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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 阳
王和清

汨罗江 因为有屈原的爱国风骨
所以千百年来
人们仍在怀念传扬
同样 我们古老的义乌江
这养育着百姓的母亲河
底蕴厚重 源远流长
这一江水可饮可灌
这方人们可亲可敬
离骚一曲诗不断
江水千里同端阳
龙舟竞渡 呼声高扬
号鼓劲擂 心潮激荡
糯粽、香囊 清香飘满人间
钟馗、艾香 吉祥遍布江山
虔诚敬重 文脉相连
千年故事古今传唱
一腔热血中华信仰
夏雨大气洗尘埃
榴花灿灿红连天
蛙鼓声声催禾熟
一路《九歌》再流芳

喝火令·吟千年
季节柳

汨水哀贤者，荆人叹楚天。
怒携顽石入深渊。
身感水寒风冷，鱼与鳖谁怜？
粽叶飘香久，龙舟竞渡翩。
广邀诗友赋千年。
一阕《离骚》，一阕《九歌》绵。
一阕《九章》《天问》，《渔父》语犹言。

屈原祭（外一首）

胡巨勇

农历五月，所有的江湖
都归于一个名字：汨罗
千舟竞渡，亘古的涛声
诉说一缕诗魂的飘零
棕香镌刻哀思，苦艾濯洗历史
锣鼓声敲击的缅怀
一痛两千年

路漫漫其修远兮
借一条河涅槃回归
三闾大夫呵，楚风已成陈迹

《九章》还闪着圣洁的光芒
比悲伤更深的，可是
遥遥无期的家国情怀？
纵使举世混浊
你求索的步伐，总坚定地
奔赴命运的灯塔
抵达诗歌的海洋
在端阳，众人皆醉我独醒
一杯雄黄酒
唤醒谁人的不渝肝胆

说起端午，你会想到什么？是忘不了的粽叶香，一大

罐凉茶的微苦清凉，还是大门上插的碧绿艾草，抑或满满

药味的香囊？时光远走，岁月淡去，但愿记忆不改，传统不

减，端午的味道依旧。在乡下，端午节是一个重要的
节日。

乡村五月，草木葱茏，葳蕤盎
然。生长在山坡上、树林间、河沟畔
的艾草，更是生机勃勃，郁郁青青，
在清风中快乐地吟唱。那灰绿色的
叶子毛茸茸的，煞是可爱，有一种淡
淡的清芬药香，在空气中无声流淌，
沁人心脾。

端午前一天，勤劳的父亲骑一
辆破旧的自行车，在田野间逡巡，看
似漫不经心，实则在仔细寻找艾草，
在暗中侦查哪里的艾草长得更壮
硕，哪里艾草的叶子更肥美。

端午节到了，天还没有亮，晨光
熹微，父亲就起个大早，去采集艾
草。因为老辈人说，日出前的艾草药
性最强。老辈人流传下来的话未必

正确，但人们都是严格执行，形成了
一整套严肃的乡间伦理，人人遵守。

我和哥哥在炕上贪睡，还没有
挣脱梦的怀抱。父亲已抖落净泥土，
把艾草扎成捆，放在阴凉之处晾晒。
还不忘把艾草的嫩芽摘下来，挂在我
们的耳朵上。药香像一只美丽的蝴
蝶，在我们柔软的鼻翼间盘旋、萦绕。
药香越来越浓，似梦非梦。我们打着
长长的哈欠，睁开蒙眬的睡眼，眼前
是父亲母亲慈祥的笑脸。“孩子，这艾
草能辟邪，保你百毒不侵，百病不生，
平安长大。”母亲的话是那样温柔，一
向严厉的父亲也难得绽露笑容。我们
便像得到了特别的奖赏，欢天喜地地
起床。洗脸时，意外发现双腕上用红
绿黄黑白五色丝线编织而成的五彩
绳。这一定是妈妈的杰作。五彩绳的

含义我们都懂，也是趋吉避凶，祈福
纳祥，保佑我们健健康康的。艾叶还
挂在耳边，温柔地撩拨着脸颊，望着
手腕上的五彩绳，我们心中一热，感
激的目光投向父亲母亲。他们笑而不
语，目光中汩汩地流淌着慈爱，像门
外的小溪一样，潺潺不息。

狼吞虎咽地吃过早饭，背着书
包上学校。出门前，母亲又拿了几条
五彩绳塞到孩子手中，那是给老师
以及那些没有母亲的孩子准备的。

到了学校，恭恭敬敬地向老师问
过好之后，想起母亲的嘱托，赶紧掏出
五彩绳，系在老师的手腕上，又郑重其
事地给那些失去母亲的孩子系上。

这时，才注意到老师穿了一件
板正严肃的灰色中山装，这是只有
过节或是迎接上级领导检查才穿的

衣服。上课的铃声响了，老师给我们讲
端午节的来历，讲伟大的爱国诗人屈
原，讲他的理想和抱负，讲他被坏人勾
陷遭到放逐，讲他的《九歌》《天问》和

《离骚》，最后讲他的“路漫漫其修远
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讲着，讲着，
老师的眼中泪光盈盈，孩子们清澈的
眼眸也亮晶晶的，宛如星星。

30年的时光倏忽而过。当年的孩
子们也如蒲公英的种子被岁月浩荡的
长风吹落到天涯海角。但是，儿时过端
午节的情景，一直挂在我们记忆的门
楣上，历历在目，鲜明如画。多么希望
时光能够倒流，能够回到乡下，回到
童年，回到父母膝下承欢的日子，回
到老师神采飞扬讲解《离骚》的课堂。
然而，一切美好都交付流年。望着镜
中染霜的双鬓，惆怅不已。

我国传统的端午节，除了包粽
子，吃粽子，有一点与中医药相关，
那就是民间普遍流传的一种习惯，

端午节期间于门楣上插菖蒲挂艾
蒿。为什么？因为菖蒲艾蒿拥有
辟邪祛毒的功效。

端午节前一天，路过
一处地摊，发现地摊上
摆了很多葱绿的菖蒲
和碧翠的艾蒿，心头
蓦然间就涌起一股青
青的味，涩涩的味。刹
那间，缕 缕 乡 情 亲
情弥漫开来，飘飞
的 情 绪 被 一 种 叫
思 念 的 感 情 绾 结
住了。

我的乡下老家，每逢端午，家家
户户都有在门前插菖蒲挂艾蒿的
习惯。从小，我的身体就不太好，多
病多灾的。正因为这样，在端午节
的头一天，不管阴晴风雨，母亲都
会弄一束菖蒲和一束艾蒿回来。早
早地将它们插在门楣上。在母亲心
中，插菖蒲挂艾蒿可以祈求健康平
安。当然，世上没什么神鬼可言，但
毋庸置疑，菖蒲和艾蒿所散发的香
气确能驱逐蚊虫，祛瘟镇痛，有利
于生命健康。母亲固然不清楚这一
点，但她为自己的亲人祈福的心境
却芳香毕现。

记得 40 多年前的一个端午节
前夕，有人给父亲捎来口信，让他
去接一项小工程。说活很苦，但多
少可以赚点钱，只是时间长一点，

要一两个月。为了生
计，父亲毫不犹

豫 ，立 马 就 答

应了，并吩咐母亲为他打点行囊。
那天，母亲为着替父亲准备干粮，
忙了整整一天。天黑后，为了明天
的行程，父亲早早就歇着了。母亲
呢，在油灯前忙了一会针线，也吹
灯睡了。黑暗中，我分明听见母亲
在床上辗转难眠。

第二天天亮，父亲背上了行
囊，可母亲却不见了。我走出房门，
看见母亲背着一捆葱翠碧绿的菖蒲
艾蒿正急急走在回家的路上。那一
刻，我的视野里，母亲成了乡村原野
上一个移动的惊叹号。有些吃惊的
父亲，放下肩头的行囊，急急向背着
菖蒲艾蒿的母亲迎去。

父亲出发了，门楣上飘着菖
蒲和艾蒿的清香。母亲，还有我们
兄弟几个，站在菖蒲和艾蒿的清
香里，在心中为远去的父亲默默
祝福。

这件事，如今忆起，恍如昨日。

我知道，那天晚上，母亲所以辗转难
眠，全是因心头装着对即将出门的父
亲的牵挂啊。

人间又是端午时，新冠肺炎疫情
无休无止，病毒还在人间作恶。我买了
一束菖蒲和一束艾蒿回家，在青葱碧
翠的遐想和缠绵逼人的清怡之香里，
虔诚地将这两样带着乡野气息的草本
植物，各自摆放了一些在家门口和阳
台上。端午节这天，按计划去为儿子提
亲，途中，我想起了过世多年的父亲，
也想起了年迈的、腿脚不便的、住在妹
妹家的母亲，心头顿生无限思念，无尽
牵挂。

这样的时候，那些菖蒲和艾蒿，以
它的葱翠碧绿，以它的缠绵香气，安抚
着我的心境。在我心中，父亲去了，还
有母亲在。母亲在，家就在。就算是到
了鬓如霜、发如雪的年龄，有母亲的日
子，就意味着生命中的每一天依然拥
有敞亮、安详、和谐、温馨。

青青艾蒿抚人心

打小我就认为，端午节是母亲
的专利，因为母亲这天最为忙碌。

记忆中，端午节前母亲就开始
置办用品，先是从下乡的货郎那用
废旧物品换些五彩丝线，然后再到
山岭上采些香味浓郁的艾草，晒干
后用红的黄的蓝的布，做成公鸡、猕
猴、心形等形态各异的香荷包，尔后
再用丝线搓成五彩细绳固定，挂在
胸前煞是好看。端午节头天，母亲还
让我们这些顽皮的毛头小子，到村

北的塘边摘些粽叶供母亲包粽子。
那时农村穷，家里兄弟姊妹又

多，就盼着端午节能有好吃的和好
玩的。端午节这天，母亲早早地就在
厨屋忙活，蒸粽子、用新鲜的家槐树
枝煮鸡蛋，烧一锅香喷喷的农家鸡
蛋汤。让人馋涎欲滴的美食上桌后，
我们几个就狼吞虎咽地吃起来。母
亲说：慢点吃，别噎着，今儿管够。可
是，像我们这样的毛头小子，在那很
少吃上鸡蛋的年代，就是有十个鸡

蛋也能吃得下。懂事的姐姐就抢一
个鸡蛋和粽子递给母亲，母亲说不
喜欢吃，就喝一碗鸡蛋汤。

饭后，母亲便拿出她早已缝制
好的香荷包，让我们挑，我们拿到各
自的喜好，挂在脖子上又蹦又跳。母
亲还在我们每个人的手腕和脚腕上
系上五彩丝绳，我嫌难看不要，母亲
就说：“系上它祈福生活五彩，还辟邪
呢。”听母亲这样说，我就不再执拗。

后来，日子不论发生什么变化，

到了端午节，母亲还是这套忙碌。不论
儿女们在多远的城市，她都电话召回，
也不管儿女们年龄多大，她还是每人
发个香荷包，为手腕、脚腕系上丝线。
如今，就连不能插花戴朵的孙儿，都盼
着端午节回老家，让奶奶为他脖子上
挂个荷包，手腕、脚腕系上五彩丝线，
回到城里到处炫耀。

每回看母亲认真地给我系那五彩丝
线，我就想，这系的不仅仅是一条丝线，系
上的是家的亲情，传递的是浓浓的母爱。

母亲的五彩丝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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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人书话 张燕峰

◆笔写万象 魏益君

◆汉诗节拍

端午情思

◆情感人生 程应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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