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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节的文化含量实在是太高了，从祖

先对自然天象的崇拜，到《易经·乾卦》第五爻

的爻辞“飞龙在天”。从早前扒龙舟、吃粽子

的礼俗，到屈原五月五日投江忌日的祭奠，有

对圣贤的哲学思考，更多的是民间风俗的约

定俗成，最终沉淀在古老又年轻的中华文化

中，成为集体人格里不可或缺的一环……

这些简述，看似清浅，却深不可测。

今年的端午节就要到了，活泛在我心头

的凡人细节忽然鲜活起来。

早年，南阳曾有过给小娃娃洗露水澡的

风俗。谁家孩子积食消化不良，大人就会趁

太阳没出来的时候，找片草深露浓的地场，将

孩子放草窝里，一个人抓着两只小脚丫儿后

退着拉，口中念念有词：“拉，拉，拉食气，拉掉

没有？”后边跟着的人应答：“拉掉了！”如此一

问一答，反复好几圈儿，直到那孩子浑身上下

湿淋淋，像从水里捞出来一样。

洗露水澡原本不必在端午，只是我记忆

里洗的那场酣畅淋漓的露水澡，确确实实是在

五月端午。当时，我还是个穿肚兜的小人伢

子，大清早，爹把我从梦里叫醒，抱起来就走，

我挣扎着想哭，娘搦搦我的腿，说：“别哭别哭，

咱去洗个露水澡，回来让你吃鸡蛋……”

在又厚实又光滑的葛巴草上被父亲拉来

拉去，不大会儿身上就沾满了草叶子。刚开

始我还不住声地笑，刺痒起来就开始大哭。

妈说：“好了好了，有那个意思就中了，你没看

娃子身上都湿透了……”

那个端午节，我到底吃鸡蛋没有，不记得

了。长大之后，一直到老，我都喜欢草，和草

们开的各种能看人会说话的花儿。特别是暮

春初夏顶着一层白茫茫露水的草，我喜欢在

上面蹚出一道道深绿的脚印子，喜欢用手扫

落草尖上一大颗一大颗的露珠，等它们落满

我的手心儿，掬起来洗脸……最让人意想不

到的是，年过花甲，还有人在我种下的文字里

认出它们——那些露珠子。以至于那个端午

节的露水澡作为私人宝藏，让我与天下草木

呼吸相通，清蒙蒙的绿意总在我心里。

虽然洗露水澡这个风俗与端午节联系不

是那么密切，不见太阳去露天的水里洗脸洗

澡，却是端午节必不可少的一项活动。传说

中，月亮奶奶一年四季都在月宫里捣药，天晴

的时候还能看见她一动一动的身影。那么费

心费力地捣一年，只是为了在端午节头天夜

里遍撒人间。所以，端午节大清早，只要赶在

太阳出来之前，不管用河水、湖水、塘水、井水

洗手、洗脸、洗身体，都很有益处。

端午节没见过阳光的水还可以和面做酵

子，不只是井水、河水，头天晚上舀一碗水放

在 院 子 里 让 月 亮 晒 晒 ，第 二 天 用 它 和 面 就

成。用这样的酵母发面蒸馍，又虚又甜。

端午节大多都是拾麦的好日子。被晒焦

的麦穗儿经露水一打，沉甸甸地上手。鸡叫

的时候天还黑着，被大人叫起来，迷迷糊糊就

下地了。小孩子眼色好，天不亮也能看见躺

在地垄里，或是棚在麦茬根儿上的麦穗子。

如果遇上没人拾过的地块，太阳树梢高，就能

拾牛腰粗一大捆。扛着回家，油馍、糯米红枣

粽子，还有艾叶煮的蒜和鸡蛋，都已放在桌子

上了。

我的端午节，大多时候是要去干娘家走

亲戚的。我提着一篮自家炸的细油条，一个

人走在田间的抄近路上，心心念念的，是干娘

用花丝线给我缠的香囊。我亲娘是个大忙

人，三块花布一缝，装上艾叶拿五色线一搐，

就是一个鸡心香布袋，我都不好意思拿出去

跟别人比。只要走趟干娘家，菱角形的香囊

还有带穗儿的料布袋香囊就不止两三个了。

当然，走亲戚最让人欢喜的是在路上卖

野眼，啥活儿也不干，啥心也不操，一眼就望

到了地平线。

土地也真有意思，麦割了，秋庄稼还没长

起来，它就着急长草了。没有麦罩住，那些草

一棵棵长得又嫩又肥。

和端午节相关的草有两种，一种是艾，能

插门窗，能熏蚊子，捶成艾绒装枕头，还有各

种艾灸，这些天下人都知道。还有一种是猫

眼睛，那时候不知道它学名叫泽漆，叫它泽漆

有什么好？还不如叫猫眼睛。猫眼睛的花和

叶都是绿色的，长在一起不是猫眼睛是什么。

读了书才知道，猫眼睛有清热、祛痰、利尿消肿

的作用，是一味中药。可小时候被大人警告过

多次，“猫眼睛，抹抹眼，明早使个大黑碗”。那

是因为眼皮儿上沾了它的津液，就会肿得合

缝，跟扣半个鸡蛋壳一样，当然看不见饭碗了。

被当成毒草的猫眼睛，端午节是可以薅

的，薅回来晒干，熬水喝治嗓子发炎有奇效。

能把它薅来当药的日子还有，那就是三伏天，

猫眼睛老了，被毒太阳晒干了，它就没有毒性

了……

城市里没有四季，与节气相关的往事越

去越远了，可我忘不了那曾经端坐在旷野上

的端午节，每一想起，白茫茫的露水就打在了

心尖上。

端午节的露珠
○曲令敏

大约在 20 岁之前吧，我一直坚

定不移地认为，端午节由纪念屈原

而来：划龙舟是因为要驱赶鱼鳖虾

蟹，不让它们吃投江的屈子；吃粽子

也是源于怕鱼鳖虾蟹们吃屈子，不

得不往江中投粽喂食之。

后来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据专家考证，端午节源自天象崇

拜，由上古时代的祭龙活动演变而

来。闻一多先生的《端午考》认为，端

午节最早起源于战国之前的吴越民

族——早在屈原投江千余年之前，吴

越一些水乡就有划龙舟活动了。而

粽子，更是春秋之前便已出现。

从文献记载看，最早将端午与屈

原联系起来的，是南北朝时期南梁的

文学家、史学家吴均，他的神话志怪

小说《续齐谐记》有此记述：“屈原五

月五日投汨罗水，楚人哀之，以竹筒

贮米投水以祭之。”而此时，已是屈原

逝世 750 年后了。然而，让人意想不

到的是，原本八竿子打不着的端午与

屈原，却从此渐渐地扯上了关系。

再 往 后 ，隋 ，唐 ，宋 ，元 ，明 ，

清 ……一朝朝、一代代如过眼烟云，

在历史的天空中飘忽而过。可时光

之风纵然“横扫千军如卷席”，却不

仅没能把端午与屈原“扫”开，反而使

二者拥抱得更紧了。直到如今，似乎

越来越多的国人，“宁可信其有”地觉

着，端午节就是因屈原而来，那种种

神奇的传说，亦并非空穴来风。

何以如此？似乎毫无来由。如

果硬要找点儿说辞的话，我觉得只

能说，端午与屈原有缘。

有缘其一：当端午遇到屈原，端

午节便多了些人情味儿。最初的端

午节充满“神性”，离“人”很远。划

龙舟是为了祭祀龙，包粽子是为了

祭祀神灵和祖先。国人过端午也是

过得只有敬畏，无问西东。人们当

然需要这种敬畏，但是绝不会满足

于这种敬畏。与此同时，芸芸众生

还需要可敬又可爱、可亲又可近、可

望又可及的形象出现。而能够充当

这种角色的，只有和他们一样活灵

活现的“人”。正是在这种越来越热

切 的 期 盼 中 ，高 大 上 的 屈 原 出 现

了。于是，就有了端午与“神”的渐

渐疏离，与“人”的渐渐融合。

有缘其二：当端午遇到屈原，屈

原便多了些神气息。屈原当然也是

人，也有人的七情六欲，喜怒哀乐。

但他又绝不是凡人，不仅一身正气，

而且满怀才情；不仅求索不已，而且

视死如归；不仅可将牢骚（《离骚》）

发成千古绝唱，而且能把老天问得

（《天问》）张口结舌。如此近乎完人

的形象，在先人们眼里，自然就有了

许多“神”韵。而国人又向来有根深

蒂固的“神情结”，不光见神就拜，还

特喜欢把自己崇拜的人当神敬，甚

至 会 自 觉 不 自 觉 地 兴 起“ 造 神 运

动”。遇到屈原这样的大腕儿，岂能

放过？于是，就有了关于端午与屈

原的美丽传说，就有了一个越传越

神的“人神”屈子。

或问：浩瀚中华史册，杰出人物

辈出，端午何以独独结缘于屈原？

愚以为，此乃内外两因素使然。

外因在于，屈子乃投江而死，而

端午节此前的最显著“标识”，恰恰

是 划 龙 舟 。 如 此 ，便 千 里 姻 缘 一

“水”牵，成就了二者的人节机缘。

内因则在于，屈原是爱国主义的

标志性人物，而爱国又是民族团结、

人心凝聚的最大公约数。“穿行”其间

的端午，自然而然就成为连接彼此的

纽带了。换一种说法，也可以是：屈

原是一粒爱国种子，需要落地生根，

而端午，恰恰是一块沃土。当端午遇

到屈原，爱国主义的种子就生根发

芽，茁壮成长，生生不息了。

就教大方之家：然否？

当端午遇到屈原
○娄禾青

传统节日中我最喜过的要算端

午节了。大概是因为这个季节万物

都有着充盈的生命力，让人振奋，而

且夏收给予人收获的喜悦，夏种却

又让人充满希望的缘故吧。

对于母亲来说，这个节日除了那

沉甸甸的历史传说外，还有一个重要

的事项就是端午美食和纪念活动。

端午之前，麦收工作已经进行得

差不多，母亲会抽时间准备端午的物

品。几钱雄黄、香料，一撮五彩丝线，

一捆艾草，鸡蛋、新蒜、糯米红枣、粽

叶一应备齐。端午前夜，母亲便会坐

在 灯 下 用 香 料 为 我 和 妹 妹 缝 制 香

包。花色鲜艳的碎布缝成月牙状再

绣上我们的属相，装入香料，用蒜茎

芯剪成小段充作珠子组合成装饰的

穗子，再用五彩丝线捻成挂绳，一个

精致的香包就做好了，传说这香包佩

戴在身上所有的毒虫都会远避。

端 午 的 清 晨 ，太 阳 还 没 有 露

头。母亲就会叫起我和妹妹去村南

的河边，趁太阳还没有出来，用河水

给我和妹妹洗擦身子，据说用端午

这天出太阳之前的河水可以祛除一

年的灾病。

洗 毕 归 途 中 ，母 亲 会 顺 道 采

集 田 埂 路 边 的 药 草 ：车 前 草 、猫 猫

眼……其中猫猫眼最为神奇，端午前

草棵还是鲜灵灵的，此时是不能触碰

的，碰到了可能会害眼病的，传说只

有红眼睛的白兔才能够吃。但是到

了端午这天，这药草却一夜之间变得

枯黄，此时就可以采摘了。民间有端

午这天太阳升起前采集的药草最灵

的说法，母亲会采来一些，捆扎起来

挂在屋檐下，与辣椒、玉米辫一起装

扮堂屋那面斑驳的老墙。这些药草

是很有作用的，农村闹小病是不去诊

所、医院拿药的，家里谁上火嗓子疼，

取上一些药草煮水喝几次就会缓解，

我至今还记得那放了白砂糖却沁着

苦涩味儿的药水的味道。

从河边回来，母亲便取出她泡

好的雄黄酒涂在我和妹妹身上，然

后 给 每 个 人 的 手 脖 上 戴 上 五 彩 丝

线，当然还要挂上前一晚上缝好的

香包。一直忙完了这些仪式性的活

动 ，母 亲 才 放 心 地 去 制 作 端 午 美

食。炊烟开始在这个农家小院上空

飘扬，前一晚就煮上的粽子软糯诱

人，大蒜和鸡蛋也在锅里沸煮着，而

我们最期待的是母亲正在烙着的葱

花儿油馍。

吃过了油馍，在母亲的监督下

吃下几颗煮熟的大蒜，我和妹妹一

个人塞入书包几个鸡蛋就兴冲冲地

赶 往 学 校 。 课 前 的 教 室 里 一 片 沸

腾，古老掉漆的课桌前围满了同学，

目不转睛地盯着暂立在桌子两端的

鸡蛋，“裁判”一声令下，选手送出自

己的鸡蛋，鸡蛋在课桌的中间相遇，

啪一声，这是一个鸡蛋破口的声音。

“是你的破了，淘气儿。”

“不是我的，我的是红皮儿的，

破的是白皮儿的。”

“唉！我的破了，你爱吃蛋清儿

吧，我不爱吃蛋清，咱俩分着吃吧！”

“你家的腌鸡蛋太好吃了，我的

鸭蛋竟然这么不结实。”

碰鸡蛋的声音此起彼伏，同学

们七嘴八舌地议论着碰鸡蛋的精彩

片段，讨论着谁的香包做得最精致，

品尝着伙伴们的美食，虽然在家里

都吃得饱饱的，可是在这热烈的氛

围中依然能燃起食欲。上课铃响起

的时候碰过的鸡蛋已经不知不觉下

肚了。

端午又近，你是否还能记起跟

你碰鸡蛋的小伙伴儿？是否还能忆

起那满口余香是谁不经意间塞入你

口中的鸭蛋黄？

端午节通常与芒种相伴，这边粽香氤氲，那

边麦香飘荡。眼下麦子已颗粒归仓，然端午却

姗姗来迟。闰个四月，把人的胃口吊得老高。

“五月五，是端阳。插艾叶，戴香囊。吃

粽子，撒白糖……”歌谣一哼，该来的端午节

终归是到了。在我的记忆里，这是一个极富

味道的节日。

“端午”本为“端五”，晋代周处《风土记》

说：“仲夏端五，端，初也。”端午节也称端阳节、

龙舟节、天中节、重午节、蒲节，是首个被列入

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中国传统节日。在端

午节众多的别名中，还有“诗人节”和“屈原

日”，这个也许才是端午节的真正内涵。

普遍认为端午节是为了纪念历史上五月

初五投江的爱国诗人屈原。人们在河里竞

舟，是为了寻找消失在急流中的诗人，往河里

投粽子、熟鸡蛋吸引鱼虾，希望它们饱餐后不

去伤害屈原的身体。后来，赛龙舟、包粽子，

便演变成了端午节风俗。今天的鲁山县张官

营镇犨（chōu）城遗址内有始建于东汉、被正

史《后汉书》记载的中国最早的屈原庙遗迹，

是后世纪念屈原的圣地。屈原是战国末期楚

国人，古代鲁山长期属楚，为楚国之北陲，受

渊源牵系，以端午文化、屈原文化为代表的民

俗活动在鲁山当地广为传承。2019 年端午，

鲁山县被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命名为“中国

屈原文化传承基地”。

小时候，端午节来临前，母亲定会将鸡蛋

攒下，端午节一早，和着大蒜一起煮吃。煮鸡

蛋是绝对的“宝贝蛋”，一年中能吃上的机会

不多，除了过生日，想吃就得等到端午节。即

便是端午，煮鸡蛋也不是由着你吃，我家五口

人，通常也就煮十来个。小孩儿们见面一交

谈，居然有吃三四个的，吃蛋多的一脸自豪。

父亲便说，谁吃鸡蛋多，考试也得鸡蛋多，我们

便哈哈大笑。熟蒜头可以随便吃，入口即化，

软香，清热，解毒，杀菌，辛辣一去，老少皆宜。

粽子到处有，槲坠是地道的鲁山特色，在

央视还露过脸呢。坡上槲树成片，槲叶色泽

青绿，大，厚，圆，是包槲坠的天然材料。揭不

开锅的日子，很多家里干脆把粽子、槲坠省

掉，光煮不用花钱的鸡蛋、大蒜。

条件一好，家家过端午少不了粽子、槲

坠 。 麻 利 的 ，端 午 节 头 一 晚 就 把 槲 坠 煮 好

了。槲叶经过煮，洗，泡，柔韧性极好，糯米、

蜜枣、花生仁等裹进去，卷成圆柱形绑好。煮

的时间越长越入味，个把小时后香味便愈发

浓厚，整个院子，整个村庄，仿佛都被这香笼

罩了。槲坠适合凉吃，吃时蘸着白糖，糯米黏

甜，蜜枣扯丝，能吃出初恋般的味道。

端午节早上，煮槲坠、煮鸡蛋都是母亲的

活计。我们的活是跟着父亲到埂子上割艾，

割菖蒲、薄荷、二花。艾，也称艾草、艾蒿，是

菊科多年生草本植物。鲁山城乡尤其是丘陵

地带多有野生。艾草含有挥发性芳香油，香

气浓烈，有祛湿消毒、止血驱寒、镇静安神、驱

赶蚊虫之功效。

割这几样东西不必东奔西跑，只要不斩

草除根，踅住一个地方，年年割，年年长。大

热天，一碗薄荷茶一喝，提神醒脑，凉爽宜

人。薄荷叶晒干装枕头，助眠安神，好梦甜

甜。“手执艾旗招百福，门悬蒲剑斩千邪”。割

下的艾草、菖蒲，挑两把别于门楣两侧，清香

氤氲，辟邪驱瘴，蚊蝇不近。山里生长，磕碰

难免，旮旯里晒干的艾草抓一把一煮，患处经

艾水一抹，立马见效。正所谓“家有三年艾，

郎中不用来”。

当娘的把各种花色的碎布头巧手一缝，

填进去雄黄、艾草、朱砂、茴香、薄荷做成香

包，辟邪气、保平安。孩子们白天香包戴脖子

上，睡觉也不愿摘，熏陶多了，学起习来，脑瓜

竟也灵光不少。

除了过年外，人们最看重的传统节日莫

过于中秋节、端午节。刚订了婚的，节日搭

桥，男方提前赶点集，叫上女孩子来家里一起

过端午，在保守的过去，这算得上开明之举

了。结婚头一年，女方家的长辈会赶在端午

节前给出门的闺女“送端午”。瓷实实一篮子

油条，外加毛巾、扇子。新人成双，毛巾和扇

子也是成双，图案清一色鸳鸯戏水、喜鹊登

枝、牡丹花开，看着就喜气。据说新人扇了娘

家送的扇子，一夏天不会中暑。“送端午”送的

是清凉，是暖暖的爱意。“送端午”的习俗现在

还有，时代在变，礼物在变，心意未变。

五月初五又端阳，殷殷糯粽正传香。尽

管屈原离我们越来越远，但“路漫漫其修远

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绝唱我们永远铭记。

每个人都在求索，都在用心酿造生活，努力把

日子过成诗。

就如这端午，充满诗意，色香味俱全。

色香味全端午节
○张仁义

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让耄耋老母更加

看重今年的端午节。离节日还有一大截子光

景，她就嚷着要回农村老家祈福纳祥，赶在端

午节采集草药，防病治病、压邪攘灾。我答应

了老人的请求后，她催促我灌酒买雄黄，亲手

配制雄黄酒，然后戴上老花镜，开始配制五色

线、缝制香囊，筹备过节的一应物品。看着母

亲一天到晚飞针走线那副勤勉和虔诚的模

样，我的心里忽然一热，少时在老家农村过端

午节的镜头倏忽飞来，弥漫在岁月深处节日

的草药香悠然飘来，香醉我这颗刚刚摆脱疫

病阴影折磨的心。

“夜来南风起，小麦覆垄黄。”乡下的五月

节总是和繁忙的麦收纠结在一起，但这并不

影响节日的神圣和仪式感。节日这天，家庭

主妇可以半天不出工，专事节日事宜；男人们

依然忙于抢收抢种，但一颗焦灼的心似乎也

平和安静下来；孩童们不再被撵到地里拾麦，

耳朵、鼻孔处涂抹雄黄酒，手腕、脚腕和脖颈

上被母亲系上五色线，披挂香囊，帮助母亲烧

香敬神，采药采茶。最诱惑我们这些“小馋

猫”的，莫过于吃煮鸡蛋、大蒜和炸油馍。那

放了艾叶煮熟的鸡蛋和大蒜，还有那平时难

得一见的油馍，是不允许我们放开肚皮吃饱

的 。 好 在 还 有 一 个 美 差 ，能 让 我 们 暴 食 美

餐。作为亲情的使者，孩子们还要挎起油馍

篮子，为出嫁的姑姑或姐姐送节，这是我们乐

此不疲的美事。

时光荏苒，人逼花甲。品嚼儿时端午节

的滋味，最醉人心脾的是那飘香的草药味儿。

“端午节，天气热，五毒醒，不安宁。”大奶

奶念叨着不知盛传了多少代的民谚，把两棵

猫眼睛连根拔出，放进了荆篮里。她的篮子

里已经放满了各种草药，我认识的只有艾草、

菖蒲、车前子、桃枝、柳叶、莎草等等。为了杀

死五毒，保人体健康，古朝远辈子至今，人们

都在端午节采药。我问大奶奶，为什么要在

端午节采药？

“端午节前都是草，到了端午便成药。”大

奶奶说一些根茎入药的植物，长到端午时节

已经成熟，正可以入药，因此端午是采药的好

时节。大奶奶说的话直到参加工作后，我才

在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中找到了佐证：

“五月五日，竞采杂药，可治百病。”

大奶奶讲述所采草药的妙用，呼呼啦啦

把一帮娘子军和童子兵聚拢到她的跟前。“艾

草浑身宝，家家离不了”“家有五年艾，不用郎

中来”，大奶奶出口成章，说得头头是道。她

说，人们将艾置于家中以“避邪”，干枯后的株

体泡水熏蒸可以消毒止痒，用艾水洗澡或熏

蒸治疗妇科杂病，灵验得很。

车前子，又名苹首，俗称车轮菜等。春开

紫色花，夏结紫色籽。籽可供药用，治妇人难

产有特效。所以端午节这天，女子往往结队去

田野采集车前子，然后回家晒干以备用。

“‘五根水’洗身，健壮如铁镦”。洗草药

水是家乡端午节习俗之一。端午这天是草木

一年中药性最强的一天，此日遍地皆草药，洗

草药水可治皮肤病，并去邪气。家乡的“五根

水”是指用艾茎、桃枝、柳枝、柏枝、桑枝熬制

的草药水。记得童年端午节的晚上，母亲扒

光我的衣服，把我放进热气腾腾的草药水盆

里浸泡，并用手帮我揉搓身骨。袅袅的水雾

中，飘着一抹淡淡的苦香，身骨被药水浸润得

轻松光滑，五脏六腑惬意之极，舒服得我在药

水中直叫唤，真有种飘飘欲仙的感觉。也许

是童年端午节草药水洗身的功效吧，几十年

走南闯北从没有患过皮肤病。

庚子年端午节渐近。母亲手工制作的香

袋挂满墙头，大小不等，形态各异，五颜六色，

药香醉人。香袋内装香料，掺和着川芎、排

草、芩草、丁香、山艾、白芷、甘草、雄黄粉等中

药粉，再用彩绸扎绣而成，下边还垂挂着红、

绿、青、蓝、紫各种线穗。我把它佩在胸前，一

时香气扑鼻，神清气爽。这些芳香开窍的中

草药，有清香、驱虫、避瘟、防病的功效。至于

那五色丝，年年岁岁是要系在我的手腕和脚

腕上的，尽管我已入老境。应劭《风俗通》中

说：“五月五日，以五彩丝系臂，名长命缕，一

名续命缕，一名辟兵缯，一名五色缕，一名朱

索，辟兵及鬼，命人不病瘟。”中国古代崇敬五

色，以五色为吉祥色。因而，节日清晨，各家

大人起床后第一件大事便是在孩子手腕、脚

腕、脖子上拴五色线。母在老儿亦是小，大爱

常荫晚辈身。在城市的家中，吮吸香囊芳香，

品咂雄黄药酒幽香，舔尝五色丝线芬芳，我似

乎被母爱的天香沉醉！

端午草药香

醇味端午
○陈怀伟

诗意端午，家国情

怀，追古惜今，不忘初心。

端午节不仅仅是一

个传统节日，也是一个人

文情怀的载体，它承载着

爱国、诗意、奋进的人文

精神。

又是一年端午近，

粽叶飘香飘出了妈妈的

温馨话语和童年的快乐

时光，五彩绳结记载了一

代代人对传统习俗的深

情，掬一杯雄黄酒，挂一

株艾草，用我们诗意的心

与爱国诗人屈原来一段

神交……

值此佳节来临之际，

本版用一组美文与大家

共度佳节，祝端午安康！

端午杂咏

○严寄音

端阳佳日近，觅句拟新章。

温故滋兰浴，思君吟泽伤。

祭怀舟竞渡，歌咏曲飞飏。

节俗过江汉，芳魂任徜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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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忠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