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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元琪 文/图

在儿时的记忆里，每至端午佳节，
除了蒸笼飘出的阵阵粽香，最让人难忘
的还有香包散发出的艾叶清香。如今，
粽香愈加浓郁，艾香却渐渐淡去。5 月
18 日，市区一隅，几位售卖香包的老太
太又让记者闻到了儿时记忆里的清香。

细心的市民应该知道，每至端午前
夕，市区迎宾路与曙光街交叉口，几位
满头银发的老太太就会支起摊位，挂出
亲手缝制的香包。今年记者路过此处，
没有像往常那样一瞥而过，而是和她们
闲聊了一番。

“老婆子眼花不中用，瞎连哩。”86
岁的邓喜枝是四位香包老太太中最年
长的，牙齿已经没剩几个了，但眼神依
然不错，戴上老花镜还能穿线头，摊位
旁边停着一辆用钢筋和铁皮焊制的手
推车。邓奶奶家在文园路青少年宫旁
边，每天早上，她一早起来吃完饭，收拾
好行装，就带上马扎推着车来到此处出
摊。中午回家，午休过再来，跟年轻人
上班没两样。“来，闺女，给我认个针。”
邓奶奶当天没戴老花镜，只好请身边的
年轻人帮忙。

与邓奶奶相邻出摊的是 67 岁的王
秀，也是年纪最小的香包老太太，当天
她戴着太阳帽，脸颊两边的头发依然乌
黑。记者说她不显老，她立马摘下帽
子，露出头顶花白的头发。王大娘身边
坐着一位年轻姑娘，名叫李莹莹，是她
的儿媳，今年24岁，在家安胎，闲来帮她
照看“生意”。“你会做香包不？”记者
问。李莹莹羞涩地摇摇头说：“我搭把

手可以，要让我一个人做，实在弄不
成。”王大娘的摊位上香包种类很多，其
中生肖题材的香包惟妙惟肖，记者选购
了两只小马香包，10元钱。王大娘还拿
出一盒香料给记者看，里面不仅有艾
叶、薰草等传统香料，还添加了一些中
草药，有提神醒脑的功用。她说这些香
料是购买的，现在很少人自己配制香料
了。除了香包，王大娘还出售手工缝制
的幼儿布鞋，一双带有“GUCCI”LOGO的
小布鞋颇具大牌风范。

路西还有两位香包老太，82岁的杨
梅娥坐在树荫下的椅子上养神，看见记
者把玩香包，她起身走了过来。杨奶奶
个头不高，有些驼背。她摊位上的香包
最多，记者粗略数了数，有近300个。生
肖、绣球、荷包，各种传统题材应有尽
有，还有几个“八一红星”香包随风飘
荡。角落里还挂着几个“HelloKitty”形
象的香包，令记者有些意外。“这也是你
做的？”记者问道。“都是我做的，年轻人
喜欢，咱也得变变。”杨奶奶听力不太
好，记者说话时要凑近她耳边。杨奶奶
家就在摊位后面的居民楼，出摊已经一
个多星期了，今年拿出了七八百个香包
来卖，从去年过完端午节就开始赶制
了，平均每天至少要做两个。

杨奶奶隔壁的香包老太年纪也在
70 岁靠上，摊位上不仅有传统的香包，
还有毛线织成的卡通香包，愤怒的小
鸟、长江七号、章鱼宝宝等形象十分可
爱。临行前，老太太执意要赠送一只香
包，记者婉言谢绝。

看到香包老太刻满沧桑的双手，记
者不禁想，若干年后端午香包还会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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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梅娥缝制的各种香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