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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片 本报见习记者 郭立伟

家庭素描一:

祖孙三代聚一堂

任女士今年45岁，父母年
过七旬，女儿19岁。“每年端午
节都要回父母家一起过，加上
弟弟一家三口，一大家人蒸一
高压锅粽子。”提前好几天，任
女士就要为节日做准备，把糯
米淘干净，提前泡好，放到冰
箱里，买好红枣和五色豆，还
要买艾草和粽叶。“二十来岁
年轻的时候，还会扯一些五色
线，自己编一编戴到手腕上，
现在也不编了。”

“端午节这一天，要洗艾

水澡，用艾草煮鸡蛋吃。一定
要记得吃单不吃双，你可以吃
一个，吃三个，但不能吃两
个。”8日一早，任女士的母亲
就叮嘱她，下班要去附近的菜
市场买点艾草回家，“端午一
早就把艾草挂到门口，辟邪。”
虽然母亲年龄大了，但端午还
是亲自动手包粽子，女儿、侄
子也会下手跟着掺和，打打闹
闹，一家人其乐融融。

家庭素描二:

不吃粽子
总觉得不是个事

林先生和妻子今年新婚，虽
然老家在济南，但工作在北京，
端午节也不打算回家。“父母提

前好几天打电话问回不回去，五
一刚回过了，端午想在北京休整
一下。”尽管不回家，父母还是寄
来了粽子。“父母觉得端午节吃
不上粽子不是个事儿，虽然都是
超市里买的。”

在林先生看来，端午节的
味道永远停留在了记忆中，

“小时候，每年端午都跟在姥
姥屁股后面围着锅台转，眼巴
巴瞅着粽子出锅，香甜糯软的
味道永远忘不了。现在，跟别
的节日没什么区别。”

家庭素描三:

“520”对95后
更有吸引力

小秦是山东大学的学生，今

年读大二，端午节准备和同学去
青岛旅游。“好不容易放假只想
往外跑。”小秦对于端午的直观
印象就是“屈原投江”和“吃粽
子”，“小时候感觉只有端午才能
吃上粽子，现在什么时候也能
吃，甚至端午节那天反而不吃
了。”所以对小秦来说，端午节和
别的节日一样，除了吃喝玩乐，
不知道怎么去纪念。

“下个礼拜是父亲节，我
已经提前在网上给父亲看好
了一款腰带。”在小秦和同学
眼中，每年的情人节、圣诞节才
是他们的狂欢，父亲节、母亲节
堪比春节与中秋。谈起刚刚过去
的“520”，小秦有点兴致勃勃，

“我们很多同学都收到了表白，
节日的气氛很浓，也很浪漫。”

老老人人念念情情怀怀，，年年轻轻人人却却没没感感觉觉
端午传统文化内涵越来越淡，对年轻人来说“不管啥节放假就行”

五月初五过端午。在年轻
人看来，“不管什么节，只要放
假就行”。当老一辈的人还陶醉
在包粽子、挂艾草、除五毒的情
怀里时，年轻人更注重吃喝玩
乐走天下。端午节传统文化的
内涵在年轻人中渐行渐远。面
对长辈们“不尊重传统”的指
责，年轻人摆出无辜样：端午
节，想说爱你不容易。

从民俗意义上说，端午五
月初五是“毒日”，历史上的这
一天，伍子胥投钱塘江，屈原
投汨罗江，所以端午节是个悲
壮的日子，像清明节一样，不
能互祝快乐，只能互送“安
康”。“以前同学之间互发微信
祝贺端午节快乐，这几年才知
道端午和清明节一样，不能祝
人家快乐。”小秦说。不过也有
另一种观点，认为祝福端午快
乐未尝不可。

不过端午节，小秦有点理

直气壮，“端午节和清明节都
太严肃了，清明节上坟，端午
节祭祀屈原，总觉得距离我们太
远了。”小秦说，“现在年轻人更
注重娱乐性”。

在45岁的任女士的记忆
中，以前住在四合院的时候，
每年端午，家家户户用艾草煮
鸡蛋。煮完后天还没亮，大人
就使唤小孩挨家挨户给邻居
送鸡蛋。虽然任女士自己也清
楚这是传统的东西不能丢，但
她也感觉到，过去的年代跟现

在的相去甚远，她也无法说服
女儿将来像她一样过端午。

“现在吃鸡蛋、洗艾水澡
的习俗，都是老一辈人一句一
句流传下来的，我们小时候，
听老人讲这些就像听故事一
样，现在手机、电脑这么普及，娱
乐方式比我们之前丰富多了。”
久而久之，这些老一辈人的故
事，年轻人渐渐不愿意听了，老
年人也不愿意讲了。

对此，济南民俗艺术馆馆
长刘学斌介绍，随着90后、00

后的成长，像端午这种传统文
化逐渐淡化了。如果探究背后
的原因，主要在于改革开放
后，我们对于传统文化教育的
缺失。“像韩国、新加坡、日本
都是汉文化传承之地，但他们
对于传统文化的重视却比我
们多。所以还是要进行教育改
革，将国学传统文化等根深蒂
固于民族血液中。”

这一点小秦表示感同身
受。

本报见习记者 郭立伟

端端午午节节应应互互祝祝安安康康，，不不少少人人不不知知道道

一位老人在准备艾草。

葛延伸阅读

■文味端午·节日的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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