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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是一个时间节点

中国古代，端午节最早名“五月五”，
同时，因为与二十四节气的夏至时间相
近，又被称为夏至日，“天中节”。

《史记·孝武本纪》：汉使东郡送枭，
五月五日为枭羹以赐百官。以恶鸟，故食
之。《后汉书·礼仪志》：以五月五日，朱索
五色印为门户饰，以难止恶气。另外，五
月五日和夏至节重合，不好。如《后汉书·
礼仪志》：仲夏之月，万物方盛。日夏至，
阴气萌作，恐物不楙(茂)。其礼：以朱索连
荤菜，弥牟(朴)蛊钟。以桃印长六寸、方三
寸，五色书文如法，以施门户。

但是，为什么夏至这一天要特别重
视呢？因为夏至这一天是白天最长、光照
最多、太阳最毒、阳气最盛的日子。因为
这些因素的存在，世界上万物也最具活
力，比如虫蛇等等，也在这一天特别活
跃，毒性最大，所以要特别重视。

其实这件事儿跟秦始皇有直接的关
系。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了中国，他
修改了原来的历法，定十月为岁首，把十
月初一改为正月初一。按照秦始皇这个
历法计算，五月刚好是半年，所以为什么
刚才说端午节是仅次于春节的第二大节
日，就因为它是一年的一半。到现在山东
莱芜等鲁中地区，还有“过半年”的习俗。
从春节端午节，七个月过去，需要找一个
时间节点缓冲一下，交流一下，所以中国
历代都特别重视过端午节，要像春节那
样举行各种仪式，也要祭祖、走亲戚、举
行活动，像过年那样大吃一顿。这大概就
是五月五日为什么被选定为一个重要节
日的一个农耕文化的思考。

端午节起源于战国秦汉，还有一个
重要的原因，可能与战国时期的阴阳五
行思想有一定的关系。组成世界的是金
木水火土五种物质，红黄青白黑五种颜
色，东西南北中五种方向，等等，五就是
数字的顶端。如果在日常生活中的时间
上再加一个五，就更不得了。这可能就是
端午节为什么选定五月五的另一个重要
的原因。

端午风俗丰富多彩

中国人自古以来特别重视避邪除
怪。首先要避的是妖魔鬼怪，古代人相信
有妖魔鬼怪。第二个要避除各种毒害，比
如太阳光线太强了不行，虫子咬了不行，
风太热了也不行。第三个是为了增强身
体的能量，要吃顶事的饭，吃能充饥又不
容易消化的，如煮鸡蛋、粽子等等，这是
为了增强人的体能，能够平安地度过五
月五日这一天。另外还要举行活动，如南
方的划龙舟，释放自己的能量和威力，达
到震慑邪魔的目的。东汉时期有一个叫
应劭的官员在泰安当太守的时候，记录
了当地的一种风俗，五月五日这一天要
拴五彩绳，这个五彩绳要系到手脖子上。
过去胶州一带还有这种习俗，家中的小

孩，特别是男孩早晨还在睡觉的时候，家
人就拿红黄蓝白黑五种丝线拧成的丝线
绳，系到手脖子上。所以特别重视小男
孩，是男尊女卑的原因，也是因为男孩太
好动，最容易受伤害，所以要特别保护。
其实这个五彩绳，为什么不是六彩绳、七
彩绳？这跟战国时期的阴阳五行思想有
着重要的关系。

端午节吃粽子纪念屈原，见于南北
朝至隋代的文献。如《齐民要术》：俗先以
二节日，用菰叶裹黍米，以醇浓灰汁煮
之，令烂熟，于五月五日、夏至啖之。黏黍
一名粽，一曰角黍。《隋书·地理志下》：大
抵荆州率敬鬼，尤重祠祀之事，昔屈原为
制《九歌》，盖由此也。屈原以五月望日赴
汨罗，土人追洞庭不见，湖大船小，莫得
济者，乃歌曰：“何由得渡湖！”因而鼓卓
争归，竞会亭上，习以相传。南北朝时期
开始决定端午节吃特殊食品“角黍”，角
黍就是粽子。《齐民要术》是山东寿光人
贾思勰所写，记载的是黄河流域和北方
地区的习俗，南方没有黄米，南方是黏
米、糯米。所以当包着黍米的“角黍”传到
南方后，南方人就很奇怪，就认可了这种
名称。所谓“角黍”，就是带尖的、三角或
四角的一种食物，因为有角，还被附会为
具有武器的作用，能够帮助沉水的屈原
避免蛟龙侵害。

到了唐代，端午节的习俗跟南北朝
时期又有不同。如《抱朴子》所载，五
月五日要采药制药：午日采艾收之，治
百病。

端午节避除五毒

端午节的实质是避除。避除在中国
民间有多种多样的方式，避除谁呢？避除
五毒。五毒就是蛇、蝎子、蜈蚣、壁虎、蜘
蛛。各个地方对五毒有不同的认识。但是
壁虎是益虫，它怎么会伤害人呢？其实不
是因为它有毒、它会咬人，是因为它悄没
声地在人的身边，能够惊吓人。对于小孩
来说，惊吓是很重要的大事。在黄河中上
游地区，还把蟾蜍也当成五毒之一。

认识了五毒的危害，接着就是如何

避除五毒，常见的做法是端午节这一天，
要给小孩子戴上五毒肚兜。这种戴五毒
肚兜其实它有两种含义，一种是让小肚
兜像盾牌一样，保护小孩的胸腹，不被侵
害，另外就是要让小孩认识五毒虫子，不
能随便冒犯，不能随便触碰。

除了肚兜还有五毒枕头，睡觉枕着
这样的枕头，不容易受惊吓。还要挂五毒
香包，用香料的味道让五毒敬而远之。

古代民间避除五毒还有各种各样的
方式，一个是用武器，第二个用动物，第
三个是用自己的手段，第四个用意象的
东西。

比如长岛、蓬莱地区，五月端午这一
天要贴宝剑剪纸，就是剪一把宝剑贴在
窗户上。浙江乌镇，要挂蒲草剑，这个蒲
草竖着挂，放上一把蒲草、一把艾蒿，同
时还要放几头大蒜，因为南方人认为大
蒜辛辣味足，很厉害，也能辟邪。

菖蒲为什么当成五月端午很重要的
节物？因为宋元时期的人认为，菖蒲的叶
子很尖很薄，很容易把人的手拉破，像刀
剑，因为其生长在水里，所以又被叫做

“水剑”。北方的道士拿一个桃木剑来辟
邪，南方的道士则拿“水剑”。道士忙不过
来，就教导老百姓自己制造“水剑”，挂在
门口辟邪。

对付五种毒虫，也有各种方式方法，
比如，用老虎去除掉五毒虫子。这种老虎
和寻常的老虎不同，是艾蒿和老虎的组
合，名“艾虎”。宋朝就是用艾草编一个艾
虎，或者用艾叶剪一个老虎挂在或摆在
门口辟邪。

另外公鸡也是除虫的高手。黄河流
域众多端午节剪纸中就是公鸡啄吃毒
虫。端午节，贴上公鸡吃蝎子、虫子的剪
纸，就可以避除五毒。另外，直接拿剪子
剪，也很痛快，所以山东、山西、东北的剪
纸都有剪除五毒的形式。此外，还有吸毒
葫芦，就是在门口倒挂一只葫芦，或剪纸
拉花一只葫芦，放在门口窗外，以期吸进
五毒。

不管是老虎吃毒、公鸡啄蝎子，还是
用剪子来剪蝎子、剪蛇等等，都是为了让
五毒远离家庭，远离儿童。

在临朐县龙岗村南四五里处，有一
片光秃秃的青石山坡，方圆数里都是薄
板石结构的丘陵。就在这片广阔的薄板
石上却散布着一堆黄褐色、像人高的
“石头”，当地人俗称“鹁鸽子”。这
鹁鸽子石都是黄褐色、呈爆炸状的岩
石，好像通红滚烫的煤球跌落于地，或
爆裂状，或喷溅状，或滚动状……分明
是燃烧滚烫的岩石跌落在了山顶！

为什么在一片方圆数里的青石板上
会有黄褐色、爆炸状的圆蛋石？本人作
为《临朐名胜志》作者，曾经多次查阅
《临朐县志》，发现清康熙《临朐县
志·祥异》这样记载：“元至正二十三
年 ( 1 3 6 3年 )六月庚戌，龙山有星坠于
地，掘之，深五尺，得石如砖，褐色，
上有碎星如银。”坠于地者，深入五
尺；坠于岩石上者，则摔碎爆裂。可见

这片“鹁鸽子”岩石应该是元代坠落临
朐龙山的星体陨石无疑！

根据《元史·五行志》记载：“元
至正二十三年六月庚戌，益都(路)临朐
县龙山有星坠入于地。掘之，深五尺，
得石如砖，褐色，上有星如银，破碎不
完。”元至正二十三年是公历1363年，
距今已有 6 5 0多年的历史。所谓“落
星”，实际上是陨石坠落，太空陨石游
逸漂荡，若闯入地球大气层则被地球引
力吸入，骤然遽降，与大气层摩擦，发
热、燃烧、生光。大多未到地面即已烧
尽，而陨体尚大者在大气层中燃烧未
尽，坠地砸坑，遂为陨星。

当年陨石坠落时，陨星呈火球状，
并在高空爆裂，分散于二龙山、鹁鸽子
一带，今日龙岗集南山遗留的陨石，实
际上就是元朝陨落的天外星体。此地岩

石本来与南边的石庙子山、西边的二龙
山一样，都是石灰岩，即青石头；而鹁
鸽子却是黄褐色、呈爆炸状的岩石，分
明是燃烧滚烫的岩石跌落山顶，故而时
人称之“落星山”。当时，天降陨星，
世人震惊，州县官吏逐级上报，直达元
朝朝廷，遂以“祥异天象”列入“五行
志”内。远近士民以之为奇，纷纷前来
参拜天星，佛教僧尼以此为灵异事件，
遂据此建寺立庵，名之“天星庵”。上
世纪八十年代，此地挖掘出琉璃瓦等古
建筑遗迹，证明此地确实有过古代建
筑，当地人称“尼姑庵”。

另外，临朐柳山集镇以西八里，亦
有地名“落星坡”，但在县志、国史却
无记载，可见其历史比龙岗陨石要早，
如果比龙岗陨石还晚，应该也被记录在
案，报送朝廷，记入国史了。

650年前坠落的陨石【行走齐鲁】

□张铭璇

我的故乡有一条小河，名叫泉河。一年
四季，清清的泉河水从我家后园北边的崖下
流过。泉河两岸，绿树成林，那是我童年的乐
园。每年春天刚刚到来，这片茂密的树林，就
成了鸟儿的世界，各种鸟儿的鸣叫声汇成了
一支奇妙动听的大合唱。上学放学从河岸上
经过，我常常陶醉其中，流连忘返。过不了多
少日子，布谷鸟也飞来了。你听———“阿爹阿
哥，割麦垛垛。割麦垛垛，家家吃馍……”

那歌声是那样轻快，那样富有节奏，在
那百鸟大合唱之中，显得尤为清脆动听，简
直成了那大合唱的主旋律。

我最喜欢布谷鸟的歌声了。
每年，当母亲听到这布谷鸟第一声歌

唱的时候，总是要说：“老天爷又派使者来
了。”她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还不太懂
事的我说。

我就问道：“娘，老天爷派使者来干什
么？”

母亲说：“来催收催种哩。你听听，它是
在唱‘阿爹阿哥，割麦垛垛。割麦垛垛，家家
吃馍’呢。等割下麦子了，我就能给你蒸馍
馍吃了。”我听了，总是很高兴，因为布谷鸟
来了，我就有馍馍吃了。

记得是一个雨后的上午，我们几个穿开
裆裤的小伙伴正在河岸的树林里欢闹，突
然，有一个熟悉的声音从远方传来——— 啊，
布谷鸟，是布谷鸟来了：“阿爹阿哥，割麦垛
垛。割麦垛垛，家家吃馍……”

我们都停止了玩闹，不约而同地一齐
抬起头来，寻找这使者的身影。来了，它来
了，它从家北的麦田上飞来，就在我们头顶
的天空上，就在我们身边的树梢上。我们小
伙伴中，有几个很能模仿布谷鸟的歌声。华
子哥模仿得最像。你看，他只是把两只手攥
在一起，两个大拇指并排起来，然后向两个
大拇指中间轻轻一吹，其他几个手指一开
一合，就会发出和布谷鸟一样的歌声。布谷
鸟飞来了，小伙伴们就一齐跟着它奔跑。布
谷鸟唱一声，我们齐声喊一句。先是布谷鸟
的一声“阿哥阿姐”，接着是小伙伴们齐声
喊一句“你在哪里”，小伙伴们话音刚落，那
布谷鸟就回答说“我在山坡”。接下来是小
伙伴们的一句“你吃什么”，布谷鸟回答：

“我吃饽饽。”小伙伴：“还吃什么？”布谷鸟：
“还吃馍馍。”我们不知道布谷鸟是不是吃
饽饽和馍馍，只是顺口编了下来。

我们就这样和布谷鸟一问一答地呼应
着，那可爱的小精灵就在我们头顶的上空
盘旋着，久久不肯离去。但是，布谷鸟总是要
飞走的，它飞过了片片麦田，飞过了丛丛树
林，飞向了茫茫群山。童年的几多向往几多
期盼啊，随着那渐渐远去的布谷鸟的身影，
随着那渐渐远去的布谷鸟的歌声，飘到了很
远很远的地方。

初中毕业以后，我就离开了故乡。一晃
几十年过去了，其间虽也时常回到故乡，但
来去匆匆，竟然没有一次听到那熟悉的布
谷鸟的歌声。但是，我却从书本上读到了许
多关于布谷鸟的知识。布谷鸟是杜鹃的一
种，也叫大杜鹃，它最爱吃毛毛虫，是一种
益鸟。布谷鸟的家族还有许多别名，“子规”、

“望帝”、“杜宇”等等，而且我还知道了这每
一个名字的后面，都有一个感人泪下的故
事。

我也读到了古人许许多多关于布谷鸟
的诗句。“万壑树参天，千山响杜鹃”(唐·王
维《送梓州李使君》)；“蜀国曾闻子规鸟，宣
城又见杜鹃花。一叫一回肠一断，三春三月
忆三巴”(唐·李白《宣城见杜鹃花》)；“时令
过清明，朝朝布谷鸣”(宋·陆游《嘲布谷》)；

“细听春山杜宇啼，一声声是送行诗”(宋·
辛弃疾《浣溪沙》)；“绿遍山原白满川，子规
声里雨如烟”(宋·翁卷《乡村四月》)……

就在写此文的前几天，我又一次回到
了故乡。漫步在泉河岸边的林荫小径，我看
到树木比以前更加苍翠高大了，泉河水依
旧清清地流着。我慢慢地走着，走着，似乎
又回到了童年的追逐嬉戏之中。可是，我总
觉得缺了点什么。缺了点什么呢？突然———

“阿爹阿哥，割麦垛垛……”啊，是布谷鸟，
是布谷鸟的歌声！你听，你听，它飞过群山
来了，它掠过树梢来了，它飘过田野来了。
那歌声越来越近，越来越清晰。我的心突突
地跳了起来。近了，近了，它还是那样亲切，
它还是那样悦耳：“割麦垛垛，家家吃
馍……”我不禁追逐着它的身影快步向前
走去，并和它一唱一和起来。

布谷鸟的歌声
□刘恒杰

【齐鲁风物】

古往今来端午节
□张从军

2015年6月13日上午，本报和省图书馆联合举办的“大众讲坛”邀请到
山东省民俗学会副会长、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图像研究所所长张从军教授
做了题为《文人与庶民的端午节》的讲座，下面是根据讲座整理出的部
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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