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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报综合

端午节是夏季唯一的民俗大节，也
是我国首个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节日。你知道吗，这个节日竟有20
多种不同叫法。

古汉语中，“端”字可引申为开头、
初始的意思，将五月五日称为端午，是
指“初五”。古人通用天干地支来纪年、
纪月、纪日、纪时，五月为午月，“午”

“五”同音，因此端午节又称“重五节”
“重午节”。午日为“阳辰”，端午节也被
称为“端阳节”，传统京剧《白蛇传》中就
有“庆贺端阳”的戏词和剧情。

端午节又称“粽子节”，这是因为吃
粽子是端午节的普遍习俗，只是这堪称
美食的粽子南北各异，一个人很难在一

个端午节把它尝遍。粽叶是粽子制作
必不可少的材料之一，古人端午吃粽
时，曾有解下粽叶比长度的游戏，长者
为胜，端午节就有了“解粽节”之称。

端午节也称“龙舟节”，这是因为除
了吃粽子，另一个著名的节日形象是赛
龙舟。1980年，赛龙舟被列入国家体育
比赛项目，并每年举办“屈原杯”龙
舟赛。

端午节还称“诗人节”。端午节来源
的说法不少，最具影响力的当数“纪念屈
原说”。人们敬仰屈原的高尚品德和杰
出诗才，在端午节时会深切地感念他。

端午节又叫“浴兰节”，这是因为古
人在这一天有“蓄兰为沐浴”的习俗。

宋代欧阳修在《渔家傲·五月榴花妖艳
烘》中称：“正是浴兰时节动。菖蒲酒美
清尊共。”到了明代，端午节又添了“女
儿节”的称谓，《帝京景物略》中说：“五
月一日至五日，家家妍饰小闺女，簪以
榴花，曰‘女儿节’。”

此外，端午节还有“五月节”“龙日
节”“夏节”“菖蒲节”“艾节”“娃娃节”

“天中节”等诸多别称，其产生时代和背
景不同，有各自的故事及内涵。

从花样繁多的端午别称中，可以看
出端午节习俗的多样性。了解这些别
称，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传承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体悟其中蕴含的民族情感与精
神价值。

端午竟有20多种不同叫法，你知道几种？
赛龙舟是端午节的重要习俗之

一，也是最具代表性的传统民俗活
动。这一习俗在中国南方地区广为流
传，在北方靠近河湖的城市同样盛行，
不过北方多以划旱龙舟、舞龙船等形
式呈现。

关于赛龙舟的起源，最早可追溯
至战国时期，目前存在多种说法，包括
祭奠曹娥、纪念屈原、祭祀水神或龙神
等。这一传统活动后来传入日本、越
南及英国等国家，并在2010年成为广
州亚运会正式比赛项目。2011年 5月
23日，赛龙舟被正式列入第三批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赛龙舟最广为流传的起源与屈原

有关。相传楚国百姓因不舍贤臣屈原
投江殉国，纷纷划船追赶施救。人们
争先恐后地划至洞庭湖，却始终不见
屈原踪迹。此后，每年农历五月五日，
人们都会划龙舟纪念屈原，同时也希
望通过划船驱散江中之鱼，防止鱼类
啃食屈原的身体。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地区和民族
对赛龙舟赋予了各自独特的文化内
涵。虽然各地传说和举办活动的时间
不尽相同，但大多数临江靠海的地区，
都会在端午节期间举办具有地方特色
的龙舟竞赛。各地丰富多彩的表现形
式，共同构成了中华龙舟文化的独特
魅力。

端午节为何要赛龙舟？

端午又至，粽叶飘香，
龙舟竞渡。这一延续千年
的传统佳节，正以崭新的
姿态融入现代生活，成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生动
写照。从商超里琳琅满目
的文创粽子礼盒，到短视
频平台上火爆的龙舟赛事
直播；从校园里开展的端
午诗词大会，到社区组织
的香囊制作活动……传统
文化正通过多元载体焕发
时代光彩。

“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
闻为屈原。”关于端午节起源，
影响最广的是“纪念屈原说”。

战国时期楚国政治家屈原，
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爱国诗人，
他所作的《离骚》至今广为传
诵。在楚国，屈原一度得到重
用，但因政见不合遭到排挤，最
终被流放。

公元前278年，秦军攻破楚
都郢。相传，屈原听闻这个消息
后于五月初五在绝望中抱石自
沉于汨罗江。楚国百姓哀痛异
常，纷纷到江边凭吊。渔夫们划
起船只，在江上来回打捞，并抛
洒饭团防止鱼虾啃食屈原的身
体。此后每年五月初五，人们都
会举行盛大的活动来纪念他，并
逐渐形成了赛龙舟、包粽子等
习俗。

关于端午节起源，除了纪念
屈原的说法，民间还有凭吊伍子
胥、曹娥、介子推等说法，也有

“祭龙说”“辟邪说”。在屈原诞
生地和投江区域，端午习俗主要
是纪念屈原；在江浙一带，则以
纪念助吴伐楚、后因吴国政治斗
争被赐死的春秋末期吴国大夫
伍子胥为主；在浙江绍兴，有纪
念入江救父的东汉孝女曹娥的
说法；而在山西、河北一带，人
们则缅怀追随晋文公流亡19年
不求功名利禄的春秋时期晋国

贤人介子推。
端午节纪念的历史名人各

有不同，但都饱含着浓浓的家国
情怀——屈原代表爱国，伍子
胥、介子推和曹娥代表忠孝，这
些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
要内容。

至于“祭龙说”，是指端午节
来源于天象崇拜，由上古时代的
龙图腾祭祀演变而来。而“辟邪
说”，则是指端午节正值仲夏，
在古人的观念中，五月是“毒
月”，毒蛇、蜈蚣、壁虎、蜘蛛、蟾
蜍渐渐复苏伤人，相当一部分端
午民俗与防毒虫、避疫有关。

据文献记载，端午节的最初
形成时间是战国时期，历经
2000多年，逐渐发展出赛龙舟、
吃粽子、挂艾草、饮雄黄酒、做
香囊等习俗。

“端午比年大，一个端午三
次过。”在屈原的家乡秭归，端
午节过得比春节更隆重。五月
初五“头端午”，五月十五“大端
午”，五月二十五“末端午”。“头
端午”以祭祀屈原为主，“大端
午”举行隆重的龙舟竞渡，“末
端午”则开展放河灯、送瘟船等
民俗活动。

楼台亭榭精心扎制，雕梁画
栋工艺精致……在湖北黄石，民
众每年自发举办一项有着千年
历史的文化活动——以消灾祛

病、祈求平安健康为主题的神舟
会。持续月余的活动丰富多彩，
人们祈求神舟带走疾病、瘟疫、
灾难，祈盼一年吉祥、幸福、
安康。

“祭伍子，迎水仙”。在江
苏苏州，每年都要在江河赛龙
舟。龙舟开赛前，各支队伍都
要拜祭伍子胥，并邀请有名望
的人士“点龙眼”。龙舟竞赛结
束，还要举办送神仪式，称作

“拔龙头”。
2009 年，端午节被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成为我国首
个跻身世界非遗的节日，由湖北
省秭归县“屈原故里端午习
俗”、湖北省黄石市“西塞神舟
会”、湖南省汨罗市“汨罗江畔
端午习俗”和江苏省苏州市“苏
州端午习俗”组成。这三省四地
的端午习俗，于2006年被列入
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

世易时移，历久弥新。如
今，延续千年的端午节，逐渐成
了世界的节日。划龙舟、包粽子
等端午习俗漂洋过海，在东南亚
甚至欧美受到热捧，以热爱祖国
家庭、崇尚健康浪漫为主要内容
的端午文化，在构筑起中华民族
精神内核的同时，也得到了世界
的认同。

端午佳节正是享
用粽子等传统美食的
好时光，不过，粽子虽
美味，食用时也有健康
注意事项。

食用粽子要注意不
要多食、凉食、过晚食。
制作粽子的糯米和黄米
黏性大，少吃美味解馋，
吃多了则不易消化，容
易导致胃胀、胃痛、反酸
等症状。老人、儿童和
脾胃弱的人群，建议不
要吃太多。

糖尿病和心血管疾
病患者食用粽子可浅尝
辄止，以免引起血糖升
高，加重心脏负担；慢性
胆囊炎、胰腺炎患者不

宜多吃肉粽、蛋黄粽等
油脂含量高的粽子，以
免诱发急性炎症。

为何粽子不宜凉
食、过晚食？原来，粽
子中糯米的支链淀粉
含量较高，当其被加热
后，支链淀粉会糊化，
更易消化，而一旦冷
却，淀粉分子间凝固力
加强，就不容易被消
化，从而加重胃肠负
担。端午正值炎夏，大
家应避免吃凉粽子或
直接食用冰箱里拿出
来的粽子。此外，不建
议晚上多吃粽子，因为
糯米黏度高，可能引发
消化不良，影响睡眠。

如今，吃粽子、赛龙舟、挂艾
草等已成为端午节必不可少的民
俗活动。而在清代宫廷，节令戏、
戴香囊等也是这一节日的重要民
俗。其中，节令戏以丰富的文化
内容和多元的表演形式广受
欢迎。

清代宫中端午的节令戏可分
为仪典戏和观赏戏两种，各有特
色。仪典戏剧目本身故事性不
强，主要用于突出节日的文化背
景。清代宫中端午演出的仪典戏
有《灵符济世》《祛邪应节》《奉敕
除妖》《正则成仙》《采药降魔》
等。端午期间“五毒”出没，古人
通过仪典戏中“捉五毒”的方式，
来表达祓除不祥之意。

观赏戏大都为宫廷根据民间
流行的戏曲、小说改编而成，多为
连台本戏（类似于电视连续剧），
其故事性较强，富有观赏性。《阐
道除邪》又名《混元盒》，为清代宫
廷观赏戏的典型代表。故宫博物
院现藏完整的昆弋本《混元盒》，
全剧四本，每本八出，共三十二
出。此剧本为昆曲、弋阳腔演唱，
晚清时清宫又将其翻为皮黄本演
出。皮黄别名京剧，腔调以西皮、
二黄为主，用胡琴和锣鼓等伴奏。

清代皇帝端午节的看戏场
所，主要在宫中的畅音阁、漱芳
斋、西苑纯一斋、圆明园同乐园、
颐和园德和园等。为满足《阐道
除邪》这种拥有庞大演员阵容的
演出，上述多个戏台的设计充满
智慧。如故宫畅音阁为三层大戏
台，上层称福台，中层称禄台，下
层称寿台。畅音阁寿台的木地板
下有地下层。该地下层与地面用
木板隔离，仅留出入口，形成一个
相对封闭的空间。地下层在中央
及四角有地井6个，中间的为水
井，其余5个是空心土井。这5
个空心土井，除了可作“音响”外，
还可营造戏曲中“上天入地”的效
果。如《阐道除邪》第一出“金花
聚妖”中，四大妖摇幡、放黄烟，随
后蜈蚣形、蜘蛛形道具从天井下
地井，蝎子形、壁虎形道具从地井
上天井。另在演出过程中，需用
机筒吸水，通过砌末（布景及道
具）向台上喷水，中间的水井即发
挥了作用。

农历五月暑气上升，疾疫及
毒虫滋生。因此，端午节期间清
代宫廷除了上演节令戏外还会采
取各种驱毒防疫措施。如宫中人
员佩戴香囊，香囊里通常装有朱

砂、雄黄等药物，以及沉香、龙涎
等香料。其中，中药可驱毒防疫，
香料可驱虫辟邪。此处香囊与节
令戏中的“灵符”有异曲同工之
妙。清宫皇帝、后妃们在端午节
期间，将少量雄黄掺入玉泉酒、太
平春酒中饮用，可在一定程度上
起到灭菌的效果。宫中多座宫殿
门两旁放置菖蒲、艾叶盆。其中，
菖蒲可消炎止痛，艾叶则具有祛
湿止痒的功效。

屈原塔
【宋】苏轼

楚人悲屈原，千载意未歇。
精魂飘何处，父老空哽咽。
至今沧江上，投饭救饥渴。
遗风成竞渡，哀叫楚山裂。
屈原古壮士，就死意甚烈。
世俗安得知，眷眷不忍决。
南宾旧属楚，山上有遗塔。
应是奉佛人，恐子就沦灭。
此事虽无凭，此意固已切。
古人谁不死，何必较考折。
名声实无穷，富贵亦暂热。
大夫知此理，所以持死节。

竞渡曲
【唐】刘禹锡

沅江五月平堤流，邑人相将浮彩舟。
灵均何年歌已矣，哀谣振楫从此起。
杨桴击节雷阗阗，乱流齐进声轰然。
蛟龙得雨鬐鬣动，螮蝀饮河形影联。
刺史临流褰翠帏，揭竿命爵分雄雌。
先鸣馀勇争鼓舞，未至衔枚颜色沮。
百胜本自有前期，一飞由来无定所。
风俗如狂重此时，纵观云委江之湄。
彩旂夹岸照蛟室，罗袜凌波呈水嬉。
曲终人散空愁暮，招屈亭前水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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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食粽
这样更健康

【端午史话】

浓情端午 家国情怀延绵不息

清代皇家这样过端午

【健康贴士】

【诗词雅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