们‘粽博’创办的‘嘉兴
非遗传承所’参加第一期‘非遗练习生训
练营’，其中有一个训练项目就是粽子制
作技艺。”

哦，从古人记录历史的吟咏，到今人
薪火相传的承继，这就是我们绚丽多彩、
弦歌不辍的端午与粽……

时节夏至，阳气骤升。金
乌吐艳，浩宇呈青；千花竞秀，
万木争荣。白昼尤长兮，夜晚
烁繁星。端午节日，万家尊迎；
民俗赓续，心虔意诚。

时光流逝，端午不衰；一百
载山河巨变，佳节愈丰。承民
俗之遗产，壮中华文明。

水湄芦摇苇绿，集市米黄
枣红。南方棕米飘香，故园凉
糕弥馨。正当雨水充沛，恰值
景色葱茏。连绵麦田杆壮穗
硕，茂密杏树果圆色橙。金葵
盈尺，尽昭阡陌勃勃；玉黍及
腰，更显田畴芃芃。农人躬耕
垄亩，嘉禾沐浴煦风。鸟鸣树
杪，高歌夏日炽炽；蛙噪池塘，
喧腾氛围浓浓。

若夫仰前贤以祈民富，祭
英灵惟盼国兴。登山揽翠，抬
望眼以宽心域；入水奋楫，划龙
舟而争榜雄。岸上彩旗飖飖，
湖中鼓声铿铿。窈窕淑女，涂
淡颜挥手呐喊；健壮须眉，露双
臂舞桨前行。千舟竞发，万众
奋争；水波滟滟，山色蓊蓊。

艾叶除邪，晨起采于田畴，
插门轩以求宅昌；菖蒲驱瘟，曦
升觅于阡陌，悬中堂而求族
强。苇叶片片，裹日月星辰而
追远；红枣颗颗，伴黍米果仁而
呈祥。织彩丝以成索，缠手臂
而保安康；佩香囊以开窍，食米
粽而念乡愁。是以继端午之习
俗，揽历史之天空。

溯端午之渊源，民间之推
崇；理佳节之脉络，典籍之丰
盈。

择一多先生《端午考》，肇
吴越先民祭图腾。时光流转，
月缺阴晴；稗官野史，一脉传
承。

首以缅怀屈原殉国之精
忠，投江明志以示独清。呜
呼！百姓垂泪，江水呜喑。荡
木舟以救大夫，抛米团而驱鱼
群。逢时以诵《离骚》，至端午
而慰忠魂。

再以纪念伍子胥，绝孝纯
忠百姓钦。

三以赞扬曹娥幼年尽孝，
救父出水苍天动容。立碑著诔
文，而传懿行。

嗟夫！“因天人相应而立，
孕人文精神而丰。”英名赫赫，
世代诵吟。渊源精深博大，内
涵历久弥新。厚植家国之情
怀，丰腴民族之精神。

山河辽阔，毓秀钟灵。坚
定文化自觉，护守民俗民风。
传礼仪于春秋，播高洁于太
平。五湖四海，逢佳节而思故；
九州八衢，瞻遗迹而冶情。同
惜光阴之流逝，共建神州之繁
荣。冀岁月静好兮，五谷丰登。

端午节赋
■■吕成玉

中 国 传 统 节 日 之 端 午 节

五色新丝缠角粽
■■ 阎晓明阎晓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