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传传承承
2012 年 6 月 21 日 星期四
编辑：王颜 组版：赵春娟 C11

今日泰山

除了放三天假就是吃粽子
端午节民俗文化味越来越淡
文/片 本报记者 赵兴超

吃喝玩乐过三天

“今年端午节打算好好补觉。”泰城
市民刘臣忠就已做好了计划。

“平时工作太紧张，好不容易放个
长假，第一天先睡饱，以后两天的活动
才有精力。”在一家客服中心工作的李
莉和同事约好，放假前一天晚上唱歌，
再睡到自然醒。

市民曹先生打算，三天自驾去青
岛，带一家人逛逛海边，消暑降温。“三
天不长不短，难得有机会和老人孩子一
起，增进一下感情。”曹先生说，同事大
多准备自驾游，到周边县市区玩玩。

“端午节又不是情人节、
圣诞节，没什么特殊

的，顶多算

个加长版的周末了。”“ 80 后”小伙牛军
说，同学朋友约好，要么宅在家里打游
戏、看电影，要么逛逛商场。端午节更多
成为人们玩乐的时间，很少有人记起它
的主题。

8 年没包过粽子了

端午节的文化味道渐渐变淡。人们
习惯于买粽子吃，要么到饭店搓一顿，
包粽子、绣荷包、插艾蒿等习俗，慢慢淡
化，乃至消失了。

“小时候，家里老人做彩粽，有灯笼
模样的，有船模样的，不光好吃，看着也
美。”刘先生说起小时候过端午节，情不
自禁地笑。市民苏谨说，上世纪“ 90 年
代”的时候，最喜欢过端午节，一家人围
一起包粽子。那时条件差，每个粽子只
有一小颗蜜枣，米也是糯米和大米掺杂
的，但包出来的粽子格外香。小孩跟着
大人从地里找来艾蒿，插在大门两侧，
早上就比试谁家的多谁家的好。

结婚 8 年，苏谨没包过粽子。“没时
间包粽子，也吃不了多少，还是买着合
适。省下时间，如带家人到饭店吃一顿。”
孩子不知道粽子可以自己包的，也体会
不到那种乐趣。偶尔母亲给绣个荷包，孩
子会高兴地带到学校炫耀。

在车站街卖蜜枣、糯米和粽叶的刘
先生说，现在很少有年轻人会包粽子。

商业味盖过粽子香

一盒四五个粽子，售价高达三五百
元的礼品盒，在泰城各大超市还是随处
可见。“你自己买还是送人，送人就得拿
礼盒装的。虽然贵点，但是好看啊。”20

日，在一家超市，市民陈先生被三个推
销人员围住。超市里，各种类型的粽子
眼花缭乱。不少和端午节没有关系的商
品，也搭了顺风车，打出端午节打折促
销的牌子。

走在街上，随处可见各店铺、商场
借端午节打折促销、让利酬宾的广告。

一家旅行社推出端午节省内一些景点
三日游，打出 8 折广告。一家房地产公
司趁机打出端午节看房，签订购房协议
让利 3000 元的告示。

各类商品借势端午，虽然在一定程
度上便利了市民，但也让端午节的味道
变淡。“一上街到处都是端午促销，还用
大喇叭喊，好像过节除了消费就是消
费，没别的事了。”65 岁的市民周先生觉
得，过度炒作端午节，让节日成了消费
日，有点别扭。

又到一年端午
节，一些人盘算着如何

玩乐，一些人计划着到哪
里吃喝，少有人重新审视这
个几千年的传统节日，很少
有人重视包粽子、插艾
蒿、煮鸡蛋等这些传

统习俗……

很少有
年轻人会包粽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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