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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由来
端午节，又称端阳节、龙舟节、重五

节、天中节等，是集拜神祭祖、祈福辟邪、
欢庆娱乐和饮食为一体的民俗大节。

端午节源于自然天象崇拜，由上古时
代祭龙演变而来。仲夏端午，苍龙七宿飞
升于正南中央，处在全年最“中正”之位，
正如《易经·乾卦》第五爻：“飞龙在天”。端
午是“飞龙在天”吉祥日，龙及龙舟文化始
终贯穿在端午节的传承历史中。“端午”的

“端”字本义为“正”，“午”为“中”。“端午”，
“中正”也，这天午时则为正中之正。古人
以天干地支来作为载体，天干承载天之
道，地支承载地之道，设天干地支以契天
地人事之运，纪元通用天干地支。仲夏午
月午日飞龙在天，此时龙星处在正南中
天，为全年周天运行最“中正”之位，既“得
中”又“得正”，乃大吉大利之象。古人历来
崇尚中、正之道，“中正”之道在此表现得
淋漓尽致。另，端亦有“初”的意思，因此午
(五)月的第一个午日，亦谓端午。

端午起源
相传，战国末期楚国丹阳人屈原，他

倡导举贤授能，富国强兵，力主联齐抗秦，
遭到贵族子兰等人的强烈反对，屈原遭谗
去职，被赶出都城，流放到沅、湘流域。他
在流放中，写下了忧国忧民的《离骚》《天
问》《九歌》等诗篇。公元前278年，秦军攻
破楚国京都，屈原眼看自己的祖国被侵
略，心如刀割，但是始终不忍舍弃自己的
祖国，于五月五日，在写下了绝笔作《怀
沙》之后，抱石投汨罗江自尽，以自己的生
命谱写了一曲壮丽的爱国主义乐章。屈原投江后，
当地百姓闻讯马上划船施救……但却再也没有捞
到屈原的尸体。为了寄托哀思，人们荡舟江河之上，
此后才逐渐发展成为龙舟竞赛。百姓们又怕江河里
的鱼吃掉他的身体，就纷纷回家拿来米团投入江
中，以免鱼虾糟蹋屈原的尸体，后来就成了吃粽子
的习俗。端午节是流行于中国以及汉字文化圈诸国
的传统文化节日，在个别地方，端午节也有纪念伍
子胥、曹娥等说法。屈原投江殉国，九死不悔；伍子
胥伸张正义，刚烈不屈；曹娥投水救父，刚毅壮
烈……这些与端午节有关的历史人物集中体现了
中华民族的道德关怀和人伦情感，折射出中华儿女
浓郁的家国情怀。

端午节的起源涵盖了古老星象文化、人文哲学
等方面内容，蕴含着深邃丰厚的文化内涵，已成为
华夏文明发展史的一个缩影。

端午习俗
端午节是中国民间

十分盛行的民俗大节，过
端午节，是中华民族自古

以来的传统习惯。由于地域广大，加上许多
故事传说，于是不仅产生了众多相异的节
名，而且各地也有着不尽相同的习俗。

仲夏端午：是飞龙在天的吉日，以扒龙
舟形式祭龙是端午节的重要礼俗主题，此俗
至今在我国南方沿海一带仍盛行。古人还把
端午这天正好逢上夏至看作吉祥的年份，称
为“龙花会”，有“千载难逢龙花会”之说。

艾草菖蒲：在端午节，人们常常把插艾
草和菖蒲作为重要内容之一；菖蒲作为水
生草本植物，有香气，可开窍醒神。同时，菖
蒲的叶子形状似剑，民间称之为“水剑”，寓
意其可“斩千邪”。正因为这两个原因，人们
过端午节时，常在门前悬挂菖蒲。艾草代表
招百福，是一种可以治病的药草，插在门
口，可使身体健康。

端午食粽：粽，俗称粽子，主要材料是
糯米、馅料，用箬叶(或柊叶、簕古子叶)包裹
而成，形状多样，有尖角状、方状等。其由来
久远，最初是用来祭祀祖先神灵的贡品。传
入北方后，用黍米(北方产黍)做粽，称“角
黍”。由于各地饮食习惯的不同，粽子形成
了南北风味；从口味上分，粽子有咸粽和甜
粽两大类。

端午食粽的风俗，千百年来在中国盛
行不衰，已成了中华民族影响最大、覆盖面
最广的民间饮食习俗之一，而且流传到朝
鲜、日本及东南亚诸国。

端午寓意
古往今来，描写端午的佳句很多，有

“五月榴花妖艳烘，绿杨带雨垂垂重”的景
致，有“彩线轻缠红玉臂，小符斜挂绿云鬟”
的民俗，有“画鼓喧雷，红旗闪电，夺罢锦标
方彻”的竞渡，还有“国亡身殒今何有，只留
离骚在世间”的哀思……端午留给我们的
不仅仅是节日的欢乐，更有着美好的寓意
和丰富的内涵。

“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
唐代诗人文秀慨叹：尽管后人百般歌颂、祭
祀，仍然无法补救和洗刷屈原的冤屈，为痛
失一个爱国志士而感到惋惜。李白在江上
泛舟之时为表达对屈原的尊敬写下了《江
上吟》，诗中写道“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台
榭空山丘”。陆游在写《乙卯重五诗》的时
候，已经是71岁高龄，里面有这样一句“粽
包分两髻，艾束著危冠。旧俗方储药，羸躯

亦点丹。”诗人先吃了两角粽子，再在高冠上插着艾
枝，又按旧俗忙着储药、配方，细致描绘了过节的盛
况，生动诠释了古人对端午时节的重视，更表达了
人们对自己身体康健的美好期盼。

传承发展
时临仲夏，岁至端午。诸如划龙舟、插艾蒿、灭

蚊虫、游四方等等，端午节也已经形成了极具民族
和地域特点的节日文化活动氛围。这些节庆习俗融
入文化自信，催生出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
量。当然，对于端午这样一个传统节日的代代传承，
呈现的更是一个民族顽强不屈的精神，是一个民族
傲然挺立的自信。

端午节与春节、清明节、中秋节并称为中国四
大传统节日。端午文化在世界上影响广泛，世界上
一些国家和地区也有庆贺端午的活动。2006年5
月，国务院将其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自2008年起，被列为国家法定节假日。2009年
9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批准将其列入《人类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端午节成为中国首
个入选世界非遗的节日。

艾叶飘香，文化飘香。我们要多拿出一些文化
畅想，多进行一些价值开掘，多实现一些现实创新，
为端午注入更多的新时代文化内涵，留住国家和民
族记忆，浸润更多世道人心。我们要将文化传承中
激发出来的信念信心、热情激情，转化为攻坚克难、
干事创业的具体行动，凝聚成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
力，像先辈伟人那样坚守、像先辈伟人那样奋斗，共
同过一个有丰富文化意义的现代端午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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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是楚国一条鱼
屈原没想到自己会变成
一条楚国的鱼
在汩罗江中悲伤地游动
他要游到大海去

洞庭湖蓄满他的离骚
长江奔腾着他的天问
他的九歌让海水直立
每一块礁石都长出耳朵

他向更远的海域游去
将楚辞的美妙传递得淋漓尽致
他要用自己的方式
把楚辞吐到世界去
让每片海都能听懂
他的声音

倒立的河流
五月，所有的河流开始倒立
你脱下官袍，把冠冕折成纸船
放逐自己，成为江心
一块不肯下沉的石头

水草篡改诏书，鱼群啃噬律令
而你的骨骼在淤泥里
长出倔强的棱角

白鹭飞过时，你正用长发
垂钓自己的倒影
被你反复临摹的故国
香草、云霓

都已喑哑了
只剩龙舟的鼓点，在血管里
一声比一声，铿锵
我们撒网，打捞两千年的沉默
却只捞起一捧，会咬人的月光

龙舟
整条江水都站了起来
要用我们的脊梁
重新丈量楚辞的深浅

木桨切开时间的鳞片
每道裂痕里
都游动着远古的星火

而岸上的人群
正用欢呼声
把楚国的天空
喊低三丈

——— 直到我们的脊背
也弯成
待渡的月光

端午辞
糯米是时间凝成的珍珠
一颗一颗，填进记忆的沟壑
咸蛋黄是沉江的落日
每颗枣核都带着，楚辞的平仄

雄黄酒在碗底晃荡
把蛇影逼进墙角
我咬开的
是母亲用艾草
捆扎的五月

菖蒲剑还悬在门头
可我的端午
早已在高压锅里
煮得绵软

粽子
需要多少晨露
才能洗净糯米里，沉睡的月光
需要多少苇叶的清香
才能将散乱的、苍白的米粒
裹成棱角分明的青玉

手指穿梭时，整个五月忽然收紧
那么多的纪念是它的馅料
我要慢下来———
压实、捆扎
像封印一册沉江的竹简

艾草
门楣上的剑客
把自己风干成
一封悬而未决的战书

苦香是暗号
被西风破译———
每缕都是楚地
不肯消散的密语

你固执地绿着
像一句未写完的离骚
在端午的烈日下
把往事
熬成
滚烫的药

“五月五，是端阳；门插艾，香
满堂；吃粽子，蘸白糖。”这句民俗
谚语，以简练韵律勾勒出端午的
烟火气息与诗意盎然。千载光阴
流转，端午习俗被细腻地织入谚
语与民谣，深深刻印在中国人的
文化血脉之中。沿着这些谚语的
悠悠脉络，仿佛能穿越时空，触摸
到往昔的人文温情，聆听历史回
声在艾草芬芳中轻轻摇曳。
民谚有云：“清明插柳，端午

插艾。”艾草与菖蒲，无疑是端午
最鲜明的标志。古时五月，被视为

“毒月”，湿热交织，蛇虫横行。先
民们以草木为药，艾草悬于门楣
之上，菖蒲浸于酒液之中，借其辛
辣浓烈之气，驱邪避秽，护佑家宅
安宁。人们更以艾叶煮水沐浴，孩
童额间点雄黄，耳后涂朱砂，以古
老智慧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不仅
是祛病防疫的朴素实践，更是对
天地万物满怀敬畏之心的体现。

谚语中的端午，是自然与人
文的巧妙交织，是生存智慧与精
神信仰的双重烙印。“饮了雄黄
酒，百病都远走。”雄黄性烈，古人
以酒调和，涂抹于孩童耳鼻，洒遍
墙角院落，只为驱散蛇蝎毒虫，守
护家宅平安。这一习俗在《白蛇
传》中化作凄美传说，白素贞饮雄
黄现原形，许仙的惊恐背后，是人
妖殊途的宿命无奈，亦是凡人对
抗未知世界的执着信念。雄黄的
辛辣与传说的凄婉，让端午的酒
香中多了几分人间烟火的韵味与
深情。

“粽子香，香厨房。”粽叶包裹
的不仅是糯米的香甜，更是端午
节的传统记忆。楚人投米团入江，
本为保全屈原身体，却让粽子成
为穿越时空的信物与纪念。“端午
粽子香，身体更健康。”粽子里的
糯米和其他配料，能在一定程度
上改善这些症状。特别是那些胃
不太好的人，粽子还能中和胃酸，
缓解胃痛。北方农家，母亲蒸一锅
白糯，撒上白糖，清贫岁月中最甜
蜜的仪式，便是这简单却温馨的
粽香。粽子的演变亦是文化的交
融与碰撞，东汉的碱水粽、唐代的
九子粽、宋代的蜜饯粽，直至今日
的蛋黄肉粽，每一味馅料都是地
域风土的独特注脚与诠释。

“赛龙舟，迎吉祥。”龙舟竞渡
的鼓声，从楚地江河响彻四海。最
初，它是吴越先民祭祀水神的狂
欢盛宴；屈原沉江后，舟楫化作打
捞忠魂的坚定执念。“龙舟竞渡，
活力端午。”舟身绘龙鳞，桨下生
雷霆，竞渡者以血肉之躯与波涛
较劲，恰如民族血脉中那股奔腾
不息、勇往直前的力量。岭南龙舟
赛延续月余，村社以舟为媒，联结
宗族情谊，彰显文化之韵。

五彩绳的习俗，源自上古时期

的“续命缕”。“早系彩绳午洒酒，所
有疾病都溜走。”五彩绳，又称五彩
丝、五色丝等，一般在端午节佩戴
五色丝线以辟邪，兼有祈福纳吉的
美好寓意。主要由青(或蓝)、红、黄、
白、黑五种颜色的线编织而成，分
别对应金、火、木、土、水五种自然
元素，编织成孩童腕间的守护与祝
福。河南灵宝之地，母亲熬夜缝制
香囊，碎布拼成月牙、辣椒之形，塞
入香草，垂于孩童胸前，针脚间缝
进的是生生不息的祈愿与期盼。待

夏至首场大雨，解下的丝线随水流
逝，仿佛将灾厄付与江河——— 这是
农耕文明对自然的敬畏与托付，亦
是生命轮回不息的深刻隐喻。

端午的谚语，犹如散落在岁
月长河中的文化珍珠，艾草雄黄、
龙舟粽香、五彩丝线……每一句
民谣谚语背后，都承载着无数先
民的智慧与汗水。他们以草木为
剑、以米黍为舟，在节俗中安顿身
心，在信仰中寻找精神归宿。今日
之端午，当我们重读这些谚语时，
不仅是在追溯传统之根脉，更是
在深刻感悟一个民族如何在苦难
与希望交织中，将生存智慧与精
神丰碑一代代镌刻进时光的纹理
之中。正如汨罗江水，裹挟着《楚
辞》的悠悠叹息，流淌千年，依旧
清澈如初，熠熠生辉。

端午祭（组诗）
罗 宗

端午佳节，承载着千年的历史
与深厚的文化底蕴，悠悠而来。在
历史的长河中，众多画家以笔为媒
介，将端午的独特风貌绘于画卷之
上，让后人得以透过这些珍贵的画
作，领略古代端午的别样风情。

元代宫廷画家王振鹏的《龙舟
夺标图》，为我们展现了皇室在宫
廷后苑金明池举办龙舟竞渡的盛
大场景。画面中，殿阁巍峨耸立，宏

伟而壮丽，彰显着皇家的威严。湖
面之上，旌旗烈烈迎风招展，龙舟
如离弦之箭竞相进发，舟上的橹桨
奋力划动，搅起层层浪花。岸上观
者如堵，人头攒动，人们的呐喊助
威声仿佛穿越时空，依旧在耳边回
响。唐代诗人张建封在《竞渡歌》中
所描绘的“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
跃出浮水来。棹影斡波飞万剑，鼓
声劈浪鸣千雷”的竞渡盛况，在这
幅画中得以生动呈现，激烈的竞渡
氛围扑面而来，让人深切感受到古
人对端午竞渡活动的热爱与激情。

清代画家任伯年的《端午图》
则展现出另一番景象。此画素朴清
雅，寥寥数笔却韵味无穷。画面中，
艾草与菖蒲亭亭玉立，散发着淡淡
的清香，它们是端午驱邪防疫的象
征。蜀葵在一旁竞相绽放，鲜艳夺
目，为画面增添了一抹亮丽色彩。
折枝枇杷的叶子翠绿欲滴，金黄色
的果实挂满枝头，尽显生机。地面
上随意摆放着几个大蒜头，与几株
植物相互呼应。一条鳜鱼在其间悠
闲自得地畅游，仿佛也在享受这端
午的闲适氛围。古人常用艾草、菖

蒲、蜀葵等入画，以表达祛毒防病
的美好祈愿。艾草，素有“端午仙
草”之称，其茎、叶含有的挥发性芳
香油，能提神通窍、驱虫灭菌。菖
蒲，叶片如剑，香气清新，是防疫祛
邪的灵草。蜀葵不仅花色艳丽，其
嫩叶、花可食，全草还具药用价值。

明末清初画家陈洪绶的《斗草
图》，记录了古人端午斗草的风雅场
景。斗草是端午时节的传统风俗，《荆
楚岁时记》记载：“五月五日，四民并
蹋百草，又有斗百草之戏。”在这幅画
中，人们或手持花草，或俯身寻觅，专
注投入。斗草之戏分为两种，一种比
花草种类、数量，另一种比花草茎叶
的韧性，此画中展现的便是比花草种
类和数量的场景，生动再现了古人端
午的娱乐活动，充满生活情趣。

清代画家方士庶的《端午即景
图》，则聚焦于古人挂艾草驱五毒
的习俗。画中两株艾草挺拔健壮，
艾草在传统文化中被视为吉祥植
物，端午悬艾叶、菖蒲叶于门，能解
毒驱邪，这一民俗传承千年，至今
仍在不少地方延续。

这些古代名画，宛如一扇扇通
往过去的窗，让我们得以穿越时
空，近距离感受古代端午的多彩习
俗与浓厚氛围。每一幅画都是历史
的见证，文化的传承。它们承载着
古人对生活的热爱、对美好的向
往，让端午这一传统节日的内涵在
岁月的流转中愈发厚重。

谚语中的端午
张宏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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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画中的端午
闫红梅

五月的风裹着艾草的清香掠过街巷，粽叶在主
妇们灵巧的手中翻卷，又到了一年端午时。这承载着
千年记忆的节日，早已超越了简单的民俗活动，化作
一种精神符号，在岁月的长河中熠熠生辉，凝聚着中
华民族最珍贵的品格与力量。

艾草悬于门楣，驱邪避秽，这是端午最质朴的仪
式。古人相信，这些散发着独特气息的植物，能够抵
御疾病与灾祸，守护家人安康。在这看似迷信的习俗
背后，实则蕴含着对生命的珍视与敬畏。端午时节，
正值盛夏来临，蚊虫滋生，疾病易发，艾草、菖蒲等植
物本身便具有驱虫杀菌的
功效。先人用这样的方式，
展现出与自然和谐共处、
积极应对生存挑战的智
慧。这种对生命的守护精
神，代代相传，成为端午文
化中温暖而坚韧的底色。

粽子是端午的味觉记
忆，糯米的软糯、馅料的香甜，包裹在翠绿的粽叶中，
散发着独特的风味。然而，粽子不仅是美食，更承载
着深厚的文化寓意。相传，屈原投江后，百姓们为了
不让鱼虾啃食他的身体，便将糯米团投入江中。从那
时起，粽子便与屈原的故事紧密相连，成为爱国精神
的象征。屈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
执着，“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坚定，
在粽子的香气中得以传承。端午吃粽，是对屈原爱国
情怀的缅怀，更是对忠诚、担当精神的致敬。

赛龙舟是端午最激昂的乐章。鼓声阵阵，号子嘹
亮，一条条龙舟如离弦之箭，在水面上飞驰。选手们
齐心协力，奋力划桨，展现出团结协作、奋勇争先的
精神风貌。这一习俗同样源于对屈原的纪念，百姓们
划船寻找屈原的遗体，此后逐渐演变成龙舟竞渡。赛

龙舟不仅仅是一项体育竞技，更是对集体力量的赞
美与讴歌。在龙舟上，每一位选手都至关重要，只有
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才能在比赛中取得胜利。
这种团结协作的精神，在现代社会依然具有重要意
义。无论是面对工作中的难题，还是应对社会发展中
的挑战，我们都需要像龙舟选手一样，摒弃个人私
利，凝聚集体智慧，共同驶向成功的彼岸。

端午精神，更是一种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屈原
身处乱世，虽遭谗言陷害，被流放他乡，但他始终坚
守自己的理想与信念，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他用诗

歌抒发内心的悲愤与对
国家命运的担忧，最终以
投江的壮烈方式，表达了
对黑暗现实的抗争。这种
抗争精神，在历史的长河
中不断传承。无数仁人志
士在面对困境与压迫时，
以屈原为榜样，奋起反

抗，为了正义、自由和理想而战。从古代的农民起义，
到近代的革命斗争，端午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
国人，在困境中坚守，在逆境中抗争，永不屈服。

在当今时代，端午精神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它提醒我们珍视生命，关爱他人；激励我们心怀家
国，勇于担当；教导我们团结协作，共同奋斗；鼓舞我
们在困境中坚守信念，勇敢抗争。当我们在端午时节
悬挂艾草、品尝粽子、观看龙舟比赛时，不应仅仅将
其视为一种传统习俗，更应深入挖掘其中蕴含的精
神内涵，让端午精神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光彩。

岁月悠悠，端午的习俗在传承中不断演变，但端
午精神却如同陈酿的美酒，愈久弥香。它是中华民族
的精神瑰宝，是我们在前行道路上永不熄灭的明灯，
照亮我们追寻梦想、实现民族复兴的征程。

端午精神
聂顺荣

又是一年端午节，这一天糯米终于等到了粽叶的拥抱。
在这个传统节日里，我们不仅品味粽子的芳香，更要品

味其背后蕴含的深刻而丰富的文化内涵。文化是端午节的灵
魂，也是端午节的生命力所在。“端午”承载着我们这个民族
盛行不衰的集体记忆，传承着“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
求索”的爱国情怀。
端午节既有内在的凝聚力，又有无限的感召力。在社会

飞速发展的今天，如何让端午节历久弥新，重新焕发青春活
力，弘扬端午节的文化精神，提升端午节的“精气神”，让传统
的集体记忆和民族精神代代相传，滋养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
的心灵，是我们所有华夏子孙要共同思考的问题。

明明末末清清初初画画家家陈陈洪洪绶绶的的《《斗斗草草图图》》

郎郎世世宁宁《《午午瑞瑞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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