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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NRI LONGYOU

又 到 中 华 民 族 的 传 统 节
日———端午节，喜欢美食的我,最先
想到的是粽子，那是母亲亲手包裹
的“端午粽”， 带着箬叶的悠悠清
香，裹着浓浓的亲情，年年萦绕在
我的心头， 挥之不去， 念之弥新
……

我的老家在龙游北乡，每年端
午节， 家家户户都有裹粽子的习
俗。

记得头一次吃到父母送来的
“端午粽”，是在我要参加高考的那
一年。

端午节那天，正赶上江南的梅
雨季节。 天公不作美，竟然一连下
了四天四夜的大暴雨，学校旁边的
那条窄窄的小溪，河水暴涨，两岸
的农田成了一片汪洋。 通往塔石中
学的那条唯一的小木桥，在洪水中
摇摇欲坠……学校下了“死命令”：
端午节谁都不准过桥回家！ 我想，
学校离家有二十多公里，公路有不
少地段已经被洪水冲毁，公共汽车
已经停开。 看来，今年的端午节怕
是吃不到母亲亲手裹的“端午粽”
了。 谁想到，临近放学的时候，一个
头戴笠帽， 身穿蓑衣的熟悉身影，
出现在我们的教室门口———来人
竟然是父亲。 我马上跑出教室。 来
到走廊，看到父亲穿着蓑衣，全身
都湿透了， 那绾得很高很高的裤
脚，还在哗哗地淌水，很快湿了半
个走廊。 父亲看到我出来，连忙用
那双满是老茧的手，抹了一把脸上
的雨水，对我笑笑，马上从怀里掏
出一个小包，塞进我的手里。 我疑
惑地打开一看，竟然是两只粽子!看
看落汤鸡样的父亲，想想小溪上那
摇摇欲坠的小木桥，我头一次对父
亲发了火：这么大的雨，那么急的
洪水，您跑二十多公里的路，就为
了送两只粽子？ 值吗？！ 父亲低下
头，像一个懂事的，知道自己做错
了事的小孩子，一言不发，傻傻地
站在一旁，看着我吃下了带着他体
温的粽子，甜甜地笑着，走了……

我吃到父母寄来的“端午粽”，是
在刚参加工作的那年端午节。 那时
候，我们青工宿舍里住了四个像我一

样的“快乐单身汉”。 端午节那天，大
家都不愿回家吃“端午粽”，我们四个
人就聚在一起会餐，吃田螺、喝啤酒、
侃大山……正在兴头上，邮递员在楼
下大呼小叫地喊我的名字，让我签收
邮件。 我下了楼，邮递员递给我一个
寄自龙游的包裹。我愣了好一会———
我从来没有收到过什么包裹，这会是
谁寄来的呢? 里面装的是什么好东
西?我兴奋地打开一看：里面竟然是
四只“端午粽”! 见此情景，同事个个
笑得前仰后合，喘不过气来。 我因此
觉得特尴尬， 觉得父亲让我特难堪，
丢尽了脸面。 晚上，我头一次好好地
坐下来，摊开信纸，给父亲上了一堂
勤俭节约的“教育课”———生活，要学
会精打细算， 那几只端午粽值多少
钱?几百公里的邮费要多少钱?您还
是生产队的小会计呢，这样的经济帐
都不会算，岂不让人笑掉牙?!

后来，我成了家，在城里扎了根。
父亲母亲在年年的端午节，从龙游北
乡，坐汽车，挤火车，给我送“端午
粽”。 有时父亲来，有时母亲送，有时
两人一起来，实在脱不开身就托熟人
带，从未间断过。 因此，二十年了，我
们夫妻一直都没有机会学习包粽子。
可是，每次收到父母的“端午粽”，我
们都要埋怨父母， 缺少经济头脑，不
会算经济帐：那么几只“端午粽”能值
多少钱?那一百多公里的路程，来回
的车票钱，得花多少钱?那邮寄费，足
以让我们在城里买上一筐“嘉兴粽
子”了! 听着我们的数落，父母总是一
言不发，从来不辩解，从来不反驳，只
在一旁呆呆地站着， 傻傻地笑着，甜
甜地看着我们吃着他们带来的“端午
粽”……过了年，到了端午节，他们仍
一如既往地送来他们亲手包裹的“端
午粽”———他们早已经把我们的指责
忘到九霄云外去了……

那年，儿子高中毕业，进了大学
校园。我们与儿子见面的机会相对少
了， 平常也只能在电话里聊聊天，话
也少了。 于是，我们的心里悄然升起
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失落感。一晃又到
了端午节。 那天，我们又如期收到了
父母托人送来的“端午粽”。 看到了
“端午粽”，妻子马上想起了在学校的

儿子，当即拨通了儿子的手机，试探
说要给儿子送“端午粽”去。儿子在电
话里当即拒绝说，没那个必要，学校
食堂里天天有粽子卖， 一年到头，什
么时候都可以吃上……搁下电话，妻
子的眼里竟然盈满了泪水，跟着一滴
一滴地掉了下来。 我很奇怪，一向性
格倔强的妻子，怎么会那么轻易地掉
眼泪?就为这，妻子难过了好几天。看
到妻子那怅然若失的样子，我心里忽
然明白，父母为什么那么固执，不顾
我们的坚决反对，一如既往地给我们
送“端午粽”的缘由了：贵重的不是粽
子本身，而是粽子寄托的父母对儿女
的一片深情；他们带来的不是简单的
粽子，而是对子女无尽的思念和绵绵
的关爱!

父母总感觉自己是一把晴雨
伞，无论天雨天晴，都要罩在儿女们
的头顶上，为他们遮风挡雨。 他们
不管儿女是否长大，也不管这把伞
是否已经太小，能不能罩住他们?可
他们依然觉得这把伞可以撑在儿女
们的头顶……

人与人之间的关爱是微妙的，
特别是亲情之爱。

人一旦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
那种没有用的感觉，看着儿女们长
大了，成家立业了，父母的第一感觉
就是自己老了。 作为子女，我们任
何时候都不能忘记父母，应该处处
孝敬父母。 因为，我们一辈子可以
有许多选择，但是，我们不能选择父
母，那上帝赐给我们的血缘关系，无
论何时，无论何地，无论贫穷还是富
有，我们都不能忘了对父母的孝顺。
但是，孝顺不是简单的付出，不只是
给点钱，送点礼品，那样简单。 我们
也可以在适当的时候向父母小小地
索取一下，哪怕是一把青菜、一瓶霉
豆腐、一坛咸菜，几只他们亲手包裹
的粽子……满足一下父母老有所为
的心愿。 要知道，那可是对父母感
情上的最大慰藉。

我们要爱护父母，我们也要给
父母爱我们的机会，适当地接受父
母的给予，让他们尽情流露关怀儿
女的满足感，实现他们的父母心，成
全他们那浓浓的关爱!

“来!来!瞧一瞧，闻一闻!新装的香包来啦! ”
这几日，龙游城市各广场的四角，多起了卖端午
香包的“地摊商”。 哦，这让我想起来，他们可是
最知时节的“报喜鸟”，又在提醒平日里脚步匆
匆的人们了，“清明插柳，端午插艾，家中老母把
粽爱”，不知不觉间，端午时节又来到。“艾草垂
门端午香，叶包思念粽中黄。 一杯美酒愁千滴，
心越千山到故乡。 ”不管远近，你准备回家看看
了吗?

让我思绪回转的是， 那诱人的卖香包的小
推车，有一辆游走到我面前了，红艳艳的，煞是
好看! 作为端午节传统习俗，小孩佩香包又叫戴
香囊。 它里面有雄黄、朱砂、香药等，外包以彩丝
布，玲珑夺目、清香四溢，不但有避邪驱瘟之意，
而且有襟头点缀之巧。

于是，这招人喜的小推车面前，常常围着一
大帮人，你都认不出哪个是推车的“游商”。挤进
人堆的老奶奶，生怕外边的孙儿等焦急，又赶紧
挨出来。 眉飞色舞的她们， 把香包挂上娃的脖
子， 又把五彩绳系上手腕、 脚踝……这时的孙
儿，已被彩饰扮成灵童哪咤一般。

经老奶奶上下打量，满意后，方才乐呵呵地
牵着娃离开。 你若驻足， 听火红火红的香包车
边，热热闹闹的，把一阵阵喜气洋洋的香风漾向
四面八方……这时，你会想到，当年的长辈也曾
帮自己挂过这些多彩的祈福物吧……正是它
们，增添了我们生活中的多彩喜色。

端午时节吃粽子， 是让我小时候十分神往
的。那年头，除了挂记过年时的冻米糖，便是惦
念端午节的香粽了。 当年，我们农村娃难得
有郊游的时光。 老师便把这机会选在端午节
后一二天。

因为，那时的我们没有洋派饼干、袋装牛奶
等花色货， 一枚枚香粽便是我们行军途中的最
好干粮。 沿路随处可觅的溪泉虽未经“五水共
治”，却是掬手能饮的! 午间，老师会把我们这群
娃领到一个有溪泉流淌的山坳里， 任我们撒野
尽欢。 大家交换着品尝粽子， 它们虽然土里土
气，但个个又香又润。

我记得，1983 年端午节前几日，林同学的母
亲因病离世，他从三年级起就失去了母爱。 那年
郊游，原本是携带一两枚粽子的我们，都听从自
己母亲的叮嘱“帮小林带上两枚，他没了娘，家
里可能没人裹粽了”。

席地就餐时， 一幕让我难忘的情景呈现
了———这帮农村娃争着跑到林同学面前“敬贡”
自家香粽，一枚、两枚、三枚……躲在稍远的他，
原本托着一只装有霉干菜炒饭的尼龙袋， 蹲在
地上准备充饥……一见此景，林同学愣住了! 一
会儿， 他看着来自 55 个家庭的 110 枚粽子，在
双膝前起了堆。这时，11岁的他，大哭起来，我们
劝不住，班主任也劝不住……“娘走的时候拉着
我的手说‘不能哭，要帮父亲看好妹妹。 ”他哽咽
着说：“这一回，在山里，我要哭个够……”

时间如指间沙，静静流逝，真情永驻。 如今
远在广州的林同学， 一直积极为老家的敬老院
和孤儿奉献爱心。 今年春节的同学会上，他眼眶
湿润地说：“虽然身在外， 但是心都让当年的那
堆粽子暖着!我感受到，自己不是没娘的孩子，母
爱的馨香永远飘在故乡的端午粽里! 这种香，激
励游子奋力前行……”

谨以乡土拙文，问候天下游子!

“端午粽”记忆

记得当年小时候

◎邓根林

端午节是中华民族古老的民俗
节日， 发展中杂揉了多地多种民俗，
全国各地有很多传说。 在龙游，端午
节就有在门前悬挂菖蒲艾叶的传统
风俗，这个风俗是怎么来的？

传说这与唐朝末年的黄巢起
义有关。

那时，北方爆发了声势浩大的
黄巢起义，农民起义军很快攻下唐
都长安，然后，迅速向各地推进。 不
久，起义军打过长江，进入江南，官
府的军队早已闻风丧胆， 溃不成
军。 由于受到官府的欺骗宣传，老
百姓听说黄巢起义军是魔鬼的化
身，见人就杀，以致大家非常害怕
黄巢军队的到来， 纷纷携家带口，
四处逃难。

端午节前，黄巢带领起义军攻
入浙江，准备进攻福建。

这天，黄巢来到龙游，带领几
个便衣随从，勘察行军路线，正巧
遇到一群逃难的百姓。 黄巢看到，

在逃难人群的最后， 有一位妇女，
挺着一个大肚子，身上背着一个岁
数较大的男孩，一手提着一只大包
袱，一手还牵着一个年纪更小的男
孩，在路上吃力地走着。

黄巢觉得有些奇怪，就走到她
的面前问：“大嫂，你这是要到哪里
去？ ”

妇女不知道黄巢的身份，匆匆
回答说：“逃命啊！ 大哥，快逃命去
吧！ 听说黄巢来了，不管大人小孩
的，见人就杀！ ”

黄巢接着又问：“那你怎么身
上背着岁数大的男孩，让岁数小的
孩子自己走路？ 是大孩子身有残
疾、腿脚不利索吗？ ”

那妇女说：“不是的，我背上背
着的是我家大伯的孩子，他的爸妈
都死了， 家里就剩下他一根独苗，
跑路的是我自己的儿子。 我想，要
是路上遇到黄巢兵追杀，我可以丢
下包袱，背着侄儿快跑———要是侄

儿被杀， 大伯家就断根绝后了，而
我，即使这个儿子没了，我肚子里还
有一个的。 ”

黄巢听了妇女的一番话， 马上
被她这种崇高的德行所感动， 他想
到了军队的口号“剑斩妖魔，旗开得
胜”，于是，对那妇女说：“我就是黄
巢，你是个难得的好人，你不用逃，
回去在自家的门口挂上艾草（艾叶
宽大像旗）和菖蒲（菖蒲叶似长剑），
士兵就不会杀你们。 ”

这位妇女对黄巢千恩万谢，回
去后， 她马上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全
村人，大家都照着做了。

后来，起义军经过这个村时，看
见家家户户的门楣上都插着艾叶菖
蒲，认为他们都是好人，就没有杀村
里一个人。

因为这一天是农历的五月初
五，从此，在每年的端午节这一天，
人们都在门楣上插上艾叶菖蒲，祈
求全家安康。

端午节门前挂艾叶菖蒲的传说

◎尹卫红

◎石三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