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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

一早出门，街的拐角处，突然有了包粽子的
摊贩，一个，二个……。 不觉又是一年端午将至。

卖粽子的姐姐坐在小板凳上，一整张用开水
烫过的棕叶剔去筋骨， 挂在老式靠背木椅子上，
她们熟练地将青绿鲜嫩的辽竹叶，折叠成三角形
的盒子，包进糯米压实，用棕叶扎紧成漂亮的锥
子型。 熟练的双手，灵活如织女，穿梭在竹叶与糯
米之间。 包好的粽子，像青绿的风玲，一串串垂在
街市早晨的律动中。 端午节之于巫山人，是除了
春节外最为重要的节日，重要到将整个五月的五
都视为端午。 初五称小端午，十五叫大端午，还有
个廿五，也要过成末端午。 老巫山人把端午节喊
成端阳节，我以为“端阳”二字长于“端午”，因为
“阳”，代表太阳，是欣欣向荣的景象。 端阳之于
我，是更亲切的称呼，因为母亲和外婆她们只叫
“端阳”。

端阳节，也称端午节，五月节，天中节，浴兰
节，龙舟节……是中国四大节日之一。 远在商周
时代， 人们将这一天作为重要的春夏转换节点，
展开各种活动。 吃糯食，兰草沐浴薰香，喝雄黄
酒，挂香包，带灵符，用各种养生方法，取午时之
阳，将身体中的寒湿之毒祛除，住所周围的五毒
之气赶走。 几千年来，这样的习俗并没有多大变
化，端午节，至今还是商周时代那个神秘的节日。
浴兰节最是令人遐思。 草之为兰无数种，而以兰
沐浴，经年不变，至远古，只泽兰与佩兰两种。 春
三月，万物生发，一身之体，万病欲动。 泽兰与佩
兰，因其种种功能，人们在端午节之际，采之煮汤
沐浴，制香薰衣，配带香囊。 以兰草之芬芳，开百
窍之淤塞，骨中之水，瘀血，疹疮等病，由之逶迤
而出，让其浮于表体，待十五日后，再以红豆煮粥
食用，其症顿失。 这样有效的养生之道，是人们长
期的实践经验所得， 后来慢慢成为一种习惯，甚
至成为一种仪式，经年不变。 但今人已将之抛弃，
因为这些繁复的沐浴方法，已不再受现代人快餐
式生活的需求， 想想我们如此浪费古人的智慧，
实在有些可惜。

五月的商周，艳阳高照，有农家女子正忙碌
在田园收割兰草。“溱与洧，方涣涣兮。 士与女，
……”歌谣从远处的溪边飘来，女子们在泽兰园
里嬉戏打闹，欢快歌唱，也许还在回味“三月三”

的美好。 她们在为即将到来的“浴兰节”准备香
草。 兰园里，男子不得入内，种兰的农活只专属于
少女。 淮南子中说：“男子种兰，美而不芳，则须女
子种之。 ”这样的记载，现代人是无论如何也不会
相信的，甚至觉得可笑。

这么美好又浪漫的文字记录，足见古人对生
活充满活力与梦想。 远古的女子，干净纯粹，自带
馨香，神秘而有灵性。 兰草，经她们那双朴素之手
种养，自然会美丽又芬芳。 她们将兰采回，整理干
净，阳光下晒干，拿些剪短煮汤沐浴，也碾细成
粉，或装于绣花香包赠予他人。 或放入香盒点燃，
置于贵妇们宽大的袖口薰衣， 随华服的摆动，款
款步履，风过留香。 抑或做成香柱放香炉燃放，香
烟在五月静美的日子里弥散， 驱赶污浊之气，也
驱散心中的落寞。

后来，兰草慢慢退去，艾，成为端午节特有的
香草。 五月初五午时，采一年中阳气最旺，又最具
温经，散寒，去湿，消炎之艾草，挂门窗辟邪、除
秽、招福。 千百年来，相沿至今。

童年的端午节，神秘又美好。 巫山的端午节
有小端午、大端午、末端午之分。 小端午有最隆重
的端午节仪式。 大端午好玩又热闹，划龙船，游街
舞狮，走亲访友，相亲看“人户”，或叫“吃节”。 末
端午的节日气氛相比小端午与大端午淡了很多，
只是在这一天还是要准备一桌好菜，粽子、盐鸭
蛋是必上的小吃，或者包一碗以瓜果蔬菜为馅料
的包面。 这些端午节特有的美食，是以最隆重的
纪念方式呈现。

清晨，房顶还有露珠的痕迹，刚刚爬上山顶
的太阳像一把利剑突然就刺穿了小镇的宁静。 父
亲一早割回大捆带露的艾蒿，他们认为越早采回
来的艾才是最有药用功效的。 父亲拿一些新艾扎
成一把一把，将门上往年的陈艾取下来，然后重
新挂上刚刚采回的鲜艾，木窗上，屋檐下全成了
艾的地盘。 艾，经多年陈放后，成为母亲平常祛病
强身的法宝。 这天她用陈艾加陈蒜杆煮水倒在大
木盆中，给孩子们洗澡，也用艾草煮鸡蛋。 童年的
我，最喜欢肚子疼，每次都是邻居邹娘，将艾草裹
成像叶子烟一样点燃，吸一口烟，然后吹进我的
肚脐，如此反复几次，肚子瞬间止疼。 小孩出生第
三天也要用艾蒿水洗澡， 甚至成为一种仪式，称

为“洗三”。 回想这些生活的细节，不免在心中暗
暗感叹，民间的来自于生活的智慧、还有母亲的
智慧是那么的无穷无尽，让人敬畏！

粽子，是至夏商周以来，最古老的养生小吃
与祭祀美食。 人们经历冬天，寒气聚集一身，虽经
春天的升发，寒气并没有完全消散，一直顽固的
附着在人们的身上，特别是寒湿体质的人尤其突
出，当夏季的热浪涌来，燥热与不安随时困扰着
我们的身体。 糯米的热能足以抵御体内的寒气，
粽叶又能将湿气导引出来。 这样的养生之道，早
被我们智慧的古人所悟出，因此，粽子成为了端
午节特有的美食。 人们也在这天用他们认为最好
的粽子来祭祀祖先，慢慢养成一种习惯，延续传
承至今。

五月满山的辽竹已抽出新绿的嫩叶，微风轻
拂，叶片在纤细的竹杆上左右摇晃，布谷鸟在田
野上空呜叫，叫声中有竹叶与苞谷的清香，这样
的山野气息，熟悉又亲切。

端午将近， 上山采粽叶的人们在辽竹林中，
采摘尽可能大些的叶片，扎成一把，采完粽叶，还
要割几片柔嫩棕叶，为包粽子作准备。 包粽子是
个技术活，糯米不泡，只洗干净，包时一定要压实
用棕叶扎紧，粽子才软糯有嚼劲，竹叶不汆水直
接用鲜叶包， 煮出来的粽子有竹叶浓浓的清香，
而且保鲜。 粽子要冷水泡凉后沾白砂糖吃最美
味。 剥开的粽子色泽透白玉润，形状乖巧精致，沾
白糖后口感砂糯甘甜淡雅， 竹叶的清香扑鼻而
来，浸润心脾，令人陶醉。 那时是很珍贵的节日点
心，是难以忘怀的朴素记忆，吃过現今各式花哨
的粽子，都难与巫山的传统粽子相媲美。

童年生活的小镇非常贫穷，但各个传统节日
从来都不会少了仪式。 困难时，包一碗素馅包面，
也能作为节日的纪念形式。 端阳节是春节后的大
节日，这天小镇上热闹非凡，平静的街上多了很
多回娘家和走亲访友的盛装客人， 邻居杨家有
来＂吃节＂的准女婿，挑来酒和挂面、白糖等许
多用红纸包过的礼物，准女婿带上礼物逐家去认
亲，每家都会酌情给＂打发钱＂。 李家哥是杨家
的准女婿，忠厚善良，又吃苦耐劳，并答应在杨家
上门。 端阳节也挑来很多礼物，一声“亲娘”喊得
杨家的老人笑得合不拢嘴。 杨家的大姑娘有两条

乌黑的发辫垂在胸前， 穿碎花平板棉布衣衫，害
羞地在灶屋里帮忙不敢出来。 第二天临走杨家大
姑娘才羞羞答答拿出绣有美丽花鸟图案、有绒线
绣球装饰的凉草鞋送给未来的丈夫，以示欢喜和
能干。

“小端午”的一天母亲比平时更加忙碌，一大
早将独大蒜捣成蒜水加入雄黄酒，洒在屋前屋后
除蛇虫“五毒”，她认为这是最有效的预防办法。
母亲只有姊妹三个，所以二姨和二姨父也来走亲
戚，母亲会倾其家里所有，煮腊肉、包包面、煎糯
玉米糍粑，包粽子，做出一桌丰盛的中午饭款待
客人。 而粽子是孩子们期待己久的美味，每人分
得一至两个，剥开青绿的粽叶，将清香如白玉般
的粽子沾白砂糖，小口慢慢品尝，其实小口品尝
只是想多沾几次珍贵的白砂糖，粽子和砂糖在齿
间咔嚓溶化，瞬间就甜蜜欢喜到心底，其实幸福
也许只要一份期待已久的小吃，简单直接有效。

父亲给大人们都倒上一小杯雄黄酒，小孩不
能喝酒， 母亲将雄黄酒擦在孩子们的额头上，于
是端阳节这天镇上所有的孩子和客人家孩子的
额头上，都带着黄红色的雄黄酒图案玩耍。 家家
户户的屋檐、大门、窗棂都有艾蒿和昌蒲装饰，艾
蒿的药香，粽子的清香，雄黄酒浓烈的酒香，孩子
们欢快的打闹声，还有羞答答待出阁的少女们与
心仪的人暗自交流的眼神，加上母亲尾尾道来的
屈原的动人故事，一时给小镇添上一些节日狂欢
的氛围。 人们发自内心的快乐，像一阵和风在小
镇的街上吹着，将那些生活中的艰辛，生命中的
不如意，随风吹散，穿过大山，飘向不知名的远方
……

每到端阳，感觉母亲从未远离，她还在厨房
不停地忙碌着，为孩子们准备端阳节简单朴素的
美食，煮艾草水沐浴……那些童年端阳节最美好
的记忆，神圣又神秘的各种仪式，深深刻在了心
底，从不敢忘记！ 也绝不会忘记！

端 午
陈嗣红

夏荷
说你是女子，
就不需要任何形容词。
丰腴的，瘦弱的，娉婷的，冰美

的
说你是诗，
就不需要物以类聚。

婉约聚合绝大多数，还有少数
豪放亦如暮晚李易安。
说到你和我，是什么让我们相

遇？
不会是蝴蝶的形容词，
也不会是清照的如梦令，
是夏的一池涟漪弄破了天。

栀子花
栀子花开在窗前栅栏，
花香就不光盈怀，
洁白就不光洁白我。
我凑近她深呼吸，
是爱她的一种方式，
她也以同样的方式爱我。

窗外的世界呢？
答案暴露在阳光的亲吻里。
一只蓝鹊经过，
是想把花香带得更远。
鱼鳞云承认栀子的
青出于蓝胜于蓝。

夏天的芳名
我认识樱桃是在春天里
她不是植物的名，是妖娆女子
都夏天了我看她还长不大
索性给她改个芳名：
樱还是樱花的樱，桃还是杨桃

的桃
只是中间加个小，全名
———樱小桃

天空之蓝
我想你是不是早了点
凌晨五点半的天空浅蓝浅蓝

的
阳光一出来就蔚蓝了
以后很长时间深蓝都被
白云陪衬
我这样想着想着
天空就幽蓝幽蓝的，就是你
我想你真的不早，也不晚

李成燕的诗

嗅着炊烟的清香，推开斑驳的院门，穿过葡萄架
的绿荫……倘若拾掇起生活中的那些碎屑之事，都
会酿成生活中最美的风景，演绎成一种符号，一段故
事，一份记忆，一缕清香……

放学后，我总爱在学校里和伙伴们打闹，离开班
总是很晚，但每当走出校门，总能看见暮色中妈妈推
着车等我的身影。初雪的那天，我走出校门却没看见
她。 呼啸的北风中我裹紧棉衣，瑟缩着等待，心情也
和天空一样黯淡了下来。就在这时，道路前方隐约出
现一个骑着车的身影，飞快的向我这边驰来，红色的
围巾在风中舞动，是妈妈！

“不好意思哈，妈妈今天有事来迟了。”妈妈满脸
愧疚的向我说。她的鼻尖冻得红红的，睫毛上还挂着
未融化的雪花，我赶忙说:“没事，妈妈，我也刚从学
校出来。”我坐上后座，把头贴在她的背上，她奋力蹬
车我们在风中前行。

突然间，雨来杂着小雪向我们扑来，能感到有一
股无形的力量将我们向后推。 我明显感觉车速变慢
了，妈妈用尽全身力气，弓着腰艰难前行，嘴上却说:
“宝贝，抱紧妈妈，我们一会儿就到家了。 ”

树影斑驳，青蝉高歌，星月皎洁。记忆中的盛夏，
不可缺少的，还有那一把摇动的蒲扇。蝉鸣声在燥热
的空气中被放大，与波浪一起朝人袭来。汗水让衣服
贴在皮肤上，像包粽子一样裹住了全身。无论是与伙
伴玩耍还是坐着乘凉都被闷热紧紧地全围， 喘不过
气。每当这时，爸爸便拿出他的蒲扇用那有力的手朝
我轻轻扇风。 像是变魔法一样漫天卷地的热浪被赶
走了，像被打败了的逃兵，消失得无影无踪，身边只
有一阵阵清凉的微风。仿佛有着丝绸般的光滑触感，
将我包围在一个轻柔凉爽的小世界。 蝉鸣声蛙鸣声
蟋蟀的鸣声此时也仿佛变得动听起来， 如千万个演
唱家合鸣出盛夏傍夏的和谐乐章。

每当五月的风送来菖蒲的气息，每逢此时，奶奶
就要为端午节忙碌起来。空气中氤氲着的，是淡淡的
箬叶香。 奶奶家住在乡下，拥有一座小院儿，端午节
那天，奶奶总会早早地准备好箬叶，糯米、红枣。一片
片深绿温婉的箬叶卧在清亮亮的水里， 貌白色的需
米如精雕细琢的白玉安静的躺在水底， 酒红色的枣
子则在水面上悠闲的飘来飘去。

“开始包粽了咯。 ”只见奶奶先从水中捞出几片
箸叶，把一端攥成漏斗状，然后在“漏斗”的尖处放一
枚红枣，再放入糯米,用粽叶的另端顺着那维形“漏
斗“将粽子圈圈包裹好,最后扯下一根线作为粽子的
腰带”,紧紧地系在棕子身上。 这样，棕子就完美的完
成了。

转眼将到端午，我多想再嗅一嗅那箬叶的清芬，
再品一品那悠远的棕香。愿这清芬依旧，愿这粽香永
存。

（作者系巫峡初级中学 2019级 8班学生。 指导
教师，陈次勇）

成长中的那些事（节选）

罗 灿

这是一个超乎想象的硕大盘子，装着一
只心型的青螺。 经年累月之后，盘子渐渐显
小，而青螺却越来越大，越来越美。

这是明亮在唐诗里的盘子，是盛在唐诗
里的青螺，是唐代诗豪刘禹锡用他敏锐的观
察力和超凡的想象力，端给世人的一盘诱人
风景。 在《望洞庭》一诗中，他用了明丽生动
的句子，告诉世人，洞庭湖的湖心里，有着这
样的稀世珍宝：“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
镜未磨。 遥望洞庭山水翠， 白银盘里一青
螺。 ”

位于洞庭湖岳阳段中央的君山岛，就是
那只在唐诗里美丽至今的青螺。

这是一只外形秀美、 色彩艳丽的青螺。
我素常见到的江中岛、湖中岛，大多是比较
平坦的彩色地毯，美艳却起伏不大。 而君山
岛则不然， 它是一座山一样的岛， 上有 72
峰，灵秀有致，跌宕有韵。 它本身是湖中岛，
岛上又有小湖，在欣赏者眼里，这被盛在白
银盘里的青螺，体内又见小银盘，且螺层众

多，盘旋向上，看点甚广。 尽管已入深秋，但
岛上常绿树木、茂密竹林与澄静湖泊，共同
绘成了一幅青碧山水立体画卷，没有丝毫的
萧瑟状。

这是一只被赋予了浓厚传奇色彩的青
螺。 它的身上，蕴含了众多神话传说和民间
故事。

有关于爱情的，如舜帝二妃追随夫君来
到洞庭，闻夫已崩，抱君山竹痛哭，泪尽而自
沉于湘水，湘妃祠、泪斑竹、二妃墓等著名景
点就承载着这凄美爱情。 有柳毅传书的故
事， 讲述柳毅与龙女间曲折微妙的情缘，柳
毅井、 传书亭两大景点就见证着这旷世奇
缘。

有关于图腾崇拜的，位于龙舌山下的龙
涎井， 再现的就是华夏先祖关于龙的想象。
井口镶有龙云纹石，井内赭黄色岩石酷似龙
舌，泉水从岩石上注入井里，好像涎水在慢
慢往下滴， 井旁一对雕龙石柱坊赫然入目。
相传从龙舌上缓缓滴下的涎水， 清澈纯净，

四时不溢不涸。
有关于神仙的， 传说吕洞宾每次游岳

阳，都会来君山吟诗，后世人在他酌酒独倾、
对风高吟、醉卧酣眠之处建起了一座翘角飞
檐、仙气满满的朗吟亭。

还有关于帝王与农民起义领袖的，如相
传秦始皇留印封山的摩崖石刻封山印、传说
中催醒南宋末年洞庭湖畔起义军的飞来神
钟等等。

在君山，每一个故事都对应着一个或几
个景点， 每一个景点都承载着一段传说，美
丽奇幻，万代流传。

这是一只饱含文韵的青螺。 山上的石头
是它的螺壳，螺壳上刻满了众多文人墨客歌
咏君山的诗、为君山奇美景致题的字和刻的
碑。 飘荡在风中的清幽气息是螺号声，螺号
里回旋着这座以“奇”“小”“巧”“幽”“古”闻
名的湖中岛那缠缠绕绕、 飘飘渺渺的文韵。
“淡扫明湖开玉镜，丹青画出是君山”，是诗
仙李白的由衷赞誉；“疑是水仙梳洗处，一螺

青黛镜中心”， 是晚唐诗人雍陶的细致欣
赏。

到了洞庭，到了君山，你就会知道：刘禹
锡老先生为什么要用“遥望”二字了。 那必须
是遥望，非遥望不能看清君山之全貌，非遥
望不能领略君山之奇美。

公元 824 年秋，刘禹锡老先生经洞庭赴
和州刺史任上， 在一个月色清朗的夜晚，他
就那样遥望洞庭，心醉神驰，写下了跨越千
年、流传万代的诗章。

如果，你在秋日的明月之夜，在可以遥
望到洞庭和君山的地方， 邂逅刘禹锡老先
生，满怀敬意地问他对今天的洞庭和君山有
什么期待和寄望，想来，他一定会捻着胡须，
沉吟着，悠悠地说：愿银盘更大，青螺更美，
月色更亮。

盛在唐诗里的青螺
张春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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