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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过端午节的习俗由来已久，两
千多年前，为了纪念投江的屈原，家家包粽
子，祭屈原，端午节从此深入人心。

同样的端午节，在不同的诗人笔下，是
不同的风情。

最惊喜的端午词：小扇引微凉，
悠悠夏日长。

菩萨蛮·端午日咏盆中菊
清·顾太清

薰风殿阁樱桃节，碧纱窗下沈檀爇。
小扇引微凉，悠悠夏日长。

野人知趣甚，不向炎凉问。老圃好栽
培，菊花五月开。

古人将初夏时的东南风，称为薰风。
当薰风吹满殿阁时，正是樱桃成熟的

时节，屋内的燃着的薰香，驱散了暑气，微
微摇着小扇，夏日悠悠而漫长。

在悠悠的夏日中，词人惊喜地发现，菊
花开了，可如今才五月呀。

属于秋季的菊花，夏日开放，怎能不让
人欢喜呢！看到花儿的那一刻，相信词人
定是暑气也半消了吧！

生活，总是充满不期而遇的惊喜。希
望这个夏天可以被偏爱，日子清澈灿烂，美
好不期而遇。

最真诚的端午词：寻一首好诗，
要书裙带。

殢人娇·或云赠朝云
宋·苏轼

白发苍颜，正是维摩境界。空方丈、散
花何碍。朱唇箸点，更髻鬟生彩。这些个，
千生万生只在。

好事心肠，著人情态。闲窗下、敛云凝
黛。明朝端午，待学纫兰为佩。寻一首好
诗，要书裙带。

1094年，年近花甲的苏轼被贬到惠州。
此时，他身边的姬妾多散去，唯有朝云

不离不弃，陪着他，远赴惠州。

人生艰难的日子，两人相依相伴，互
相慰藉。有了朝云，苏轼的生活不再那么
难过。

明天就是端午节了，苏轼想送给朝云
一首词，回忆往昔美好，祝愿朝云来日身体
健康。

问朝云有什么愿望？朝云只说，想求
得苏轼一首好诗，书写在裙带之上。

人生，得一知己，要用一生一世来
报答。

最伤感的端午诗：少年佳节倍
多情，老去谁知感慨生。

端午日
唐·殷尧藩

少年佳节倍多情，老去谁知感慨生。
不效艾符趋习俗，但祈蒲酒话升平。
鬓丝日日添头白，榴锦年年照眼明。
千载贤愚同瞬息，几人湮没几垂名。
小时候喜欢过节，长大后害怕过节。
诗人就是如此。
年轻时，每天盼着过节，热闹有趣，现

在老了，已经没有心思去感慨万千了。
是啊，每一个节日，无不在提示着时光

的逝去，老了的人，最怕的就是时光流逝
了。

所以，这一个端午节，诗人连艾草都懒
得挂，只喝一杯酒，只盼人生太平。

在岁月面前，不论是圣人，还是愚人，
都不过瞬息，谁又能留名青史呢？

又何必伤感，如果热爱节日，即使年
老，依然能感受到许多人生乐趣，惟有热
爱，可抵岁月漫长。

最开怀的端午诗：日斜吾事毕，
一笑向杯盘。

乙卯重五诗
宋·陆游

重五山村好，榴花忽已繁。
粽包分两髻，艾束著危冠。

旧俗方储药，羸躯亦点丹。
日斜吾事毕，一笑向杯盘。

1195 年，乙卯年，71 岁的陆游在家乡
隐居。

放下了官职，无公事烦扰，在山村里，
他开心地过了一个端午节。

乡间真是好呀，石榴花开得正艳，两
角的粽子包好了，艾草束在帽子上。端午
有一个习俗，就是储药，配药方，这一年就
不会生病。

做完了这些，夕阳西下，他放松地笑
着喝起酒来。

没有装饰，所以诗美；没有做作，所以
情真。山村的美好风光，端午的惬意，扑
面而来。

活在这温柔的世间，太阳强烈，水波
温柔。

最奇趣的端午诗：招得榴花共
一觞，艾人笑杀老夫狂。

端午独酌
宋·杨万里

招得榴花共一觞，艾人笑杀老夫狂。
子兰赤口禳何益，正则红船看不妨。
团粽明朝便无味，菖蒲今日麽生香。
一生幸免春端帖，可遣渔歌谱大章。

杨万里是一个怪人。
端午节时，他招石榴花与他共醉，门

口的艾草人也笑他：这个家伙好轻狂呀！
像极了“举杯邀明月”的李白，同样

孤独。
杨万里还很清醒，他说粽子虽然好

吃，但过了端午，便没有想起，菖蒲虽然
清香，过了端午，便没有记起。

纪念屈原只是为了应应节气，时过
境迁，屈原也会被抛在脑后。

虽然世态如此，杨万里依然坚守着
高远的情怀。

自屈原之后，清醒的人越来越多。

夏至节
端午节有一个名字，叫夏至节，因为它

和夏至的日期比较临近，有一些风俗也混
在了一起。宋代的时候，还有些地方保留
着到夏至节吃粽子的习俗。

女儿节
在明清时期，端午节在有的地方被称为

“女儿节”。根据明代野史记载：到了五月女
儿节这一天，人们会在身上系丝绦，佩戴艾
和五毒灵符，出嫁的妇女要归宁省亲。

端阳节
古人纪年、纪月、纪日、纪时通用天干

地支，根据干支历，按十二地支顺序推算，
第五个月即“午月”，而午日又为“阳辰”，所
以端午也称为“端阳”。

天中节
仲夏端午苍龙七宿处在正南中天，位

置最“正”最“中”。另，因端午节对于在北
回归线及以南地区，太阳在天空位置是一
年里最当中。

重午节
上古干支纪元法，以天干地支来作为

载体，纪元通用天干地支。端午原为干支
历的午月午日，正月建寅，第五个月即为午
月，午月午日谓之重午，午月午日“中正”
也。到了汉代时，由于南北统一，历法变
动，朝廷为了方便过节，规定每年的端午节
改为阴历五月初五。

龙舟节
龙舟竞渡最早是江浙地区吴越部族

祭龙祖的一种祭祀活动形式 ，古代的

百越民族是以龙为图腾的，为表示他们
是“龙子”的身份，端午节两个最主要的
活动吃粽子和竞渡，都与龙相关。粽子
投入江河水里祭祀龙神，而竞渡则用的
是龙舟。他们不仅有“断发纹身”以“像
龙子”的习俗，而且每年在端午这天，举
行一次盛大的图腾祭；其中有一项活动
便是在急鼓声中刻画成龙形的独木舟，
在水面上作竞渡的游戏，绘图腾神。这
便是龙舟竞渡习俗的由来。划龙舟是端
午节的一项重要活动，故又称龙舟节。

草药节
端午日是草木药性在一年里最强的一

天，端午遍地皆药，这天采的草药治疗皮肤
病、去邪气最为灵验、有效，故名。

龙节
龙是吴越部族的原始信仰，源自天象

崇拜 。上古百越先民在端午进行祭龙，端
午节在当时其实是“龙的节日”。 仲夏端
午“飞龙在天”，苍龙的主星“大火”（心宿
二）高悬正南中天，龙气（阳气）旺盛。由于
易经的阴阳转化之道，盛极必衰，“上九”
（乾卦第六爻）则为“亢龙有悔”；从卦辞而
言，“上九”为最阳之爻，再无上升的余地，
必然要走向衰落。而仲夏端午的“九五”
是为“飞龙在天”，龙星处于全年最“中正”
之位，喻事物处于鼎盛时期，大吉大利。

浴兰节
民间有在端午采草药煲水沐浴的习

俗，故亦有浴兰节之称，如汉代《大戴礼》
云：“午日以兰汤沐浴”。

上日
端午，有的地方称为“上日”，意思是

“神的日子”。亦有佳日、佳节的意思。

菖蒲节、艾节
古人认为菖蒲、艾草有辟邪作用，端午

阳气旺，且艾、菖长势茂盛，每年端午人们
有在门上挂菖蒲或艾草辟阴邪的习俗，故
端午节也称“菖蒲节”“艾节”。

当五汛
靠杭州湾北岸一带区域，如奉贤、南汇

等地区，习惯上称“端五节”为“当五汛”。
亦有个别地区称为“五月当午”。

躲午节
古时南北风俗各异，“五月”古时北

方中原称之为“恶月”，所以有的地方在
端午节这天，父母便把未满周岁的儿童，
送到外婆家去躲藏，以避恶，故有“躲午
节”之称。

地腊节
道教把全年分为五腊，正月一日天腊，

五月五日地腊。据《天皇至道太清玉册》与
《云笈七笺》中说，五月初五名地腊，五帝攒
会之日，此日五帝会于南方三炁丹天，查生
人祖考及见世子孙所行善恶，以定罪福，校
定生人官爵。道教认为一年中的几个腊日
是良辰吉日，适合祭祀祖先和诸神以获得
福佑。

苦瓜、豆角节
古代的四川，“端午节”除了吃粽子，还

可以吃糍粑。山西的人吃甑糕，广西的人
居然要吃苦瓜。《北流县志》记载，清朝人过
这个节要吃苦瓜，于是他们把这个节叫“苦
瓜、豆角节”。

“别名”最多的传统节日
近30种不同叫法，你知道几种？

端午节是我国传统节日中，名字最多
的一个。

它并非专属于汉族的一个节日，在我
国有26个少数民族要过“端午节”。每一个
民族，甚至是同一民族在不同的地区，对于

这个节日的叫法都不完全一致。
所以，它的名字加起来，有将近30个。

这些名字的诞生，都和它们所属的地方文
化，民间传说和历史事件有关。编辑精选
了近20个，以飨读者。

五首端午诗词
道尽人间沧桑

我们的节日·精神的家园

今日是端午节，端午节少不了赛龙舟，“起龙”(或称“起
水”)是端午节前的一个重要仪式，人们将潜藏水底的龙舟唤
醒，祈求风调雨顺。龙舟的原型是独木舟，那藏在水底 1500
多年才“起龙”的独木舟是什么样子的呢？近日，记者在茂南
区一私人收藏家家中看到一艘被称为“茂名出水独木舟之冠”
的古独木舟，这艘 1500多年前的独木舟长 7.62米、宽 0.99米、
深0.6米，保存得非常完整，甚至还能进入江河中“狂飙”。

收购“水浸木”意外淘到宝
在茂南区袂花镇大路村的一居民家里，记者得到主人林

先生的许可后，看见了这艘古人用一根巨大的树木制作而成
的独木舟。

记者看到这艘独木舟是用一根巨木挖空腹部制成，制
作手工精细，造型美观。林先生介绍说，该独木舟长7.62米、宽
0.99米、深0.6米。木身为铁力木。

林先生是一名企业家，对收藏小有爱好。2011年，他偶然
听朋友说有渔民在化州同庆打捞上一根“水浸木”，就和朋友去
现场看看。林先生一眼就看上了这条虽然中空，但木身巨大的

“水浸木”，当时在现场还有从广西等地闻讯赶来的爱好者，经
过70多次的叫价“拍卖”，最后林先生收购了这段木材。

购得“水浸木”后，林先生如获至宝，叫人小心翼翼地进行
清洗，最后大家才注意到，这根“水浸木”竟然是一条古老的独
木舟。

用大卡车将独木舟从化州拉回茂南老家，林先生第一时间
叫人做了防腐处理。“独木舟是我们茂名先民一千多年前生产、
生活的见证，它在水底里浸了一两千年，出水后会不会变质？
我下决心一定要保护好它，让我们的子孙后代能够直观地感受
文化传承！”经过和文化保护专家的详细了解，进行防腐处理后，
林先生在独木舟中装上了清水进行养护。现在十多年过去了，
独木舟内一直装着水，甚至还养金鱼，但从没有水渗漏到外面，
可见这艘独木舟的保存是多么的完好。

当初拉独木舟回老家时，林先生将它摆放在一个大厅里，想
不到这艘独木舟实在是太长了，7米多宽的大厅居然放不下，只
能把船尾那端的墙壁凿了一个洞，这样才放下这件“宝贝”。

开价4.8亿智退外地收藏家
据林先生了解，他收藏的这艘独木舟是目前茂名地区最大、

保存最为完好的古独木舟。他说，有个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是一艘
属于国家一级文物的独木舟，但比他收藏的独木舟还要小一点，所
以不少人笑称他的独木舟是“国宝”。 为了印证这一说法，林先生
上网打开一篇来源茂名市博物馆介绍独木舟的文章，文章称“有一
艘 2011 年 1 月在化州鉴江河出水的藏于私人手上，该独木舟长
7.62米、宽0.99米、深0.6米，为我市出水独木舟之冠。”

林先生收藏了一件“宝物”在收藏界小范围传播，有人在阳
江、肇庆等地找上门想收购。“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茂名的宝贝，我
怎么会卖出去呢？每次我都说这个是非卖品，你们不要过来了。”
有一次，一名肇庆的收藏家在朋友的介绍下上门来拜访，他看完
实物后，开出高价想收购。为了表明自己的决心，又避免得罪朋
友，林先生开出了4.8亿的价格，对方才知难而退。“一方面我是想
对方知难而退，我是不会卖的；另一方面，我觉得这是无价之宝，
无论开多高的价格都不过分。”

估计距今最少1500年
中国文物学会理事、化州红木家具艺术协会会长周郁成是一

名资深的收藏爱好者，他很清楚这艘独木舟的来历。
周郁成说，这艘独木舟于 2010 年 12 月在化州同庆鉴江上被

一名渔民打捞出水，当时不少人认得这是一段铁力木，由于铁力
木木质坚固，在水下可千年不烂，所以在 2011 年 1 月被当成是水
浸木来拍卖。

周郁成说，这一河段曾经出水过不少独木舟。据记载，1976年9
月，化州发生特大洪水，长岐鉴江江堤被冲毁，冲出深埋在泥沙中的
古独木舟10多艘，收回3艘，分别送湛江地区博物馆和省博物馆保
存。1977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2号、3号独木舟进行放射性
碳素断代测定，确认为东汉至魏晋间制造。而林先生这艘独木舟发
现的地点、材质、形状、工艺等都和这三艘独木舟差不多，也初步判断
是东汉至南朝之间建成，距今最少1500年。周郁成说，汉朝至南朝
时期粤西地区盛铁力木，但是这么大的铁力木极为少见，估计最少生
长了上千年，而用上千年铁力木做成的独木舟则更为少见，其历史价
值、学术价值极高。

疑是冼夫人的“军舰”
这独木舟实在太大了，能乘坐十多人，在它建成的年代，一般

民用是用不上这么大的独木舟，加上从它的建成朝代推断，有可
能是冼夫人时期的。林先生说：“这条独木舟在江河里作战完全
没有问题，至于能不能过海，是不是冼夫人过海南的‘战舰’，则有
待专家论证。”

独木舟在家里“养”了十多年鱼，这只是林先生为了保护它
的权宜之计。他说，千年古舟的出水发现，对粤西地区特别是
茂名地区水上交通、先民的生产、生活及社会发展等均有很高
的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他希望能建成一个红色博物馆，让独
木舟能够保护好，让更多的茂名人能一睹这件“茂名出水独木
舟之冠”的风采。

（文/图 茂名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何康源 谢荣艺 黄信涛）

茂南居民珍藏
7.62米长古独木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