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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怀屈原

端午节，我仿佛看到了
一个高大的身影，从汨罗江水中

跃出，穿越千年云烟
用《离骚》《天问》

掀起万重浪，在大地回响

以一条江的奔流
高举一种高贵的品格

用一个人的生命
铸成一种民族气质

龙舟争渡，粽叶飘香……

生活中太多的美好祈愿
早已填满了我们的胸膛

在每一个节日里，不断播种
让希望和未来，蓬勃生长

汨罗江的风

五月，汩罗江的风
从屈子的《离骚》中吹来
托举一缕诗魂，一路前行

席卷中华五千年

诗路上竖起一面旗帜——楚辞
香草美人，穿越时光
浪漫与现实完美结合
激荡出瑰丽的浪花

汨罗江的风，翻卷历史的浪潮
是后浪，也是前浪
追赶崭新的太阳

诗的经幡，漫卷苍穹

端午是一首诗

端午，于我只是一个名词
我只知道它是一个传统节日
一个纪念古代诗人的节日

至于，汩罗江的龙舟和号子
穿行在江水的呐喊里

只作为一首诗，读它的深意

如果屈原返回江面
那长袖舒展的，一定是一道朝霞

泛起千层浪，像欢声笑语
被我们斟进酒杯，与时代同醉

而我的目光，仍在每年的这个时候
停留在粽子上，我爱吃粽子

甜甜的柔柔的江米，粽叶的味道
像小女子的挚爱

我的儿童时期是
在 新 中 国 诞 生 的 前
后，也就是二十世纪
40 年 代 末 到 50 年 代
初的那几年里。那时
虽然家贫，天天不过

是粗茶淡饭，甚至在青黄不接的时期，还要靠野
菜度日，但每到端午节，粽子总是要吃的，几样
好玩的事儿总是让人开心的，所以小孩子们早
早地就盼望着了，我当然也是其中的一个了。

包粽子：包粽子是一件麻烦事，提前七八
天就得备粽叶，这是我们秃小子们最乐于接受
的任务，东跑西颠上山下沟，找苇塘钻苇林，不
但抱回粽叶，还能捎带些意外的“收获”，比如
衣兜里的青杏、桑粒儿、酸溜溜、甜根儿等等，
分给家人尝尝新鲜，大人孩子都眉开眼笑的享
口福，我在一旁看着他们吃，觉得很有成就感，
所以每年都愿意做这件事。至于粽叶的挑选、
清洗、加工以及泡米、包煮等一应事体那就由
妈妈姐姐们去干了，我就支起牙来等着吃粽子
了。

寻艾蒿：过端午节艾蒿是主角，万万离不得
的。这是我们男娃娃的第二项任务，寻找艾蒿可
不能提前下手，这要在端午节当天的太阳未出之
前完成才行。为了按时采回艾蒿，头天晚上我早
早便睡下了，第二天外边还黑乎乎的，妈妈就将
我叫醒，带上镰刀，会上左邻右舍的小伙伴，向大

山深处进发，寻艾蒿不同于采苇叶，因为苇塘无
边无沿一大片，而艾蒿则是东一撮西一蓬的，满
山遍野地找，待满身大汗露水湿透鞋子，太阳也
开始露红了，我们个个肩扛一大捆艾蒿胜利而
归，妈妈见了高兴得赶紧颠着小脚跑过来，掐几
片鲜灵灵带着露水珠的艾蒿叶，放进洗脸盆里，
招呼着孩子们过来洗脸，她说端午节这天用泡过
艾蒿叶的水洗脸，就可以在一个夏天里得到避瘟
驱邪的效果，更不会被蚊虫叮咬。

佩香囊：端午节的前一天，家家户户大搞卫
生活动，整理杂物洒扫庭除，干干净净过端午，
除此之外，这一天妈妈姐姐们更是忙得手脚不
闲，用彩布彩线缝制香囊，彩布里装入事先备好
的香料以及五谷杂粮，缝制成粽子、刀剑、笤帚、
笔墨等各种惟妙惟肖的形状，用彩线穿成一串，
香气四溢五颜六色，端午那天一大早就给我们
佩戴在脖子上，还特意交代，这是预防瘟疫疾病
的侵袭的，也是避邪的，不能随便摘下来。我们
个个佩戴好香囊，来到街里互相炫耀，看谁家的
香囊样数最多，比谁家的香囊最好看最香，七嘴
八舌吵吵嚷嚷好不热闹，满街满巷都是滚动着
的节日喜悦气氛。

扎彩线：端午这一天，无论大人孩子，手脖
脚脖都要扎上彩线，彩线的作用不仅是预防疾
病，更能保障一生平安健康长寿，所以孩子们的
彩线，一般都不在自己家里扎，而是拿着大人给
准备好的几绺彩线，去找村里年龄最大的长辈

老寿星给扎，据说老寿星的手吉利灵验，经过这
样的手扎上彩线，也会将长命百岁的灵气传给
自己。我家隔壁八十多岁的瞎大奶，就是扎彩
线的老手，端午是她最忙碌的一天，虽然眼睛看
不见，但由于这活年年干，熟练得很，从早上一
直扎到中午，要为几十个娃娃绑扎妥帖呢，她也
高兴得喜笑颜开合不拢嘴，说这是积德行善的
好事，累也愿意干。

穿兜兜：过了端午，就来到了炎热的盛夏天
气，孩子们玩耍就不用穿外衣了，只穿个兜兜裤
衩就能到处去野去疯了。所以，端午节给孩子
穿兜兜就成为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一个不变的
风俗。兜兜都是用红布做的，兜兜的上半部分
不仅有绣花，还有绣字，都是些吉祥的词语。到
现在我还记得，绣的字多为四个字，如“长命百
岁”“花好月圆”“四季平安”等等。端午穿红兜
兜，也是有说法的，并不是什么迷信，只要将兜
兜后边的彩带系紧，紧贴在孩子的小肚子上，就
具有保护肚脐不受风寒的作用，而大红的颜色
又象征着喜庆，这两层的寓意合起来，大致就是
保佑一生平安的意思。

现在不仅物质极大丰富，想买什么就有什
么，还立法放假一天，节日气氛就更浓烈了，老
祖宗留下的精神遗产和文明传统能够得以发扬
光大，是中华民族炎黄子孙的一大幸事。抚今
追昔，便想起了儿时过端午的点点滴滴，涂抹于
此，以飨读者。

端午
（诗三首）
□ 卫彦琴

龙舟竞向碧争航。忆忠君、楚水归乡。当屈原一曲离骚叹，魂魄在、万古沧
桑。却听那、汨罗蛟渡，引潜螭漫江。鼓渐急、卷涛摇棹，影碎波长。

流芳。空抛米粽，绿衣裙、玉体生香。艾绡彩缕，幽月依旧，醉饮雄黄。且赋
吟、怀沙绝唱，终是寻梦黄粱。雷声动，堪笑千秋品胜天良。

直到现在，我家院墙旁边还靠着那辆“超期
服役”的木制小平车。

它的车盘依然十分完整，卯榫严丝合缝；车
轮依然崭新，毫无一丝铁锈；轮胎依然饱满，毫
无一丝磨损；丁丁疤疤的辕杆依然还在，光滑黝
黑，泛着点点油光……这么多年来，它依然保持
着如此完美的身形，全是父亲的功劳——在父
亲眼里，他也是我们家的一个壮劳力，得升级，
得抬举，得照顾！

唯一的遗憾是，框架和车围看起来有些破
损残缺了。但这也难不倒手巧的父亲，他用铁
丝把破损的车围绞缠出来，车盘里铺了一层薄
钢板……经过父亲的不断升级和维护，老旧的
车子注入了全新的能量，极具沧桑之美的它又
恢复了青春。

直到现在，它还是我家院子里的一景，引来
客人们的不少议论和感叹。

这辆小平车，曾经立下了不少汗马功劳，甚
至可以说是我家的救命恩人。

在我七八岁的时候，包产到户刚刚实行，人
们的生活好转了不少。拉人运粪拉庄稼捡柴
火，几乎家家都有小平车在田间地头行走。

那时，我们兄弟还小，地里活多，劳力又
少，肩扛手提，费工费力，光靠爹和娘两个人忙
不过来。看着别人家都有了小平车，母亲很眼
馋，父亲瘦小的身影在家里忙碌了好几天，备
料，画图纸，解板，安装……

不久，一辆精精干干的木轱辘小平车，“咯
吱吱咯吱吱”唱着愉快的歌，满含着希望落户到
了我家。

父亲和母亲很得意很高兴，用他们粗大的
手把框架、车盘、车围、辕杆、车轮、轮胎摸了又
摸，对着新车念念叨叨许了不少愿。街坊们一
连好几天的话题都是它，大家都端着饭碗圪蹴
在新车身旁边议论纷纷，这让我们一家吃饭都
香了不少。

这辆如今看似粗笨的木制小平车，就这样
翻开了我们家生活的新篇章。

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木轱辘车上的那几颗
闪闪发光的铜泡钉，是因为我曾经撬下其中的
一颗到学校里炫耀，父亲发现爱车被“毁容”就
把我痛打了一顿。

有了这辆小平车，减轻了父母不少劳作之
苦，他们再也不用手提肩扛、筐背担担了。父亲
哼着小曲拉着小平车轻轻松松快步向前跑，坐
在车上的母亲脸上浮起了久违的笑容。

有的时候出地干活，父亲前面拉母亲后面
推，我和弟弟就成了“乘客”。如果路面还好走，
我们就坐在车子后头，这时父亲会直起身，双手
轻轻压下挑的老高的辕杆，车子压力增大车速
自然就会加快不少，它就像一条小船顺风顺水
劈波斩浪奋勇前行……

父亲的身子起起落落，车子蹦蹦跳跳，我们兄
弟抓着车围不断的尖叫，母亲晃晃荡荡的呵斥和笑
骂……田野上空充满了我们一家欢乐的气息。

有的时候，收秋拉的东西多了，回村还要走
一节上坡路，遇到下雨下雪，胶泥松软道路泥泞，
一步三摇没登劲，跌跌撞撞檫滑的不能走。一双
露脚趾头的破布鞋在稀泥中深一脚浅一脚把路
趟，一股一股的青筋在额头上跳来跳去，父亲一直
使劲低下头猫倒弯得不能再弯的腰，车还是不情
愿挪一步……母亲在后面把脸憋得通红帮父亲
往前推车，手推不行，胳膊推不行，肩膀扛不行，棍
子撬不行，全身的力气使上还不行，车还是不情愿
挪一步……罢罢，两个泥人人走一步歇一阵，歇
一阵走一步，不知不觉就爬了夜。

有的时候，平车的内外胎都会被葛针木狗
狗铁钉之类的东西扎破了，大人们就怕遇上这
哭笑不得的坏事了。母亲会把车上的庄稼统统
卸下来，父亲则会跑回家取来补带的工具……
补好车胎，反复检查，装上庄稼，一步一个小心，
两个土人人土眉混眼汗流浃背，这样不知不觉
就又爬了夜。

更多的时候，父亲的后背会洇出一坨又一
坨热气腾腾的汗水花花来，疲惫不已的他却依
旧腰直肩平，眼疾手快，步子稳重，我们兄弟在
车的左右两侧拽住磨杆，母亲在后边则用绳子
紧紧攀住车子，以防车子摇摆或其他意外。我

们一家人与小平车好像焊在了一起，不离不弃，
沿着崎岖蜿蜒的山野小路，向着那飘满煤油味
儿的家里大踏步走去，度过了那些苦难却金光
闪闪的岁月。

春天，送粪、扬粪、犁地、耙地……车轮滚
滚，小平车忙得不亦乐乎！

夏天，施肥、打药、锄地、耧地……车轮滚
滚，小平车忙得不亦乐乎！

秋天，玉米、谷子、山药、稻粟……车轮滚
滚，小平车忙得不亦乐乎！

冬天，拾粪、拣柴、拉土、拉煤……车轮滚
滚，小平车忙得不亦乐乎！

一年又一年，车轮滚滚，小平车忙得不亦乐
乎，真不知转过多少个日出日落！

父亲站在整饬一新的小平车旁边，曾经多
次对我们说：这辆车子为咱家立下了汗马功劳，
是咱家不吃草料的“驮柴驴驴”，我得好好待它，
你们也得好好待它，你们的儿孙也得好好待它！

父亲已经有了小三轮，大三轮，电动三轮这
么多帮手，可他还是舍不得把小平车扔掉，多次
升级把它整饬一新，如今卖菜还用它，捡柴还用
它……

我们也知道，其实他是舍不得苦难日子里
那段幸福的回忆，舍不得静穆岁月里那段奔跑
的骄傲，舍不得卑微人生里那段异样的光芒！

彩云归·端午
□ 梁大智

父亲的小平车
□ 程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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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节日·

儿时过端午
□ 韩长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