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吃鸡蛋
高绪丽

又逢端午，走在市场的两旁，
看到粽子叶、五彩绳、彩蛋。正巧远
在北京的妹妹打来电话，禁不住聊
起小时候过端午时的情形，于是，
更加怀念童年雅趣来。

端午节早上是必须要吃鸡蛋
的，出锅时，母亲会提前跟我们打
好招呼，说，一个人三个鸡蛋、两个
鸭蛋和一个鹅蛋。于是，我和妹妹
会很自觉地去拿属于自己蛋，绝不
会多拿一个。我们在吃鸡蛋前，会
将鸡蛋先在吃饭桌子上滚一滚，意
为去掉以前的晦气，滚来好的运
气。有时，母亲还会将鸭蛋拿出几
个放在日头底下晒一晒，再分给我
们吃，听老人说，端午节吃晒过的
鸭蛋不会肚子痛。总之，我小的时
候还从没肚子痛过，也不知道是不
是因为吃了它的缘故。

其实，端午节最热闹的地方非
学校莫属。大清早，我们都怀揣着
几个还热乎的舍不得吃的鸡蛋来
到教室。在经过讲桌时，都自觉地
往讲桌的桌洞里放个鸡蛋。没有组
织者，也没有口耳相传，最后，桌洞
里会有几十个鸡蛋。我不知道当时
班主任看到那一桌洞的鸡蛋会有
何感想，现在让我想想，或许他会
有那么些许感动吧，毕竟那是全部
孩子的心意。否则，班主任也不会
在下课前跟我们说：“心意老师领
了，下课后，把鸡蛋都领回去吧。”

下课了，教室里人声鼎沸。三
个一群，五个一桌，围在一起，每人
拿自己完整的鸡蛋或鸭蛋去碰对
方手里的蛋，谁的蛋破了，谁就输
了，破了的蛋就归赢的一方。于是，
有人一开始赢了一大堆的蛋，不一
会儿又都输了出去，无论最后是输
的还是赢的，图的都是个乐和。

妹妹说，这个端午她想同我一
起回老家，我说，父亲与母亲若是
知道了会高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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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烟生

在烟台地儿，过端午节，家
家户户都在大门上挂一把艾
蒿，用来熏点一年来的艰难岁
月和美好祝愿，那一缕缕沁人
肺腑的芬芳，如花如诗般滑落
我的心田，是我儿时端午最深
刻的记忆，因为那时很少吃到
粽子，以至于今天我都想不起
小时候的粽子是什么滋味，但
却牢牢记住艾蒿的味道。岁月
悠悠，往事如风，我一直想在童
年的记忆里拾掇一串故事，那
艾香就成了生命里隽永的一段
插曲。

端午节一大早，人们都到
田垅坡地采艾蒿。清晨，父亲就
叫醒我，领着我到南山开花石
一带，采摘艾蒿。艾蒿在田埂地
垄都生长，但开花石的艾子长
势茂密，茎叶茁壮。登上开花
石，眼界豁然开朗。极目远眺，
海天一色，远处小岛的轮廓亦
梦亦幻；低首细瞧，山下民居青
瓦粉墙，恍若世外桃源山风在
耳畔缠缠绵绵地低吟，鸟儿树
荫里风流的学舌，恰似一帧淡

雅的水彩画。而父亲和我也成
了画中的风景。

父亲将一束艾蒿连根拔起
后，在抬起的右脚上磕打掉根
部的泥土传递给我，并提醒我
不要抖掉艾叶上的露珠，当我
手中的艾蒿成捆时，父亲就右
手持艾蒿，小心翼翼地把艾叶
上沾得的晶莹的露珠，抖落在
他宽大的左手手掌中。然后，他
把艾蒿放到地上，用右手食指
蘸着露水，给我洗抹眼睛。凉兮
兮的露水沁入眼睛，好似身心
都进行一次洗礼，如同三伏天
吃一支冰棍一样舒坦，父亲说
这叫“拉露水”，用艾叶上的露
水洗眼能避邪气、除秽气，可终
年不患眼疾，又能百事遂心，万
事如意。

回到家，父亲用红布条分
别把艾蒿扎成一小捆一小捆。
捆扎停当后，父亲拿起一把艾
蒿递给我，并扶我登上木凳，
让我将这束赋予神圣使命的
艾蒿挂在自家的门框上，父亲
说“艾”与“哀”同音，挂艾蒿是
表达对投汨罗江而亡的爱国
诗人屈原的哀悼与崇敬之情。

一束艾蒿就像一把绿色的宝
剑高悬于门庭，很有些庄严神
圣的意味。在我的记忆里，端
午节就从这一刻打开了封面，
芝罘的大街小巷都飘着艾香，
连深深吸一口气，都觉得神清
气爽。

艾蒿不仅可入药，还可食
用，我最爱喝的是父亲做的艾
叶粥。当时，糯米金贵着呢，粽
子是奢侈品，每年端午节，父亲
买糯米和大米兑在一起，再掐
取嫩嫩的艾叶洗净，用剪子剪
成细细的瓣一同放进锅里熬
粥，雪白雪白的米遇到碧绿碧
绿的艾叶，顿时染成一片绿。待
把粥熬得黏稠黏稠的，再放进

一碗炒熟捣碎的花生仁和一勺
砂糖，给我们解馋。那一大锅粥
真是看着颜色清新悦目，如丝
绸一样顺滑，似美玉一般温润，
湖水一样碧绿，喝起来甘甜中
略带一丝微苦，别具一番滋味。
看见我们兄妹争争抢抢赛着伴
喝粥，父亲笑眯眯地说：“这孩
子呀，光吃甜的不行，得尝尝苦
味才能长大！”直到我走上社
会，才悟出父亲朴实的语言里
蕴含的深奥哲理。

每当我看见这些艾蒿，我
就想起父亲，想起烟台的父老
乡亲，他们就如同这山野的艾
蒿一样，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
世世代代繁衍生息。

顾朋泉

在胶东地区，端午节的传
统习俗多种多样，有插艾蒿、
挂桃枝、吃粽子、扎五色线、戴
香包等等。除此之外，还有端
午贴剪纸的风俗，此处的剪纸
有异于窗花，作用性相对更
强，为免灾驱邪保平安。

五月初一称为小端午，五
月初五为大端午。蓬莱、龙口
一带人们通常喜欢剪艾虎、艾
兔和五毒葫芦。艾虎和五毒葫
芦要贴在两扇门上，艾兔多贴
于柜门，小端午当日先贴一扇
门，等到五月初五大端午，太
阳升起之前再贴另一扇门，同
时还要在门槛上贴上蛤蟆、钳
子夹蛇。屋内的门后、锅台后、
窗旁、炕沿炕头要贴鸡吃蝎
子、剪子铰蝎子、锥子扎蝎子
等。“艾虎”一般用纸剪老虎，
下方粘以艾叶形的剪纸。在我
国古代人们视老虎为神兽，认
为老虎可以镇祟辟邪、保佑安

宁，故民间多取虎为辟邪之
用。“五毒葫芦”剪一个葫芦内
装有五毒，葫芦后配一把七星
宝剑(传说能驱邪避鬼，斩妖
除魔)，在门上贴葫芦的风俗
在《燕京岁时记》中有载：“端
阳日，用彩纸剪成各样葫芦，
倒贴于门栏之上，以泄毒气。
至初五午后，则取而弃之。”

在长岛有在大门上贴
“牛”剪纸的习俗，人们认为力
大无穷的黄牛可以把门辟邪。
剪好的牛还要在身上写“我是
天上老黄牛，专到人间吃忧
愁”。房门上除了贴牛还要贴
老虎、葫芦、宝剑等题材。

招远与莱州一带则多有
张贴“秃尾巴老李”窗染花和
墙花剪纸的习俗。相传他本是
一户普通李姓人家之妻所生
下的一条小黑龙，被其父砍去
龙尾。随后便到了东北的白龙
江，经过刻苦的修炼，小黑龙
打败了江中一条胡作非为、危
害百姓的小白龙，为百姓带来

了和平。从此之后，人们为了
纪念小黑龙便把此江命名为

“黑龙江”。
栖霞人多喜欢挂五色纸

钱(当地人称之为“吊子”)。此
风俗流传已久，见于宋代周密

《武林旧事》中：“道公法院多
送佩戴符篆，而市人门首各设
大盆，杂植艾蒲葵花，上挂五
色纸钱，排饤果棕，虽贫者亦
然。”而今此风俗在偏远的山
区依然能够看到。

生活的习俗渗透着历史
的传承和文化的积淀，能够反
映出独特的风土民情。淳朴的
胶东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
平安的祈盼在端午风俗中得
到生动的体现。

徐君豪

祖上传下一秘方：采端午
时节艾叶晾干，入药，可安胎
顺产，并保初生儿健康无疾。
据说这一药方已泽被家族里
几代人，但一直无文字可考，
全凭口传。早时期都是家族内
传，时至今日，似乎也无秘可
保，愿闻其详者都可告之，但
传此秘方时，必定要嘱咐人家
多遍：艾叶一定要在端午当
天，日出之前，掐头三四片叶，
否则，难保药效。我一直认为，
这一定是祖上故弄玄虚，特意
制造神秘色彩，日后若有差
错，也有推脱之辞——— 早一天
或是晚一天，能有多大差别？

困扰多年之后，有一回，
我还真对这个方子认真考证
了一番，发现确有一定道理。
张仲景在《金匮要略》中记载：

“妇人……有妊娠下血者，胶
艾汤主之。”晋葛洪所写的类
似当前流行的家庭问医类畅
销书《肘后备急方》中也有艾
叶与酒煮以保胎的记载。甚至
连近些年轰动一时的《甄嬛

传》中都有太医用艾叶为安陵

容保胎的片段。至于采艾叶的
时间，竟也找到了片言只语的
佐证，南北朝时期成书的《荆
楚岁时记》中记载：“五月五日
鸡未鸣时，采艾似人形者揽而
取之，收以灸病，甚验。”

可见，艾蒿确为一味良
药。又想起《诗经·国风》中有

“彼采萧兮，一日不见，如三秋
兮！彼采艾兮，一日不见，如三
岁兮！”的动人诗句，“萧”和

“艾”都是带香味的艾蒿。一朝
远别，不胜思念，纵一日不见，
也如隔三秋。这是热恋中的情
人对彼此最直白亦是最浓烈
的感情宣泄，没有也无需任何
的掩饰和羞涩。汉唐以来，文
人墨客多喜以采桑采莲寓意
爱情，采桑女子与采莲女子也
多为人所追求。读《诗》方知，
采艾蒿的女子也一样楚楚动
人，也一样被年轻的小伙子所
爱慕与思念。从这个意义上
说，艾蒿也可寄托相思之情，
虽不比红豆，也没有灼眼的色
彩，没有华丽的诗篇，但却遍
布大地，千百年来，繁茂不衰，
可谓人世间最纯朴最纯粹的
相思草了。由此，艾蒿不仅医

人，亦可医心。
如此说来，艾蒿可真算是

个美妙的东西，除祭祀辟邪驱
虫之用，还可表达关怀，可寄
托爱慕与思念。在这端午时
节，看胶东大地，艾蒿丛生，田
间地头，香气袭人，我也劝君
可多采撷矣。

采采一一捧捧艾艾蒿蒿

拉“当务”
矫寿功

童年时期，非常盼望着过端午
节，因为这天不仅能吃上平日很少
吃到的鸡蛋，还可结伴到山里拉端
午。

提前三四天我们便约好伙伴，
定好时间，谋划好拉端午的地点
(有桃树和艾蒿的地方)，端午节天
还不亮，我们就合伙向出里出发。
那时大人忽悠我们说，“什么叫拉
当务？(家乡称端午叫当务)就是骑
着麦子走，把裤裆拉湿了才叫拉当
务。”于是我们遇到麦田就骑着麦
子走，很快裤腿、裤裆全被露水打
湿了。到了山里，摘一些野桃子，折
几根桃枝，找些艾蒿，在太阳出来
之前赶回家。(因为桃枝、艾蒿见到
阳光便会失去灵气)桃子用盐水洗
净后食用，桃子虽然还不成熟，但
有盐味很好吃。把桃枝和艾蒿用绳
子绑好挂在门楼上。传说桃子辟
邪，鬼神不敢入门，艾蒿含有一种
特殊的药味，挂在门上家里不招虫
子，这便是拉端午的中心目的。

五毒葫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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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端阳

周子元

那时候，端午节还未到，
城里乡间，家家户户，老早就
开始张罗忙活起来，有条件的
人家都要自己动手包粽子。先
是到商店或市集上把粽子叶
和米买回来，提前两天浸泡
好，烟台当地出产大黄米(黍
米)，所以包大黄米的居多，也
有包糯米或把两样米掺在一
起包的。粽子里一般都要放上
两个大枣，以图吉利也好吃。
粽子的传统形状是三角形，后
来也有四角，菱形的。粽子包
好扎牢后，便放在锅里烀，烀
熟后稍微凉凉再扒去粽叶，蘸
着红糖或白糖，吃起来香甜适
口，特有滋味。如今黍米已很
少有种植的，所以大都是吃糯
米的，不过，偶尔吃个大黄米
的，会更觉得有端午的味儿。

那时候，最盼过端午的还
是我们天真无邪的孩子们，这
是春节过后，孩子们最为欢乐
的时刻。这一天，不仅可分到
平时很少吃到的鸡蛋，吃上大
枣粽子，还可以脱去穿得破旧
了的夹袄，换上母亲新缝制的
轻便的夏装，前襟上还要佩带
上一些特殊的“饰物”。

早在端午节前夕，街面上
便常有挑着担子的货郎走街
串巷，哼着歌谣，叫卖节日物
品，这时，家妇们闻声便把平
日积攒的废铜铁、牙膏皮、头
发等拿出来，用以换取五彩线
和茼麻，买回来后还要抓紧时
间扎制，以便在端午节的前
夜，把俗称“禄寿线”的五彩线
缠在孩子的手腕和脚脖上，再
把扎好的小条帚、小炊帚，以
及用各色布条做成的形态各
异、栩栩如生的胖娃娃、小动
物，戴在孩子的胸前，名曰“栓
命锁”，可保佑孩子好养。孩子
们并不明白是啥意思，只是觉
得美观、风光，心里美滋滋的，
很开心。这些五彩线一直戴到
节后下第一场大雨时，才把它
扯下来扔进水流里，从此，一
切疫病便随水流而去了。

这些传统的民间习俗，有
些还在延续，有些已经失传，
对于这些民间流传了几千年
的华夏传统文化，我们现在的
年轻人，应把它们传承和发展
下去，让我们的传统节日更加
富有欢乐、祥和的气氛和传统
的文化情味。

儿时过端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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