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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又至，走在大街小巷，不
时会飘来阵阵浓郁的粽香。每每
这时，我的脑海里便会浮现出旧
时端午的情景。

乡间的五六月，富足而又繁
忙，杏儿、李儿、桃儿上市了，四
季豆、黄瓜、青椒、毛豆、小白菜
也青葱欲滴、鲜嫩爽口。地里油
菜熟了，麦子黄了，村里人忙着
收割，每家都要榨些香喷喷的清
油。麦粒归仓了，白白的新面也
磨了出来。端午这天，村里人带
着小丰收的喜悦，闲下来歇一
歇，全家欢聚一堂，借着这个佳

节，好好地犒劳一春的辛苦。早
些年生活贫苦,为了把佳节过得
更有新意，母亲想着法儿给我们
变换口味。

一早起来，母亲便从院子里
割两把艾草，摘去黄叶，用红线扎
好，插在大门屋檐下。然后拿一
把镰刀去割韭菜，洗净，切碎，拌
成馅儿，和好新磨的面粉，包成韭
菜盒子。锅里倒入新榨的菜籽
油，用油香炸出锅。母亲炸的韭
菜盒子表皮金黄，咬一口，酥脆软
和，鲜嫩清香。

我最喜欢吃的是母亲炸的香

酥南瓜花。那时，我家屋子的东
墙外有一片空地，上面长满了杂
草，母亲将它整理了出来，种几
眼南瓜。南瓜生得特别活泼，灿
烂五月，碧绿的藤上便举着一朵
朵金灿灿的花。母亲将花蒂上
没有结瓜的公花摘下来，取花梗
和 花 ，拌 入 面 粉 里 ，打 一 个 鸡
蛋，加点水，调成糊状，裹上鸡蛋
液，下油锅中火炸至两面金黄，捞
起，便是一朵朵清香可口的香酥
南瓜花。

岁月更替里，日子一天天
好起来。不知哪一年开始，我

家的端午节吃上了粽子。每年
母亲早早地就预留了糯米香肠
腊肉，端午那天提前把粽叶糯
米淘洗干净，晾干，把腊肉、香
肠洗净切好。吃过午饭，就开
始包粽子。

母亲包粽子就像制作一件
艺术品：从盆子里取两片粽叶，
光面朝上铺展在手上，另一只手
将叶子卷成漏斗状。左手握着
漏斗，右手从盆里抓适量糯米，
倒入漏斗里，用勺子按压一下，
从碗里拣些切好的腊肉或香肠，
放入糯米里稍微按压，再次加入

糯米，使之与漏斗口齐平，用汤
匙压实。然后，将上端的粽叶压
下来，盖住漏斗面，左一下右一
下地缠绕着，最后轻轻按压裹
严，用线捆扎，一个三棱形的粽
子就包好了。

粽子包好后，放入锅里煮。
大火煮开，文火慢焖，不一会儿，
粽叶与糯米的清香从锅里溢出
来，在空气里弥散，整个村子都沉
浸在端午的味道里。

时光在一年年的粽香中轮
回，我们又一次与端午深情相拥，
在缅怀中度过一个特殊的节日。

粽 飘 香
○杨丽琴

桃儿红，杏儿黄，五
月初五是端阳。这一
天，粽子飘香，人们互道
安康，记忆中赛龙舟的
场景也总在我脑海中浮
现。

在儿时的家乡，每
年端午节，大家都会去
江边看赛龙舟。我家前
面有条河，也是龙舟的
必经之路。河两岸总是
人山人海，大人们一边
吃着粽子，一边议论着
赛事。我们小孩子自然
不会错过热闹场面，使
劲向人群里钻，脖子上
五色绳编织的蛋袋摇来
晃去。那是在早上日出
之前，妈妈就悄悄给我
挂在脖子上的，说是能
祛除邪恶，保佑小孩健
健康康成长，这也是家
乡的习俗。

在嘈杂的人声中，
突然有人喊：“龙船来
啦！”密集的人群霎时骚
动起来，人们挨挨挤挤，

看不到的人急着踮起脚尖。河面上的龙舟由远
而近，由小变大，速度很快，明明才看见一点影
子，转眼间就到了跟前。一条条蛟龙争先恐后，
你追我赶，队员们时而站起用力划桨起冲，时而
保持团结，整齐深划每一桨，几乎每个人身上都
有水花溅着的痕迹。“嗨嗬，嗨嗬……”龙舟的号
子声与岸上的喝彩声交织成一片欢呼浪潮。龙
舟渐行渐远，我们沿着岸边追着舟跑，那欢乐的
情景，深深印记在我的心中。

长大后，我才知道端午节的内涵，屈原的爱
国精神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这种精神体现到热
爱家乡上，家乡的面貌才在一代代人的建设下有
了巨大变化。正如端午的龙舟竞渡，这是意志的
角逐，是毅力的较量，更是团结合力、奋勇争先的
大比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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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每回读到
唐代诗人张建封的《竞渡歌》，我总会忆起端午节
的竞渡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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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食粽，是国人的传统习
俗，亦是我家年年不变的习惯，更
是一种生活态度和仪式。

端午节前的阳光和雨水都是
最好的，从记事时起，每年端午
前，奶奶都要到很远的山里去采
摘粽叶。奶奶说，粽叶分两种，一
种生地里，油绿鲜亮，绿中嵌白
斑，形漂亮，味清香，叫地粽叶；一
种长树上，形似竹叶，稍阔，叶面
布满白绒绒细毛，叫树粽叶，样子
和味道都没有地粽叶好，是次
选。某次，不知奶奶从哪里挖来
两株地粽叶，当宝贝似的种在院
里精心伺弄，年年添新叶，以后端

午包粽子都是就地取材。浸泡满
盆糯米，煮香一锅粽子，就着咸鸭
蛋，父亲一顿可以吃十来个拳头
大小的粽子。好胃口是可以传染
的，一顿下来，满锅粽子剩不了几
个。第二天，奶奶再拿自家榨的
菜籽油做一道油炸全粽，色泽金
黄，外酥内软，洒上晶亮的白糖，
别是一番滋味。

今年端午节，母亲早早让我
回家一起包粽子，她坚称外面买
的味道和卫生都不靠谱，自己亲
手包的才地道。

母亲从地里摘回新鲜的粽叶，
清水冲洗，搁竹篓里沥水。另一

边，将头天夜里泡好的糯米淋入些
许碱水，可以增加糯米的黏性，更
易煮熟，且色泽剔透，味道清香。
之后和以绿豆，拌之红枣，挽叶、填
米、筑实、捆扎，看似简单，却步步
是经验，招招显技术，三两下功夫，
一个有棱有角的粽子就诞生了。
父亲是不会这等细活儿的，他负责
劈柴和生火，母亲负责掌勺和唠
叨，他们的默契由来已久。

冷水下锅，咸鸭蛋和粽子是绝
配，一锅同煮。柴火旺，粽子香，父
母脸上的笑泛着柴火一样的亮光。

小黄猫嗅着味道从屋外潜进
厨房，叫得嗲声嗲气。院里的月

季开得如火如荼，地里的南瓜如
同刚刚上了一层青绿的釉，小风
若有似无，又暖又甜。

微微浸油的咸鸭蛋，红绿相
间的水晶粽，鲜香的白水素煮南
瓜，还有一盆蒜苗炒腊肉，最简单
的食物因为与亲人同食而充满温
馨的人间烟火，最能诠释端午的
味道。然而，父亲却只剥了两个
粽子就放下筷子。我不解地看向
母亲，母亲将一个剥好的粽子放
到我碗里，说父亲自从年前做了
胆结石手术，饮食上大不如从前
了，就连最喜欢的粽子也只是尝
两个味道而已。

母亲说得轻描淡写，我却从
她眼里看到了心疼与无奈。我心
中突然哽了一下，那个年轻力壮、
无所不能的男子是在哪天不见
的？眼前这白发苍苍、目光昏昏
的垂垂老者，便是我曾顶天立地
的父亲。他行动迟缓，形体像母
亲夏天晾晒的豇豆，昨天还鲜活
饱满，一夜之后，就缩减了一个型
号，变得干瘪瘦削。饭桌上没有
父亲的感染，粽子吃得也寡味。
母亲看着剩余的大半锅粽子，眼
里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哀愁。

年年端午粽香，今年的滋味
究竟因为父亲的少食而淡了。

端午的
○刘腊梅

临 近 端 午 ，
商场里各种口味
的 粽 子 琳 琅 满
目，街上摊贩的
叫 卖 声 此 起 彼
伏。在我童年的
记忆里，似乎从
来 没 有 吃 过 粽
子 。 那 时 家 里
穷 ，买 不 起 粽
子，过节最多就
是 吃 一 顿 白 面
条，不过有一年
端午，我却吃到
了点心，至今记
忆犹新。

那 一 年 ，我
六岁，哥哥十二
岁，在上小学，姐
姐在外地打工。
二月的时候曾有
个亲戚来看望父
亲，提着一包点
心，白色的包装
纸 叠 得 方 方 正
正，上面压着一
张 红 色 的 油 光
纸，四边有细线
拴上打了结，看
着挺新鲜。母亲
告诉我，里边包
着的是点心，很
好吃。我嚷着要
瞧，母亲便小心
地拆开上面的绳
结，展开包装纸，两层排列整齐的点心露出
来，圆圆的，黄黄的，散发出一种淡淡的香
味——我的口水忍不住流出来了。

母亲并没有像我和哥哥期盼的那样，
把点心分给我们吃，而是依着原来的折痕
把点心重新包了起来，她说：“你姐不是来
信说，端午的时候她会回来嘛，先存起来等
端午你姐回来，大家一起吃。”哥哥想了想
说：“妈，我的那一份我现在就想吃。”母亲
瞪了他一眼，说：“不行。”看到我们眼巴巴
的样子，母亲迟疑了一下，重新打开来，取
了些掉在包装内的点心皮，放在我俩掌心，
我和哥哥兴奋地在嘴里咀嚼，心里别提有
多高兴啦！

没过多久，母亲发现少了一块点心。
原来，她把点心放在陪嫁的柜子里，被哥哥
无意中看到了。十多岁的年龄，正是调皮
淘气的时候，哥哥没禁住诱惑，趁母亲忙农
活不在家，从柜子里拿出一块偷偷吃了。
那天，母亲拿着棍子狠狠地揍了哥哥。晚
上，哥哥撅着屁股趴在床上，呲着牙眉飞色
舞地向我炫耀：“点心真甜，里面有花生、瓜
子、糖，比咱们那天吃的点心皮好吃多了。”
哥哥的话，勾起了我心中的馋虫，从此我天
天盼着端午的到来。

端午终于到了，可是直到晚上，姐姐仍
然没有回来。油灯下，母亲终于取出了那
包点心，她抬头看了看外面漆黑的夜，慢慢
打开，拿起一块刚要给我，突然吃惊地叫起
来，我们探头望去，只见那块点心上面长出
一层黑色的霉斑。母亲又拿起一块，发现
也是如此。原来那包点心长时间放在柜子
里，过了保质期，已然发霉！

望着发霉的点心，母亲的脸上写满了
自责和可惜。但我们都舍不得扔掉，于是
母亲用刀削去带有斑点的外皮，递给我和
哥哥，我俩不以为意，津津有味地吃起
来。母亲则拿起那些削下来的皮，用指甲
抠了抠上面的斑点，放进嘴里。结果那天
晚上，大家都闹了肚子，折腾了大半夜。
几天后，我们才收到姐姐的来信，说工作
太忙，暂时回不来。

那年端午的点心，虽然发了霉，却是至
今想来，我童年里吃过的最美味的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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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之间，端午节又
到了，随着节日的临近，
我越发想念外婆做的“槲
包粽”。

“槲包粽”是用槲叶包
上糯米、花生、红枣等煮出
来的美味佳肴，槲叶是伏牛
山区的一种灌木叶子，长约
七、八寸，宽约五、六寸，边
缘有圆形齿，形状似绿色的
手掌。

做“槲包粽”是个细致
活。包粽子之前，要将新鲜
的槲叶高温蒸煮，摩擦清洗
去涩，让叶子变得柔韧。包
粽子的时候，外婆熟练地将
两片槲叶上下交叉叠好，叶
柄朝外，放入泡好的糯米、
红豆、大扁豆、红枣、花生

等，用手扒匀，先对折两边
的槲叶，再把叶柄对折起
来，裹成长条形用绳子捆扎
结实，一层层整齐地码放在
大铁锅里。

煮粽子虽然不费事，却
需要耐心和时间。外婆先
给锅内添水，为了防止粽
子漂起，上面再压一块石
头，用大火煮上几个小时
以后停火，继续在锅里捂
上一夜。第二天早晨，剥
开一个“槲包粽”，蘸着白
糖吃，糯米和各种豆类的
味道，混着一股槲叶淡淡
的清香，吃到嘴里软糯香
甜，真是妙不可言！

豫西地区还有“躲端
午”的习俗。端午节当天，

出嫁的女儿要回娘家看望
父母，“槲包粽”自然是必
不可少的礼物，娘家的父
母则备好酒菜设宴。待女
儿和丈夫一起离开时，娘
家不仅要赠送夏衣、雨伞、
扇子、草帽，还加上油条、
糖糕、馓子、麻叶儿等食品
作为回礼。

槲叶包的粽子有一股
特殊的香味，和莲叶、竹笋
叶、芦苇叶包的粽子有很
大区别。槲叶不仅能包粽
子，还可以入药，有止血、
清热利尿之功效。《本草纲
目》记载：槲叶，气味甘、
苦、平，无毒，具有止血、止
渴利小便的功效。唐代诗
人温庭筠《商山早行》也提

到槲叶：“槲叶落山路，枳
花明驿墙。因思杜陵梦，凫
雁满回塘。”

著名翻译家曹靖华在
《粽香飘飘忆当年》一文中，
详细地描述了豫西老家“槲
包粽”的制作和食用方法。
他还将故乡的槲叶寄给鲁
迅，鲁迅将其覆盖在米锅
里，蒸出的米饭就有了一种
特殊的香味。因此，鲁迅在
给曹靖华的信中，对槲叶大
加赞赏。

外婆的“槲包粽”是我
的最爱——虽然她已经去
世多年，此刻，我眼前却浮
现出外婆包粽子的身影，似
乎又闻到“槲包粽”那诱人
的清香……

“槲包粽”和“躲端午”
○王文莉

“艾叶香，香满堂。桃
枝插在大门上，出门一望麦
儿黄。家家户户庆端阳。”
每每响起儿时经常传唱的
歌谣，我就知道快到粽子飘
香的端午节了，民间自古有
端午节在自家门窗插艾叶
的习惯，更有“悬艾人，戴艾
虎，饮艾酒，食艾糕，熏艾
叶”等种种风俗。

艾叶，又名艾蒿、艾草
等，为菊科植物。《本草纲
目》中记载，“艾以叶入药，
性温，味苦，无毒，通十二
经。”具有回阳、理气血、逐
寒湿、止血安胎等功效。艾
叶是野菜，也是一味中药，
南方人经常食用，而北方人
一般药用较多。农家有句
俗话“家有三年艾，郎中不
用来”，可见艾叶作用大。

小时候，每年端午前，
母亲都会在日出前把我叫

起床去割艾蒿，顺便再折一
些 柳 树 杨 树 等 五 种 树
枝——叫“五样条子”。母
亲告诉我，这东西平常是
草、是柴，唯有端午这天就
是药。露水、湿气都是药的
组成部分，若是太阳出来，
露水干了，湿气没了，药力
就会大减。母亲将艾叶悬
于门上，淡淡的艾香可以提
神祛秽，使人心情愉快。剩
余的散开来放在背阴处，慢
慢地晾干，这叫阴干，不能
暴晒。“五样条子”晾干后，
煮水能治跌打损伤和风湿
病，艾蒿晾干后拧成辫子，
吊在屋檐下门窗边可以驱
蚊虫。把艾叶熬汁，然后兑
水稀释沐浴，可除身上长的
小红疙瘩，治湿疹瘙痒。

艾叶煮鸡蛋是我儿时
的最爱，母亲把新鲜的艾叶
洗净后扎成一小束下锅，再

放入鸡蛋、红枣、风球，配上
几片生姜。艾叶煮的鸡蛋
个数通常是3的倍数，如6、
9、12等，先让小火炖上一小
时，把蛋壳敲几个小裂纹再
放入锅里继续煮，煮熟的鸡
蛋带着艾香非常好吃，还可
以 预 防 头 痛 头 昏 等 小 毛
病。有时候天气突然转凉，
家里人不小心感冒了，母亲
就把艾叶炒熟后碾成粉再
加入鸡蛋煎着吃，没几顿咳
嗽就治好了，艾叶煎鸡蛋似
乎是止咳平喘的妙方。

还有母亲用小米艾叶
熬制的艾叶粥，清凉解暑易
消化，实为夏季佳品。将小
米淘洗干净，在清水中浸泡
两小时，将少量新鲜艾叶洗
净切碎，小米加水烧开后再
加入艾叶一同用文火熬成
粥，根据自己的口味加盐
或糖、蜂蜜，清香扑鼻又略

带苦味的口感下火祛暑，
令 人 回 味 无 穷 。 夏天夜
晚，母亲常在我睡的草席边
把艾蒿点燃，一缕轻烟带着
艾草的香味轻悠悠向我飘
来，蚊子被赶走，夏日的热
浪逐渐安静下来，让我渐渐
进入梦乡。

又到 飘飘时
○桂孝树

艾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