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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风情·株洲故事

端午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也是各地民
俗文化的集体展现。在这个节日里，我们不仅能品
尝到各式各样的粽子，还能感受到各地不同的风
情和习俗。

明日即是一年一度的端午佳节，为了让读者
朋友更好地了解株洲的端午民俗，我们特邀请了
来自株洲不同地域的作者，撰写了一组稿件，分享
他们对家乡端午节的回忆和感悟。

这组稿件，是我们对株洲各县市端午民俗的
一次探索和发现，也是我们对株洲文化多样性的
一次赞美和致敬。希望通过这些文字，能让你更加
了解和喜爱这片土地，也能让你更加珍惜和传承
这些民俗。

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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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 年，那年我二十出头，在株

洲钨钼材料厂（以下简称钨钼厂）七

车间工作，工作之余，兼任车间团支

部的宣传委员。

钨钼厂第一道卫门进门的右手

边，便是一个篮球场，当时厂篮球比

赛开展得很红火，每个车间都组建了

自己的篮球队。七车间年轻人占多

数，组建的篮球队自然是其间最出色

的，在厂里的各大小篮球赛中常常胜

出。逢有比赛，我这个宣传委员几乎

都要到场，虽然我肩不能挑，手不能

提，但是作为一名啦啦队员还是十分

的尽职尽责。

钨 钼 厂 七 车 间 篮 球 队 中 的 小

周、小吕是我的好朋友，他们俩的身

高都在一米八左右，高大帅气。小周

在篮球队中任中锋，小吕任前锋，因

为我的日常工作跟他们有交接，几

乎天天都打照面，都是才从学校毕

业不久的年轻人，工作之余，聚在一

起谈天说地、下棋打牌也是常事，尤

其是上夜班的时候，大家还会用我

们化验室的电炉热饭热菜吃，这样

一来，接触就更多了。小周和小吕家

在攸县，而我家就住钨钼厂的家属

宿舍，逢夜班的时候，我会特意从家

里带一些饭菜过去，大多是我母亲

烧制的，夜班间歇，电炉子热上彼此

的饭菜，你夹我一筷子，我夹你一筷

子，关系就更融洽起来。

1992年夏秋的时候，钨钼厂在每

个周末都会组织篮球比赛，似乎一场

比一场精彩，最终，我们七车间篮球

队拿下厂内联赛的冠军，这里面给人

印象最深的是小周，他那个抢球、进

攻、投篮势如破竹，无人能挡，他打得

酣畅淋漓，我们也跟着兴高采烈，一

次又一次为小周果敢且精准的投篮

喝彩。

年轻的时候，我就是一名文学爱

好者，看完钨钼厂整个赛季的比赛，

看到我们七车间夺冠，我激动万分，

也不管自己是不是写诗的料，热情洋

溢地就要为七车间篮球队的夺冠写

诗。总觉得那一季的天空很蓝，便将

诗名拟作《蓝色旋风》，我这样写道：

赛场也像大海

拼搏的男儿

是冲浪的先锋

擎着闪电驾着火焰

把青春与力量的纵横

凯旋成蓝色的旋风

写完诗之后，有一期出黑板报的

任务，我便大胆地将这首诗登在黑板

报上，用以激励钨钼厂七车间篮球队

的士气；两年后，我将自己的习作用

手抄本的形式抄了一本，并请我父亲

在本子的扉页上题写“夏红集”三字，

今年特意翻出来，发现为七车间篮球

队写的诗，抄在集子的第 72 页，写作

时间是 1992 年 9 月，仿佛只是眨眼，

时间便跨越了三十个春秋，我和七车

间篮球队的队员都已从青葱岁月走

进人生的秋天，而于我而言，那些精

彩的比赛，小周的抢球、进攻、投篮三

部曲还历历在目，那是致敬青春的比

赛，任时光荏苒，仍日久弥新。

端阳
攸县人的养生节

刘正平

攸县人素有在端阳节期间采药、制

药、防疫的民俗。过了芒种，临近端阳时，

山间、田边、小河小溪旁，到处可见釆挖中

草药的人们，多为自用或拿来馈赠亲友，

也有人手提肩挑，送去市场卖。一扎扎、一

担担，挤挤挨挨，琳琅满目。

常釆挖的药草有：艾叶、菖蒲、臭草、

车前草、海青杉、兰草等。

艾叶: 被称为“中医之草”，可治腹胀、

妇科病，也常用于艾炷针炙，攸人叫“烧艾

叶火”。

菖蒲:《本草纲目》载：“菖蒲酒，治三

十六病，一十二痹，通血脉、治骨瘘，久服

耳聪目明。”

臭草: 学名鱼腥草，常用于泡茶，可清

热、抗病毒、利尿消肿。

车前草: 祛痰、镇咳、平喘、利尿、凉血。

海青杉: 一种蕨叶状的藤草，攸人叫

“海青杉”，可清热、解毒、利尿。

兰草: 叶似马兰，故名兰草，“杀蛊毒，

避不祥”，古人有浴兰除秽的习俗。

攸人民俗: 在端午节，家家户户都以

艾叶、菖蒲、兰草、雄黄、蒜头煮水，遍洒室

内、庭院、住宅周边，可防蛇、蜈蚣、蝎子等

毒虫入侵。

以艾叶、苍术，和隔年储存的枫球(枫

树的果实，学名枫实)，装入火盆闷烟，驱赶

邪气和秽气，预防疾病感染。

洗药澡。以艾叶、兰草，菖蒲、雄黄、朱

砂，烧水洗澡，可防生痱子、疥疮、痈疽等

皮肤病。

制药蒜、药油。制药蒜的办法是以一

片薄薄的肥肉，渍上雄黄，中间凿个小孔，

从蒜把上穿入，覆盖蒜头，悬挂于梁上。制

蒜油，则将蒜头捣成蒜泥，拌雄黄，装入盛

着茶油的瓶中浸泡，时间越久越好，陈年

的蒜油更隹。若逢毒虫叮咬，将药蒜、或蒜

油搽于创口，有奇效。

隔离防疫。端阳日，攸人喜欢以“躲端

阳”之类的话题互相调侃、嬉戏。古人称五

月为毒月，其中有九个毒日，端午节为九

个毒日之首，最易感染疾病。在科学落后，

无医疗条件的古代，人们恐染上恶疾，出

于求生的本能，只好在首毒日躲进深山丛

林，于是有了躲端阳之说。

端阳节，多与二十四节气的夏至是同

一天，或前后两天。《风土记》载：“端，始

也，谓五月五日，俗重五日，与夏至同。”古

人把端阳和夏至视为一个节日。攸县歇后

语: 牛歇谷雨、马歇夏，人歇端阳冇事哇。

意思是牛在谷雨节、马在立夏节、人在端

阳节必须休息。这也是传承古人的养生理

念。古人认为：夏至是阴气与阳气、死气与

生气争斗的时节，要保持身心平和、安定，

节欲养精，心静气顺。

攸人的节日饮食清淡，不暴饮暴食。

通常吃的是低脂肪的黄鳝、青虾，和攸县

的地方名菜鱼头煮豆腐、爆炒血鸭等。喝

的是自酿的糯米醪糟，只有 3~5度，甜津津

的，沁人心脾，既可口又养生。

攸县俚语：夏至不到不热，冬至不到

不冷。又言：长不过夏至，短不过冬至。夏

至是一年中白天最长的一天。星辰轮转，

过了夏至节，白天就慢慢缩短，夜间逐日

变长。攸人视端午节为气候变化、昼夜交

替的一个重要节点。

“健康”过端午
邓跃东

离五月五的日子越来越近，家乡端午的气息便一遍

一遍地在心头萦绕。

家乡是湘东茶陵群山深处的一个僻隅小镇，每届端

午，热闹非凡，而这热闹之中，亦隐含着茶陵先民们对卫

生健康常识的认知，成书于明嘉靖年间的《茶陵州志》对

茶陵民间端午习俗有“插艾于户，杵蒜水遍堂室洒之，曰

避毒”的描述。艾是多年生草本菊科植物，中医认为其有

温经、去湿、散寒、止血、消炎、平喘、止咳、安胎等功效；大

蒜以鳞茎入药，有温中健胃、消食理气、杀菌消炎等功用。

端午时节正是雨季，空气潮湿，屋瓦、门窗都是湿漉漉的，

矮土墙上结出了白白的芒硝，砖石地上布满青苔，高坎上

树木葱茏。五月初四，家家户户开始装扮。门上窗上要插

上菖蒲、艾叶。菖蒲，多年生草本植物，全株芳香，可作香

料或驱蚊虫，茎、叶可入药，有化痰、开窍、健脾、利湿等效

用。菖蒲和艾叶的气息交织，空气中弥漫的股股清香，洁

净清新了湿润环境里的那股霉味。

房前屋后的水沟也要清理，里里外外清扫一遍，还要

四处洒上石灰来预防虫害。这是最朴实、原始的“病媒生物

防制”化学方法。其实还有一种物理“防治法”，即是用铁锅

里高温的砂子来烫死一些害虫——记得奶奶在世时，每年

过节前，她老人家都要用细沙子炒几斤蚕豆，倒入米筛，然

后端着米筛，迈着小脚，趁着滚烫的热气，屋里屋外，边走

边筛，口里还念念有词：筛死豁辣子、筛死豁辣子（一种毛

虫）……我们一般跟着奶奶寸步不离，主要是等仪式完了

后，可以兜把蚕豆放进口袋，留着慢慢磨牙，直到端午节过

后，还要把蚕豆的脆香，带到学校里显摆几天。

除了这样原始的化学、物理的病虫防治法外，家乡的

端午节还作兴拿各种药草来煮水，内服外用皆宜。一般在

在节日的前几天就开始做准备工作，大人们早早地在路

边、山上采摘艾叶、菖蒲、九里黄、柚子叶、蒜叶之类的植

物，剁碎了合着雄黄一并浸泡在露天的水缸里。等到节日

那天，女人们一早起来就开始舀着放进脸盆里，用艾叶蘸

着，在屋里四处洒个遍，把居家环境来一次大扫除。晚饭

后，又舀一部分兑水烧开，细心一点的堂客们还在锅里放

些鸡蛋。水开蛋熟，你舀一桶，我舀一桶，兑上凉水，全身

上下“药浴”一遍。洗完澡，还用煮好的鸡蛋在身上滚三

遍，小孩的眉心还要点上雄黄以示吉祥。老辈人说，端午

节洗了药浴，吃了滚了三遍的香喷喷的鸡蛋，一年都不会

发感冒，起皮疹。

端午节的吃食，也值得说道。米酒和大蒜，是人人必

喝必吃的，说是可以避蛇和杀菌，而且有所谓“十八子”的

说法，就是说凡是吃的东西必须得带“子”字,而且在节日

那天一定要吃上十八个品类，诸如蚕豆子、黄豆子、粽子、

桃子、李子、芝麻子、葵花子、猪肚子、猪肠子、包子、鸡子

（蛋）之类。小时候过端午节最喜欢瓣着手指头数，今天吃

了多少“子”，还差多少“子”。有一年，我总觉得好像少了

很多“子”，根本凑不齐“十八子”，妈妈怨我们笨头笨脑，

吃了还不记事，便掰着手指头给我算：今天喝开水了吧，

里面有茶叶子、桂皮子、茴香子、花椒子……今天吃了泥

鳅子，里面有辣椒子、大蒜子……

“十八子”中，我最最喜欢的是家乡的“莳田晒肉”——

春天插田时割的打牙祭的肉，舍不得全吃掉，用盐腌好，沾

上已经炒熟的且磨好的米粉和八角茴粉，晾晒干透，一直

到端午节那天，取出来放在米饭上蒸熟，吃起来香甜而不

油腻。现在想来，埘田晒肉也是药膳之一种，八角茴在中医

中有治腰膝冷痛、脘腹疼痛、寒湿脚气等疗效，春寒料峭，

长时间在冷水田里插秧莳田，多有湿毒，一份油而不腻的

药膳，既能唤起人们味觉的记忆，又能调节身心的健康，这

是劳动者独有的智慧。

很多年没在家乡过端午节了，每年端午节的时候，总

是在重温儿时的记忆，奶奶小脚筛蚕豆的模样，妈妈掰着

手指头给我算“十八子”的模样，还有滚烫的艾叶水，香气

四溢的莳田晒肉，总让身在他乡的我浑身充满力量。

那年端午的小事儿
张年福

又到端午节。

端午节是纪念爱国诗人屈原的节日，也是我

国上半年最隆重的民俗节日、小朋友们最快乐的

节日。

炎陵到处是大山小溪，没有城里那隆重奢华

的纪念性集会，没有大江大河中龙舟赛那山呼海

啸般的激动人心的热闹场面。山里人矜持、朴素。

他们对民俗节日有着独特的理解，也有着别具一

格的节日表现形式。山里人的节日是深深地刻在

山民的骨子里，流露在孩子们稚嫩的脸蛋上。

端午节这一天，各家的小孩都会早早地在胸

前挂上形状各异的粽子、数量不一的鸡鸭蛋，以及

色彩绚丽的香囊，以示节日的欢乐气氛；用艾草、

香蒲、山苍、野山椒、钩藤等多种植物熬水洗澡，并

在眉心和太阳穴处涂上雄黄酒，以预防疮疖痱子

和皮肤病；在门前悬挂艾草蒜杆，以辟邪祟和虫蛇

瘴毒。带着节日的喜庆，孩子们也会主动地做一些

力所能及的家务事，如清理墙旮旯、屋檐下的蜘蛛

网，打扫房前屋后的卫生，择菜洗碗等等。

端午节最具特色的食品当属粽子。尤其是鲜

蓼叶（即箬竹叶子）那特有的清香味，是最能诱人

口涎的。进入五月，村里半大的姐妹们就喜欢一拨

一拔地结伴前往山涧坡地摘取蓼叶。包粽子的时

候，妇女小孩都会轮流帮忙，谁家有事就到谁家

去，唧唧喳喳、热热闹闹，嬉戏玩笑之间就大功告

成。村民中，谁家的粽子煮熟了都会各家各户送去

一提，说是尝尝味道。这样，特色美食粽子还成为

村民间联络情感的桥梁纽带。

百姓有个口头禅，叫做无肉不成节。端午节更

是如此。记得有一年的端午节，父亲一早就挎上篮

子，点名要我随他一起去逛圩场。圩场上行人熙熙

攘攘、人头攒动，好不热闹！父亲拽着我的手腕，急

匆匆地在人流中穿行，好不容易才来到上圩卖肉的

店铺前。每逢民俗节日，圩场最忙碌的是屠夫，最热

闹的是肉铺。这时肉铺廊前的空闲地上两列买猪肉

的队伍已经排了十几米长。为不耽搁购买其他的东

西，父亲就让我站在左列队伍后面，代为排队——

这大概就是父亲让我随他来逢圩的初衷吧。

那个年代的小孩都不怎么长个儿，六七岁的

我还够不着大人的腰。不一会儿，买肉的人越来越

多，队伍像挤香肠一样，快速地向后延伸着。人流

越来越密集，接踵摩肩，密不透风。我站在两个大

人中间，准确地说，是被挤在四条大腿中间，动弹

不得。人们的汗臭味和浓浓的体味，熏得我头晕、

作呕。我呼吸急促，浑身冒汗，两眼呆滞地望着身

边晃来晃去的人腿，很是尴尬无助。

就在我努力地与前面的人保持一点间隙，以改

善自我处境的时候，更糟糕的事发生了——有人在

我前面插队了！两条大腿硬生生地从左前方强挤到

我的前面，肥硕的臀部挤压着我的胸颈部，我那带

锁的金属项圈直接勒在了我的脖颈处。我一时吸不

上气，两眼发黑，意识模糊，在拼力推开对方时感觉

好像是不由自主地用手使劲地抓了一下……

突然，插队男人从队伍中蹦出来，大喊谁家的

孩子“咬”了他，并抡起胳膊要打人。这时后面队伍

中对插队行为不满的人和周边有正义感的人们立

即躁动起来，大家一起制止和谴责插队人的鲁莽

行为。俗话说，众怒难犯。插队人虽牛高马大，有些

耍横，但毕竟理亏心虚，先前不断挥动着的手臂很

快就慢慢地垂了下来。

不一会儿，父亲返回来接替我排队。在明白就

里后，父亲对插队的人进行了不愠不火的批评。父

亲是做木工的手艺人，说话很有分寸，就像木工的

榫卯工夫一样，严丝合缝，恰到好处，赢得了众人

的赞许。

插队者在众人异样的目光下，像犯了错的孩

子一样，不知所措，拔腿就准备走开。这时父亲拦

住了他，并开导他：犯错与买肉是两码事，不能自

己有错就让家人端午节吃不上猪肉。知道插队错

了就赶快去排队。那人一琢磨，觉得说得在理，就

借坡下驴，排队去了。

回家的时候，父亲径直走进了糖果店。那时小

孩子最爱的是甜食，如粒粒糖、片片糖、棒棒糖、宝

塔糖、谷芽糖之类。父亲一走出糖果店，就把刚买

的、包括给姐姐的宝塔糖全都放进了我的衣兜里。

摸着兜里的糖果，望着竹篮子里的猪肉和其他端

午节食物用品，一切不愉快的情绪都烟消云散，留

在脸上的只有开心、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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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BA”火热开赛中，全城热情被点燃的同时，也让不少株洲
市民陷入对曾经红火的株洲厂矿群众体育运动的“回忆杀”之中。

株洲是一座有着悠久工业历史的城市，工业文化深植于城市
的血脉。株洲也是一座热爱体育的城市，这里走出过十多位奥运项
目世界冠军。

籍今天“厂BA”之盛况，本版特推出“热血株洲：厂矿体育的辉
煌岁月”专栏，邀请本土的作者，用他们的笔触和回忆，展现那些曾
经在厂矿里开展的群众体育运动的风采，我们将听到他们的欢笑
和呐喊，看到他们的挥洒和拼搏，感受到他们的团结和奋进。

我们希望通过这个栏目，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尊重厂矿工人的
体育精神，也让更多的人参与到体育运动中来，用热血和汗水，点
燃株洲的体育之火！

同时，本版也欢迎更多的朋友跟我们分享你记忆中的株洲厂
矿体育的种种，请将你的故事形成文字，并配上图片，发送到zz-
rbsg@163.com，我们将择优刊登，并奉上稿酬。

开

栏

语

给车间篮球队写诗
欧阳光宇

▲1994年，作者将为七车

间篮球队写的诗《蓝色旋风》

抄写在“夏红集”的第72页。

▲1992 年，作者与株洲

市钨钼材料厂七车间篮球

队前锋吕平（左），中锋周文

祥（右）合影。

▲1992 年，作者请父

亲为自己的手抄文本题写

“夏红集”三字。

策划/李卉 执行/郭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