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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令小语

■梁素霞 文

一直以来，台湾有三大民俗节日，
即寒冬时的春节、金秋的中秋节以及
充满初夏气息的端午节。

中华民族传统的端午佳节，是两
岸同胞都非常重视的一个节日。关于
这个节日起源的传说以及民间过节的
习俗，两岸都很相似。在近几十年里，
相比之下，台湾过端午节的气氛比大
陆似乎还要浓厚些，更传统些。

端午节是在农历五月初五，“五”
与“午”同音，所以端午又称端五、重五
或重午。古人有一种习俗，是在五月
初五以兰花沐浴，所以端午节又被称
为“浴兰节”。因五月初五午时为“阳
辰”，唐宋年间称端午为“端阳节”。老
北京人称端午节为“五月节”；在台湾，
也俗称“五月节”。

提到端午节，海峡两岸同胞都会
想起我国的伟大诗人屈原，对他产生
一种深沉的怀念之情；所以也有人把
端午节称为“诗人节”。

屈原一生诗作宏富，写有《离骚》、
《九歌》等著名诗篇。

如果说《离骚》是屈原的抒情诗代
表作，那么最后一首《怀沙赋》就是他
临终前的绝命词。当他得知楚王未能
听他“联齐抗秦”的劝告，导致楚国灭
亡的消息时，满怀悲愤写下了这首诗，
表达了他报国无门、受尽冤屈的心情，
最终抱石自投汨罗江而死。据说屈原
是五月初五投江的，从此以后，每年到
了五月初五，人们就以划龙舟、吃粽
子、喝雄黄酒等形式来纪念屈原。直
到现在，湖南省汨江市政府都要举办
大型的祭拜屈原的活动。

跟大陆许多地方一样，台湾端午
节都会赛龙舟、喝雄黄酒、门前挂艾
草、小孩配香包、吃粽子。本来划龙舟
是个比较传统的活动，台湾的年轻人
不是太感兴趣，不过这几年台湾各县
市消防队纷纷组队参加，消防员个个
身强体壮，皮肤晒成健康的古铜色，穿
着小背心露出一身肌肉，每次出场都
引来许多女生尖叫。这些消防猛男不

但吸引了大批年轻女性同胞热烈关注
龙舟赛，后来还出了月历集，一时洛阳
纸贵。

划龙舟，大陆和台湾一样，是端午
节最有气氛、最为热烈的民俗活动；厦
门每年都在集美举行划龙舟比赛。划
龙舟原是民间祭祀水神的一种仪式，
目的是为了消灾祈福，后来附会到屈
原的故事，说是百姓划船找屈原。

古代许多传统文化活动渐渐式
微，而龙舟竞渡依然是海峡两岸端
午节最富群众性和代表性的节日
活动。

吃 粽 子 的 习 俗 ，也 有 许 多 传
说。最早的粽子其实就是在竹筒里
装米饭。在台湾过端午节，人人都
会吃粽子。台湾粽子的种类很多，
佐料很丰富，粽子在小小的台湾，样
式可谓五花八门，至少有七八种不
同的流行做法；台湾粽一直有“北部
粽”、“南部粽”之争，各有爱好者，最
有 名 的 是 台 式 烧 肉 粽 ，台 语 歌 曲

《烧肉粽》正是台式肉粽的真实写
照。虽然从市面上买粽子很方便，
质量也好，但不少台湾家庭还是喜
欢自己包粽子，特别是一些有孩子
考大学的家庭更要如此。这是因
为端午前后正值高考的日子，而包

粽与“包中”是谐音，因此许多父母
都要为孩子亲自包粽子，以求孩子
考试顺利，“包中”名牌大学。这也
是为端午节注入了新时代的文化
内涵吧！

台湾文化跟郑成功来台有密不
可分的关系：端午节在台湾有一个
富有神奇色彩的特殊的习俗，就是
取“午时茶”。据说 1661 年，郑成功
收复台湾后，部队一路从南向北，行
经台湾中部大甲铁砧山，急需食水，
却找不到水源，郑成功情急之下便
插剑入地，祈求泉水涌现，拔剑后果
然山泉喷涌，由于当时正是端午节
午时，此水便被称为“午时水”。“午
时水”这个说法慢慢从台湾中部传
开，声名远播，每到端午节午时，台湾
都有许许多多民众到寺庙的井里或
登高去山泉里求“午时水”，以保平
安。午时水在古时又名为阳水，可避
邪去晦气，洒净房宅有清净效果；另
外有很多人觉得“午时水”可以经年
不腐，喝了或拿来泡茶还有强身健
体、美容的功效，所以台湾俗语也说

“午时水饮一嘴，较好补药吃三年”，
所以台湾还有许多人有喜欢收藏午
时水的习俗呢！在上海浦东的“清
风人家”，前年我们在端午节也曾喝

到了“午时茶”。
中国地大物博，每一个地区省份

的习俗都不太一样；说起来端午节这
个节日基本上是跟“水”有关的节日，
所以在多水气候又较湿热的南方比
较流行，习俗大同小异，但台湾先民
将这个节日带来台湾时，多少又融合
了一些本地的特色，充满了台湾本地
的活力。

台湾端午节最有趣的活动是“立
鸡蛋”比赛，就是在端午节正午 12 点
正，谁能很快将一只鸡蛋立起来，谁就
会有好运。一般认为端午节正午，阳
气最重，所以能将鸡蛋立起。这个习
俗来由已不可考，可是很多人从小到
大都玩得乐此不疲，玩的时候也各出
奇招，有点像是一种仪式在玩了。据
报道，近年台湾基隆举办的一次“立鸡
蛋”比赛中，参加比赛的千名市民有
602人获得好运，比例还挺高的呢。

中华民族古老历史源远流长，传
统文化博大精深，它足以使中国人、
海外华人引以为豪，它是中华民族炎
黄子孙共谋统一的重要凝聚力。端
午节和其他节日的中华民俗优秀传
统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拥有的宝贵
财富，需要两岸同胞一起传承弘扬和
发扬光大。

两岸同胞过端午

花容 ■张文忠

彼处此时

■叶基馥 文

（四）河边洗脚春心荡漾
连队门前有条中心河，也是我

们农场的“母亲河”。那时还未用
上深井水，喝的用的包括农田灌溉
全靠这条河。农友洗衣洗被端着
盆子去河边，食堂用水也去河边挑
水。最热闹的是每次收工结束，男
女同胞全涌到河边，洗手擦脸，嬉
笑怒骂，不仅洗去一天的劳累，而
且也暂时纾缓心中的压力。

那天插秧结束，我与六排的农
友们一起赤着双脚来到中心河，然
后沿着石阶走到河边。虽然未呈
现河水清澈见底的景象，但也隐隐
约约浮现出女同胞洗脚的倒影。
那情景多像《诗经》中一首《关睢》
古诗所描写的：“关关睢鸠，在河之
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我看
过鲁迅先生的小说、杂文，阿 Q 摸
着小尼姑的头、向吴妈求婚的情节
过目不忘，“一见女子短袖子，立刻
想到白臂膊”的语句曾使我浮想联
翩。正如歌德在《少年维特的烦
恼》一书中所说：“哪个少年不钟
情，哪个少女不怀春。”

（五）棉田除草“瓮中捉鳖”
忙完“三夏”，每到六、七月份，

棉田里的棉苗长得绿绿的壮壮的，
在风的吹拂下泛起一层层微澜，便
打响了棉田除草的战役。

此时已进入夏季高温，为提高
工作效率，连队要求出早工去棉田
除杂草，俗称“出卯时工”。每天，
天刚蒙蒙亮，正在熟睡的农友便被
尖厉的出工哨子声惊醒，很不情愿
地起床，匆匆地刷下牙擦把脸，扛
起锄头走向棉田。一直干到上午7
点左右回来吃早饭，然后再出工。

一次，我在棉田里弯腰除草
时，忽然发现田沟里有个黑乎乎的
东西。蹲下身子一看，居然躺着一
只如同搪瓷碗一般大的甲鱼。甲
鱼可是补品，我家邻居一位小伙
伴，发育时他父亲特地买了一只甲
鱼给他补身子，由于我家生活拮据
没享受到这样的待遇。我颇为激
动地喊道：“这里有只甲鱼！”正在除
草的农友放下锄头，纷纷围拢过
来。据说，这只甲鱼最后慰劳了一
位正在患病的连队领导。

农场生活杂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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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山有径

■吴东海 文

《查令十字街84号》，最近经常有
读者来我们图书馆预约这本书，不禁
让我重新关注这本“爱书人的圣经”。

《查令十字街84号》被誉为“爱书
人的圣经”，记录着纽约女作家海莲·
汉芙和伦敦书店老板弗兰克·德尔长
达20年未曾谋面的书信情缘。如今，
伦敦已无“查令十字街84号”旧书店，
但这本书被译成数十种语言流传于
世，每年都有世界各地的书迷到查令
十字街朝圣，他们不约而同地从自己
的方向出发，试图进入这段传奇，相

互取暖。
为什么这本书能如此受欢迎？
是源自心中的温暖。书中有真

诚，有汉芙小姐快人快语的真诚；有
弗兰克及家人、员工的真诚。

汉芙小姐因为经济等原因在德
尔先生生前一直没有去过“她的书
店”，这缘悭一面的遗憾并未影响整
部小说的美好，读书、搜书中的美
好。当汉芙小姐收到一本心系已久
的书，小心翼翼地摊开书本，仔细地
查看装帧、品鉴插图，与几十年前的
读者在精神世界神游，多么美好！

虽然生活比较拮据，但能对未能

谋面的朋友慷慨解囊，多么美好！
弗兰克标志性的英国绅士的谨

言慎行让你感到美好！
最后，一切是因为大家共同喜欢

的书籍，让你感到美好！
这么一部以“老朽”的书信为交

流媒介的小说，却能在信息疾如闪电
的当下，上映两天就夺取 3 亿票房，

《北京遇见西雅图2不二情书》无疑是
在向《查令十字街84号》致敬。凭着
一股倔强的情怀，导演巧妙地让书信
这种濒临绝种的社交介质重新焕发
新生。两个空间，两个世界，毫不相
干的孤男寡女。两人之间的情愫，经
历了一个哲学否定和螺旋式上升的
过程，并通过彼此的观照来审视自己
和认识对方。

读书在某种程度上讲，是一个人
的生活方式，一个人的知识构成、价

值判断、审美习惯多来自于阅读。读
书时目光和手指从纸页上滑过，内心
会静下来，如果此时的你老想着“有
用”亦或“没用”这样的标准的话，想
来，这书中的美好是体会不到了。

每次看到读者来借书，我的心中
总会有莫名的欢喜，仿佛这每一本
书，都在以自己不同的方式改变着我
们，诚如《查令十字街 84 号》中的人
物，用细心周到的服务，交上汉芙小
姐这样爱书、这样真正懂书的朋友，
以书结缘，神交20年。

我希望历史回归，我希望还能找
到这个地方——查令十字街84号，那
个温馨的旧书店，我希望我们的读者
和我们也能彼此理解，执着、认真、读
书、懂书、爱书，如此一来，在中华大
地的角角落落，像查令十字街84号这
样温馨的地方，或许随处可见。

爱书人的圣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