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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国宏

“艾虎悬门日，龙舟竞渡时”。
端午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千
百年来，端午节作为本土文化一直
得到了很好的传承。当然，这其中
不能不提到作家们的“刻字勒石”之
功。在作家们的笔下，端午宛如一
朵朵清新的小花，永远开得那么葳
蕤、绚烂！

在著名作家汪曾琪的笔下，端午
节是思念的节日。端午，让他想起多
姿多彩的童年生活。他在《端午的鸭
蛋》一文中写道：“我走的地方不少，
所食鸭蛋多矣，但和我家乡的完全不
能相比！”“高邮咸蛋的特点是质细而
油多。蛋白柔嫩，不似别处的发干、
发粉，入口如嚼石灰。油多尤为别处
所不及。”最让人为之动容的是，汪曾
琪居然以孩童的视角，传神而细腻地
描写了端午节吃鸭蛋的过程：“孩子
吃鸭蛋是很小心的，除了敲去空头，
不把蛋壳碰破。蛋黄蛋白吃光了，用

清水把鸭蛋里面洗净，晚上捉了萤火
虫来，装在蛋壳里，空头的地方糊一
层薄纸。萤火虫在鸭蛋壳里一闪一
闪地亮，好看极了！”“端午节，我们那
里的孩子兴挂‘鸭蛋络子’。头一天，
就由姑姑或姐姐用彩色丝线打好了
络子。端午一早，鸭蛋煮熟了，由孩
子自己去挑！挑好了，装在络子里，
挂在大襟的纽扣上。这有什么好看
呢？然而它是孩子心爱的饰物。鸭
蛋络子挂了半天，什么时候孩子一高
兴，就把络子里的鸭蛋掏出来，吃
了。”那种对节日的欣喜之意和对童
年的怀念之情，跃然纸上，溢于言表。

端午节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之下，
焕发出的可能还有另一种色彩：革命
乐观主义精神。著名作家老舍先生
抗战期间迁居重庆，在友人家过端午
节时，就写下了《七律·端午》一诗：

“端午偏逢风雨狂，村童仍着旧衣
裳。相邀情重携蓑笠，敢为泥深恋草
堂。有客同心当骨肉，无钱买酒卖文
章。前年此会鱼三尺，不似今朝豆味

香。”全诗以端午为题，写出了在那个
特殊的历史时期，作家对端午节的理
解，突出了作者强烈的爱国之情和对
深厚友情的珍视，字里行间也洋溢着
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端午节拥有很多独特的风俗，
在著名作家沈从文的笔下，这些风
俗尤其是赛龙舟这一节日习俗，得
到了具体的诠释。在《端午日》一文
中，沈从文生动形象、真实具体地描
写了湘西地区过端午节的习俗：“端
午日，当地妇女、小孩子，莫不穿了
新衣，额角上用雄黄蘸酒画了个王
字。饭吃过后，全家出城到河边看
划船……当两船竞赛到剧烈时，鼓
声如雷鸣，加上两岸人呐喊助威，便
使人想起梁红玉老鹳河时水战擂鼓
的种种情形。”把赛龙舟的紧张、热
闹场面传神地描绘了出来，宛如一
幅《端午风俗图》。“大约上午 11 点
钟左右，全茶峒人就吃了午饭。把
饭吃过后，在城里住家的，莫不倒锁
了门，全家出城到河边看划船。河
街有熟人的，可到河街吊脚楼门口
边看，不然就站在税关门口与各个
码头上看。”就连看热闹的场面，沈
从文也写实地记录了下来，给后人
留下了珍贵的节日习俗文字资料。

“盘中共解青菰粽，哀甚将簪艾一
枝”。包粽子是端午节的重要内容之
一，著名作家林海音在《我的童玩》一
文中，就记录下了富有童趣色彩的丝
线缠粽子和包香包。“用丝线缠粽
子，是旧时北方小姑娘用女红材料做
的有季节性的玩具。先用硬纸做一个
粽子形，然后用各色丝绒线缠绕下

去。配色最使我快乐，我随心所欲地
配各种颜色。”“同时做的还有香包，用
小块红布剪成葫芦形、菱形、方形，缝
成小包，里面装些香料。穿起来加一
个小小的粽子，挂在衣服上，走来走
去，美不唧唧的。”在作家的笔下，端午
节充满了童趣，读来令人心情大悦，对
节日也多了一份渴盼和憧憬。

“诸闹渔歌响，风和角粽香”。作
家迟子建、苏童分别以饱满的情愫，记
录下了端午节包粽子的场面。迟子建
在《故乡的吃食》中写道：“清明过后，
天气越来越暖了，野花开了，草也长
高了，这时端午节来了。家家户户提
前把风干的粽叶泡好，将糯米也泡
好，包粽子的工作就开始了。粽子一
般都包成菱形，爱吃甜的就夹上红枣
和豆沙，爱吃咸的就夹上一块腌肉。”
插柳枝，挂艾蒿，包粽子，故乡的端午
习俗让作者满怀眷恋之情。而在作
家苏童的笔下，端午节则更能淋漓尽
致地展现厚重的亲情。他在《祖母的
季节》一文中写道：“祖母坐在后门空
地上不停地包粽子，几乎堆成了一座
粽子山。”“有一只粽子挂到我的脖子
上了，我低头朝那只粽子左看右看，
发现祖母包的粽子一年比一年大，挂
着香喷喷、沉甸甸的。”一位中国老妇
坐在端午的天空下，像工匠一样精心
地包着精致的粽子，这些带着温度的
情节，像画一样清晰地展现在读者面
前，令人读之不忘，极富感染力。

“画舟纵横湖水滨，粉丝角黍斗
时新”。在作家们的笔下，端午不仅
仅是一个节日，更是情感的寄托，文
化的传承和乡土的眷恋。

作家妙笔 ■何龙飞

记忆里，每年的端午都能看、收、吃到亲
情粽，不能不令我们感动。

自记事起，我就知道母亲是包粽子的能
手。瞧，为了过端午，母亲起床后，暂停其他活
路，把包粽子当作要事来抓，井然有序地忙碌
开来：精选糯米，泡糯米，备粽叶，搓麻线；先将
洗净的粽叶卷成下尖且封闭、上大的圆锥体，
再把糯米装进去，并用筷子插，以利糯米紧
实。待糯米装满后，折叠粽叶，缠绕麻线，捆紧
粽叶。至此，一个粽子大功告成。再循环往
复，桌子脚上悬吊的粽子便越来越多，成为一
道独特的景致。这砣包完，又接着包下一砣，
直到满足需要为止。显然，母亲已累了，疲倦
至极，但一想到全家人的生活会得到改善、孝
敬外婆有了礼物，一看到那些可爱的粽子，就
又有了精神。

随后，就是煮粽子。母亲把灶火烧得旺
旺，锅里的水涨得“咕咕”直响，伴随着水蒸汽
的升腾，粽子的清香味便荡漾开来，无不令在
一旁观看的我和弟弟垂涎欲滴。“莫慌，熟了才
吃得！”母亲提醒我们，可她越这样说，我们的
口水越往外流。

好不容易捱到粽子煮熟时，我们恳请母亲
赶快揭开锅盖，捞起粽子来解馋。看到儿子们
的迫不及待样，母亲没有迟疑，立即揭锅、起
粽、剪断麻线、打开粽叶露出糯米，再向碗里倒
入白糖，叫我们趁热吃粽子。不过，还会嘱咐
我们“莫吃过快了，不然，哽着了不好受！”我们
点点头，吃得津津有味。父亲见状，也凑起了
热闹，过来剪、剥粽子吃；母亲总是最后加盟到
吃粽子的行列中，只因为家里的后勤工作都需
她打理。于是，一家人吃得分外香甜，欢声笑
语也就不言而喻了。特别是父亲不仅吃粽子，
还会来一杯老白干，慢慢品味，以此为契机，讲
精彩的故事，更是将过端午的氛围营造到了极
至。那一餐，粽子是我们家的主食，还是我们
谈论的主题，只任亲情弥漫，只任爱意浓烈。

午饭后，母亲也没闲着，洗完锅碗瓢盆
后，便会背着一砣砣粽子，步行近四十里山
路，到达外婆家中，献上爱心和节日礼物。外
婆及舅舅、舅母十分热情，会烧火煮粽子，再
配点其他菜，宴请母亲，谈笑风生，其乐融融，

无与伦比。因为惦记着家里的猪、猫、狗、鸡
等，考虑到父亲一人在家孤寂，加之农活繁
重，母亲没有留宿，摸黑回到家里，累并快乐
着，再与父亲忆苦思甜后，进入甜美的梦乡。

第二年端午如期而至，母亲的粽子依然
饱满、香甜，犒劳着我们的肠胃，表达着对外
婆的孝道。为了感激母亲与粽子，我们有感
而发，便称那些粽子为“亲情粽”。母亲笑纳，
乐此不疲，信心百倍，誓把包、煮、送亲情粽的
美事进行到底。

时间最能检验一切。不论是我们读小
学，还是念初中，端午那天，总会见到、享用母
亲的亲情粽。尤其是生活水平提高后，母亲
不单包白粽子，还会包豆沙粽、腊肉粽、绿豆
粽、黄豆粽等，将亲情粽实现了鸟枪换炮、与
时俱进，更加潇洒了我们的视觉、味觉。那时
那地，我们感到自己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人，母
亲的形象越来越高大。

后来，我们到外地读书乃至参加工作，就
很少吃到母亲包的粽子了。端午那天，虽然
会去买些粽子来吃，但总觉得其味道没有母
亲包的“亲情粽”好吃。于是，我们会尽量挤
时间在端午那天回老家，只为能在亲情粽里
一饱眼福、口福。

最难忘的是母亲为了我的婚事操碎了
心。端午那天早上，母亲考虑周到，特地精选
糯米，包起了粽子，要我给岳父家送去。我牢
记着母亲的叮咛，加快了脚步，送去了心意一
片。大凡是被缘分与诚心所感动，岳父、岳母
都同意我与妻子的婚事。获悉情况后，母亲
悬着的心才踏实了。

以后每年，母亲坚持包亲情粽，让岳父、
岳母、我、妻、女儿均能享用，感激的情愫会油
然而生；岳母也是爱心满满，与母亲一样，会
包粽子，会在端午那天给我们提粽子来吃，升
华着粽子里的亲情。我们呢？领受着母亲及
岳母等的挂念、关爱，总会在端午给她们送去
礼券或礼品粽，祝愿亲人们节日愉快、身体健
康、万事如意，让亲情粽名副其实地传递，让
爱与孝更能感人肺腑。唯有这样做了，我们
回报太少的愧疚感才会少些再少些。

今年端午来了，亲情粽同样必不可少，我
们又在血浓于水的亲情与人间大爱中尽力地
感恩了。

亲情粽

■宇滴滴

在我印象中，每年端午节，无论是在农村
还是在城市，都能够吃到由父亲亲手包制，散
发苇叶飘香的粽子。

在农村那会儿，每当端午节来临，母亲就
会早早备下苇叶、糯米、红枣、绿豆、葡萄干、腊
肉的东西，等待爸爸休息日包粽子。父亲在机
关上班，每天忙得不亦乐乎，我看到别的小孩
吃粽子，我就让妈妈也给我包，妈妈说等你爸
爸包，后来才知道妈妈根本就不会包粽子。

于是，整天缠着爸爸包粽子，爸爸在我一
次次的要求后。晚上抽时间给我包粽子。爸
爸包粽子很利索，一会儿的功夫就能够包一
大盆子的粽子，且能够包多种花样不同的粽
子，有时拿到样子好看的粽子真有舍不得吃
的感觉，总像在欣赏艺术品一样。

初中那年，由于爸爸工作调动，我们全家
搬到了小城。爸爸知道我爱吃粽子，总会利
用休息日回农村打苇叶子给我包粽子。许是
好奇的缘故，今年我央求爸爸教我学包粽子。

爸爸说包粽子也有很多讲究，首先要选择
比较优质的糯米，提前将米中的杂质捡干净，然
后用凉水泡上几个小时；烫苇叶子必须先将水
烧开，然后把准备好的苇叶子，用剪子剪去两头
的，放进锅里，盖上锅盖煮上一会儿，用筷子翻
动，不能时间太长，要保证叶子的鲜嫩，这还要

求在打苇叶子，确保是芦苇的顶端2-3片，打好
的苇叶子，要一片一片压齐，大概60-70张，扎
一捆，朝反方面弯曲，这样苇叶子才不会因为干
燥而卷曲；烫好的苇叶子放在带水的盆子中，选
择大小一致的苇叶，拼成大块弯曲成锥型，然后
一只手捏住弯曲的锥型，一只手将浸泡好的糯
米、红枣、葡萄干之类的东西，用小勺子倒进去，
重要的是拿捏锥型的手，正好卡成三角形，最后
再将三角形以外的苇叶合上，用棉线捆扎好，一
个样子好看的粽子就包成了。捆扎线绳不能太
松，太松了一煮米就会漏出来，也不能太紧，太
紧了粽子煮出来会太硬。

知道要领后，我也学着包，初学包粽子
时，不是一下子散了，就是包出来的粽子太难
看，但每次爸爸都会鼓励我说是包多了，就会
越来越好。妈妈在旁边看着我们，爸爸也让
她也过来一起学着包粽子。妈妈微笑的说：

“我不用学了，家里有两个男人会包粽子，我
这一辈子还能愁没有粽子吃吗？”说得爸爸也
笑了，我看着他们相互之间爱慕的眼神，再看
看爸爸快速包粽子的手法，我感觉这哪里是
在包粽子，分明包裹的是一种爱。

也许，正是跟爸爸学包粽子，使我明白了
一个道理。无论是干什么事，只要持之以恒，
就一定能够成功；只要有爱的付出，就一定会
有温馨的收获。我也相信，今后我们一家人
也能够吃上由我自己包的粽子。

粽子里的爱

■王家年

今年的5月30日是端午节，
笔者收藏了多种端午节的邮票，
欣赏邮品，了解风俗，也别有一
番情趣。

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又称
端阳节、粽子节、龙舟节等，始于春
秋战国时期，至今已有二千多年历
史。端午节的习俗很多：龙舟竞
渡、吃粽子、喝雄黄酒、挂菖蒲驱邪
等。为纪念这一传统节日，我国曾
多次发行过端午节的邮票。

2001年的端午，国家邮政发
行了《端午节》邮票一套三枚。第
一枚邮票面值为80分，图案“赛龙
舟”以传统的木版年画构图，两条
龙舟你追我赶，舟上插着“风调雨
顺”、“国泰民安”的彩旗，一派吉
祥气息；第二枚邮票面值为80分，
画面中是包粽子，图案是五颜六
色、香喷喷的粽子；第三枚邮票面
值为280分，图案“避五毒”，是被
古代人称为“五毒”的五种小动
物：蛇、蝎、壁虎、蜈蚣、蜘蛛，图案
色彩鲜艳，生动逼真，惹人喜爱。

1895 年福州书信馆发行的

商埠龙舟邮票，全套 9 枚，同图
异色异值。图案正中是一条由
20 多人驾驶的龙舟，正破浪向
前，背景为起伏的山峦，山脚下
喧闹的江河，河岸边林立的樯桅
和众多助威的观众。

1985年端午，香港发行了一
套《端午节》邮票，以龙舟竞渡为
图，4 枚邮票首尾相连，组成一
幅完整的龙舟图，龙头、龙身、龙
尾齐全，鼓手用力，桨手使劲，一
派热火朝天的场面。2001年端
午，香港与澳大利亚联合发行了

《龙舟竞渡》邮票一套2枚，图案
是齐头并进的两艘龙舟，背景为
香港会展中心和悉尼歌剧院。
在香港发行的《香港节日》和《中
国传统节日》邮票，各有1枚“端
午节”，以赛龙舟为主图，后者邮
票上出现了屈原像。

1967 年端午，台湾发行了
《中国诗人》邮票，邮票全套 4
枚，第1枚便是战国时期的爱国
诗人屈原。

1987 年端午，澳门发行了
《端午节》邮票一套2枚，分别为
“龙舟龙头”与“龙舟竞渡”。

邮票上的端午情趣
■郑学富

“棕子香，香厨房。艾叶香，香满堂。
桃枝插在大门上，出门一望麦儿黄。这儿
端阳，那儿端阳，处处都端阳。”这首歌谣唱
出了我国人民过端午节得情形。端午节是
我国古老的传统节日，两千多年来，围绕端
午节演绎了很多传说。

祭祀龙的节日。端午节最初为古代吴
越之地崇拜龙图腾的部族举行图腾祭祀的
节日，那时候在长江中下游一带就有以竞
渡龙舟来祭祀龙的的习俗。如屈原《楚辞·
涉江》中就有：“乘舲船余上沅兮，齐吴榜以
击汰。船容与而不进兮，淹回水而凝滞。
朝发枉渚兮，夕宿辰阳。”屈原所乘的“舲
船”就是当时一种竞渡用的船只。吴越一
带百姓还有断发纹身“以像龙子”和有用

“五彩丝系臂”的民间风俗。
最早的“端五节”。端午的“端”是开端、

初之意，晋代成书的《风土记》里说：“仲夏端
午。端者，初也。”初五是一个月中的初始，在
农历地支纪月中，顺序正月为寅，二月为卯，
顺次至五月为午，故称五月初五为“端午”。
唐玄宗时，因为他的生日是八月初五日，名相
宋璟建议要避讳，就把“端五”改为“端午”，从
这以后，“端五”就改称为“端午”了。

纪念屈原日。爱国诗人屈原忧国忧民，

怀才不遇，于五月初五自投汨罗江，死后为
蛟龙所困，世人哀之，每于此日投五色丝粽
子于水中，以驱蚊龙。又传，屈原投汨罗江
后，当地百姓闻讯马上划船捞救，千直行至
洞庭湖，终不见屈原的遗体。那时，恰逢雨
天，湖面上的小舟一起汇集在岸边的亭子
旁。当人们得知是打捞贤臣屈大夫时，再次
冒雨出动，争相划进茫茫的洞庭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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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屈原的说法最早见
于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五月初五竞
渡，俗为屈原投汩罗江日，人伤其死，故并命
舟以拯之，至今为俗。”唐代文秀有《端午》诗
曰：“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堪
笑楚江空渺渺，不能洗得直臣冤。”北宋诗人
张耒赋诗曰：“竞渡深悲千古冤，忠魂一去距
能还？国亡身殒今何有？只留‘离骚’在世
间。”有的地区也有纪念春秋时期的伍子胥
和东汉孝女曹娥之说的。

恶月恶日说。古人认为农历五月是
“恶月”，是极为不吉的一个月，而五月初五
的“重五”日更是恶月中的恶日。古人认为
瘟鬼和五毒等不祥因素都是集中在五月初
五这一气候转换较为显著的时间出笼的，
因此，在这一天产生的小孩都被视为不祥
之物，《风俗通义》中有“五月五日生子，男
害父，女害母”的说法。据《史记·孟尝君列

传》记载，孟尝君就是在五月五日出生的，
他父亲田婴说“五月子，长与户同，杀气父
母”，认为五月五日出生的小孩会给家庭以
及父母带来不好的影响，因此要将他扔了，
是他母亲不忍心将其抛弃而偷偷把他抚养
长大，这才成就了纵横七国的孟尝君。王
镇恶因为是五月五日出生的，家人便想把
他送给别人家养活，以免对本族有害。可
爷爷王猛见了他的相貌后很是惊奇，所以
给他起名叫“镇恶”，使其称为东晋名将。
宋徽宗赵佶五月初五生，从小寄养在宫外，
后来当上了皇帝，却成了亡国之君。

由于我国地域广大，民族众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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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主要有：女儿回娘家，挂钟馗像，迎鬼船、
躲午，帖午叶符，悬挂菖蒲、艾草，游百病，
佩香囊，备牲醴，赛龙舟，放风筝，比武，击
球，荡秋千，给小孩洗苦草麦药澡，涂雄黄，
饮用雄黄酒、菖蒲酒，吃五毒饼、咸蛋、粽子
和时令鲜果等。时至今日，端午节仍是一
个十分盛行的隆重节日，2008年起，端午节
被列为国家法定节假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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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9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审
议并批准中国端午节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
遗产，成为中国首个入选世界非遗的节日。

端午节的传说

■卢恩俊

“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
五月初五的端午，是包粽子、划龙舟纪念屈
原的节日。读古代端午诗词，也能欣赏到一
幅幅与卫生防疫保健有关的风趣画面。

“重五山村好，榴花忽已繁。粽包分两
髻，艾束著危冠。旧俗方储药，羸躯亦点
丹。日斜吾事毕，一笑向杯盘。”读陆游《乙
卯重五诗》，看到诗人高冠上插着艾束，忙
着进行储药、配药方，为的就是这一年能防
病健身平安无事。诗中说的艾束作为辟邪
祛毒的饰物，在古代是很普遍的。过端午
时，人们在门上插挂艾蒲。晋代《风土志》
中有语：“以艾为虎形，或剪彩为小虎，帖以
艾叶，内人争相裁之。以后更加菖蒲，或作
人形，或肖剑状，名为蒲剑，以驱邪却鬼”。
后来长期流行的端午节人们系挂或佩戴艾
虎、艾人（健人、豆娘）的习俗，俗意认为就
是提升了防毒辟邪的作用。还有贴挂符
饰，包括五毒图、天师符、钟馗像、桃印门
饰、驱邪镜等。有一幅门上常贴的符诗说
的很有意思：“五月五日午，天时骑艾虎，手
持龙虎剑，邪魔归地府”。

端午自古以来是人们非常重视的避邪
禳灾的日子，此俗不仅流行于民间，皇宫亦
盛行，就连天子也不例外。这在李隆基亲
手写的《端午三殿宴群臣探得神字》的诗里
可以看出：“五月符天数，五音调夏钧。旧
来传五日，无事不称神。穴枕通灵气，长丝
续命人……”有趣的是，还有宫廷赐大臣此
类节物之事。权德舆在端午节曾得到皇帝
赏赐的五色彩带，他欣喜地写下这样的诗
句：“良辰当五日，偕老祝千年。彩缕同心
丽，轻裾映体鲜。”五色彩带指的是“长命
缕”，也叫续命缕。东汉应劭《风俗通·佚
文》中记载：“午日，以五彩丝系臂，避鬼及
兵，令人不病瘟，一名长命缕，一名辟兵
绍”。以后相沿成习，直至现代。人们在端
午节这天常要身佩五色丝线编成的彩带，

既美观，又辟邪，有的系挂上草药香囊，那
就的确有了保健作用，民间有“戴个香草
袋，不怕五虫害”之语。更有趣的是，唐时
还有大臣送辟邪贡品之事。白居易有一首

《百炼镜》的诗，写的就是进贡给皇帝特制
铜镜（天子镜）的，诗曰：“江心波上舟中铸，
五月五日日午时。琼粉金膏磨莹已，化为
一片秋潭水。镜成将献蓬莱宫，扬州长吏
手自封。人间臣妾不合照，背有九五飞天
龙……”全诗16行，读之，也像一面诗镜，
将“天子镜”镜里镜外的事理映照得活龙活
现。而民间端午“辟邪镜”也很流行。

苏轼在“轻汗微微透碧纨，明朝端午浴
芳兰，流香涨腻满晴川，彩线轻缠红玉臂。
小符斜挂绿云鬟，佳人相见一千年”的词
中，展现出一幅宋代妇女“彩线缠臂、小符
挂髻、芳香驱毒”的沐兰浴端午的风俗画。
端午又称“浴兰节”，这天人们用佩兰、艾蒲
等香草泡水洗浴，此俗至今尚存。有的用艾
叶、菖蒲等中草药泡水喷洒房前屋后，还要
将艾或菖蒲、雄黄浸制成药酒饮服。在众多
描写端午酒的诗中，属杨万里的《端午独酌》
最有诗趣：“招得榴花共一觞，艾人笑杀老夫
狂。子兰赤口禳何益，正则红船看不妨。团
粽明朝便无味，菖蒲今日麽生香。一生幸免
春端帖，可遣渔歌谱大章。”节日当头，没有
来宾，诗人就自己一人在当令的榴花下喝雄
黄酒，喝酒之余还不忘对那用菖蒲、艾叶等
五色花草扎成的艾人、艾虎之类的禳邪之
物，自我解嘲一番呢。

某些端午习俗带有“巫”的色彩，但那
里面萌芽着防疫意识。而这沐兰汤浴、艾
蒲等中草药泡水消毒、戴草药香囊、喝艾蒲
雄黄药酒以及在民间流行的熏艾叶苍术、
饮端午茶、吃五黄、十二红、大蒜蛋等习俗，
就闪烁着中医防病治病的科学光芒了。至
于龙舟竞赛、射柳、打马球、斗草等，也应该
看作是端午强身保健之运动项目了。

在古诗里，在民俗里，一个“卫生防疫
保健节”呼之欲出。

端午话“防疫”

“画”

端阳景图 清 余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