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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水剪情丝，楚霓裁心叶。折折

缠缠无限思，捧捧千秋雪。

何处九歌台，续我招魂阕。一箭

风长一桨圆，一片端阳月。

卜算子·端午
★范诗银

建党 100 周年，传统节日的内涵没变，但是

有些风俗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进步，在悄然发生

着变化。

端午节过去送“油馍”的风俗就是这样。

给娘家送油馍、送馃子，端午节曾经普遍存
在的风俗

家乡人对女孩子有一种别称：“油馍篮”“馃

子篮”。

看看端午节送油馍、送馃子的这道风俗，就

能明白其中的含义。

“今年五月端午再忙，也得瞧亲戚。弄些菜

籽换20斤菜油，再多淘一袋子麦。炸油馍时再

把他大舅叫来帮帮忙。25家新亲戚加上媒人，按

一家5斤油馍，就得炸130斤。这是头一回大瞧

亲戚，咱大方些，每家再送两盒馃子（点心），别让

亲家小看咱。”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小时候在邻居王

大爷家串门，王大爷对老伴交待。

“五月端午”即端午节。瞧亲戚是走亲戚。

炸的油馍是乡亲们对油条的叫法。那年春天，王

大伯的大儿子娶了新媳妇，按照乡俗，当年的端

午节、中秋节，次年的春节，这三大节日要大瞧新

亲戚。就是新女婿带着应景的节日礼品，给新媳

妇的娘家，包括亲家的近门本家，以及新媳妇的

姑、舅、姨等亲戚，包括媒人家都要送一份礼品。

那时，端午节的礼品就是一竹篮（乡亲们称为

“三号篮”）油馍，外加一盒或二盒馃子（点心），上

面搭一条新毛巾。没有馃子，可以用一斤或二斤

白糖等代替。

别小看了这些礼品。在那个时代，如果娶一

个媳妇娘家家族人多，瞧一次不是闹着玩的。

邻村有一户，娶了新媳妇，娘家没有出五服

的本家和姑、舅、姨等亲戚合起来有40多家。第

一年瞧三遍，弄得老公公“呲拉牙”。

或许是端午节的这个风俗，衍生了家乡人对

女孩子的一种别称：“油馍篮”“馃子篮”。也就是

女孩子长大出嫁了，能“换”来“油馍”和“馃子”。

至今，家乡一带还有人使用这个称谓。倘若

有人打听别人家生的男孩还是女孩，回答“油馍

篮”“馃子篮”的，势必生的是女孩。与过去不同

的是，现在男女平等，回答“油馍篮”“馃子篮”时，

已经没有鄙夷不屑的眼神了。

其实，除端午节这个特定的节日，其它节日

或时间，比如六月初六花姑奶奶节，十月初一寒衣

节，婚后的女儿回娘家，大多也不会空手的。在物

质匮乏的年代，油馍应该是民间最好吃最便于携

带的食品，而且能存放较久，所以特别受推崇。小

时候常常听爷爷说，爷爷的姑姑家解放前是大户，

家有四五顷地，有油坊、酿酒作坊。端午节期间回

娘家，爷爷的这位姑姑带一大竹篮油馍，还有其他

时令蔬果，坐着马车，很是威风。

端午节送油馍的路上，曾是一道别样的风景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读小学和初中，每到

农历五月初一开始，走在村中的大路上，走亲戚

送油馍的小夫妻就成了一道风景线。

有的亲戚三里五村，路途近，家族小，就找几

个人，用扁担挑着去。路途较远的，他们大都骑

着二八式加重自行车，把一竹篮一竹篮的油馍绑

在后座旁和后座上。有的女方近门本家多，一个

人一次带不完，就让兄弟或朋友帮忙。

起初，有的家中还没有自行车，就借用亲戚

邻居的。借到的自行车，起码是八成新。这样才

显得派气些。

又过几年，有了钢筋焊的长方体“篓”，里面

垫些洗净的泡桐树叶子，挂在自行车后座两侧，

装满油馍，一辆自行车一次能带一百多斤。到了

岳父家，再一竹篮一竹篮的分。

我读的初中距离我村约3公里路程，途中经

过一个小村庄。同村的小川是我的同学。他的

两家亲戚是这个村的。他的姐姐那年出嫁，端午

节要瞧亲戚。那一天早上我俩徒步上学，小川就

代替姐夫姐姐，㧟了两竹篮油馍，给这两家亲戚

捎来。他说，姐夫家昨天送到他家好多油馍呢。

住在同村的本家和亲戚、姐夫和姐姐一户户亲自

送到。因为他上学经过这个村，这两家的任务就

落在了他的身上。

不管用竹篮带还是用“钢筋篓”带油馍，当时

乡间流行的是土路，晴天“扬灰”漫天，雨天“水泥”

遍地。路上坑坑洼洼的，自行车一路走来，一起一

伏，不断颠簸。最上面的油馍总有“调皮”的“蹦”

出来，掉在路上，骑自行车的人则浑然不觉。我们

在上学、下学途中，便会捡到遗落的油馍。别看掉

在尘土上，谁看见了都会急忙弯下腰，拾起来，吹

去浮土，香喷喷的嚼起来。

有时的端午节，会收到几竹篮油馍
缺油少面鲜有空闲时间的农耕时代，油馍是

那样地让人眼馋，但是遇到亲戚和本家出嫁女儿较

为集中的时间，一个端午节会收到几竹篮油馍的。

有一年，姨家的表姐、舅家的表姐，还有本家

的一个姑姑在相近的时间出嫁，那一年的端午

节，我们家就收到三篮油馍。娘没有女儿，娘说，

这是帮了有女儿亲戚们的光了。

这么多的油馍，在短时间内是吃不完的，也

舍不得一下子吃完。时间长了，发硬，不得不泡

着吃，放在蒸笼里馏着吃。

还有的人家女儿多，端午节女儿们回娘家，往

往㧟着一竹篮油馍。生动地诠释了女儿是“油馍

篮”的内涵。在通讯不发达的年代，姊妹们事先没

有沟通，所以都是油馍，也会多得爹娘三五天吃不

完。邻居会开玩笑：“别吃多了拉肚子啊！”当然，

在民风淳朴、和谐共处的农村，他们不会忘记送给

邻居和朋友分享的。

曾经的“油馍篮”，已被新的礼品代替
或许是社会经济的发展，或许是健康观念的

转变，现在的端午节，或者干脆不“瞧亲戚”，或者

干脆就不在端午节“大规模”地送礼品了。或者

用别的礼品代替油馍。

一位朋友的女儿前年国庆节出嫁。到了去年

的端午节，朋友的亲家问怎样“瞧亲戚”。朋友说：

“新时代新风尚，免了吧。”亲家说：“我就一个儿

子，一个儿媳，家里又不急（贫穷），就按照老路数

（礼节）办吧。”他们商量的结果是，每家一箱纯奶、

一箱饮料。原因是油馍到处都能买到，谁还稀

罕？再说，吃也都吃新鲜的，送的少了，趁得小气，

送的多了，吃时就不新鲜了。

是啊，现在城乡卖油条的遍地都有，只要想

吃油条，就能买的到。何愁等到节日呢？何愁等

着“油馍篮”女儿给娘家送呢？但是，亲情依旧，

端午节的文化内涵还在里面。

作者单位：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端午节·油馍篮

（（一一））
防病控疫在当今防病控疫在当今，，闭门谢客观竹筠闭门谢客观竹筠。。
照写竹影寓素意照写竹影寓素意，，吮纳清气寄清心吮纳清气寄清心。。

（（二二））
光风霁月竹青青光风霁月竹青青，，诗思画韵上笔锋诗思画韵上笔锋。。
八秩不作迟暮叹八秩不作迟暮叹，，饱蘸赭黑颂高风饱蘸赭黑颂高风。。

（（三三））
歌吟撰文坐小楼歌吟撰文坐小楼，，观竹灌竹事事幽观竹灌竹事事幽。。
防疫等等皆相宜防疫等等皆相宜，，一举多得有何愁一举多得有何愁。。

（（四四））
潇洒临风君子气潇洒临风君子气，，琴剑胆心天然奇琴剑胆心天然奇。。
松竹梅菊千秋谊松竹梅菊千秋谊，，耿正钢直万古立耿正钢直万古立。。

咏竹七绝四首咏竹七绝四首
★余文政

麦儿熟，杏儿黄，五月初五是端

阳；雄黄酒烈艾草香，香草袋子挂脖

上；花花肚兜盖肚皮，家家荷包香又香

……时间在静静地流淌，一年一度的

端午节如期而至。

每年农历五月初五是中国民间的

传统节日——端午节。“端”字有“初

始”的意思，按照历法五月正是“午”

月，因此“端午”又称“端五”。随着岁

月流转，“端五”渐渐演变成了“端午”。

进了农历五月，小麦大面积成熟，

遍地金黄。民间认为端午有“开始午

收”之意。因此这里流传：“端午节是

端阳，遍地小麦都黄芒。插艾蒿，吃余

粮，家家小麦要进场”、“吃了端午饭，

地里要流汗”的民谣。端午节头天晚

上，大人们会把鸡蛋洗净，把刚收获的

新鲜大蒜剥去外面的老皮，准备第二

天早上煮熟食用。

端午节，有纪念爱国诗人屈原的

说法，有的地区也有纪念伍子胥、曹娥

等说法。在2006年5月国务院将端午

节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9月，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审议并批准中国端午节列入世界非

物质文化遗产，成为中国首个入选世界非遗的节日。

端午那天，家家户户早早地在门上插艾草。传说它

能驱邪去病，保平安，顺利度过火热的夏季，家家吃着香

香甜甜的粽子，喝着雄黄酒，人人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

容。大街上到处都飘散着粽子和艾草的清香。经过早市

门口，地摊上摆着显眼的端午小物件——花线绳、小公

鸡、小香包……为端午节增香添色，引得人们流连驻足。

小孩佩带香囊，颈、腕系五色线。俗话说“吃了五粽，

才把棉衣送”、“过了五月端，才把单身穿”。过去五月是整

个热天的开端，各种毒虫开始活动。用各种彩色布块做成

辣椒、茄子、葫芦、菱角、鸡心、小布人以及各种小动物形

状，内装各种香料的香囊，让小孩配戴在胸前，再在小孩

颈、腕系上五色花线，以避汗味和蚊虫叮咬等。

悠悠岁月，滚滚不息的汨罗江水啊，从远古走来，走过

几千年光阴，屈原，伟大的爱国诗人，是历史的丰碑，是民

族的魂，在风里，水里，歌里，诗里，更在人民的心里……

有一种端午习俗，灵魂深处生长，任岁月迁移，依然

不改当初的模样，那是儿时的记忆、最温暖的时光。五月

五，又端午，弥漫着浓浓粽香的五月，荡漾我生命的五月，

激励着中华民族纪念先贤奋发图强的五月，走过了多少

年，芬芳多少年…… 作者单位：红星学校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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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故事】 □郭敬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