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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流逝，农历四月初夏之后，又将迎
来五月仲夏，迎来中国人的又一个古老、流
行而富有意义的重要节日：端午节。对于这
个“端午节”，自己也是既熟悉又缺乏深入了
解。为此在2024年端午节即将到来之际，对

“端午节”的得名及起源，以及古代镇江端午
节的风俗作了一些探讨，有了一些了解。说
点自己的认识。

其一，“端午”这个词，如果翻阅一下《辞
源》和《辞海》就可以看到，《辞海》说：“农历
五月初五，亦作‘端午’‘重五’。《初学记》曰：
晋周处《风土记》：仲夏端午，烹鹜角黍。”《辞
海》说“端午”：“阴历五月初五日，民间节
日。本名‘端五’。《太平御览》卷三十一引

《风土记》：‘仲夏端午。端，初也。’‘端阳，即
端午’。《月令广义》：‘五月初五端阳节。’”

《辞海》还说：“午月，阴历五月。阴历以地支
纪月，正月为寅，顺次至五月为午。”从这些
解说可以看到，所谓“端午”，本名“端五”。

“午月”是指农历五月。至于五月初五称为
“端阳”，个人以为，“五”在古代与“九”同为
“阳数”，在十二个月中，五月初五是第一个
“阳月”的“阳日”，所以称“端（即‘初’）阳”。
九月九日是第二个阳月的“阳日”，所以称

“重阳”。
《辞海》又说：端午是“泛指初五日”。洪

迈《容斋随笔》卷一：“唐玄宗八月五日生，以
其日为千秋节。”宋璟《请以八月五日为千秋
节表》云：“月惟仲秋，日在端午。然则凡月
之午日，皆可称端午也。”由此看来，唐代改
称“端五”为“端午”，是为了避讳。不过从晋
周处《风土记》说“仲夏端午”看，晋朝时已有
称五月初五为端午的习惯，唐代避唐玄宗生
日日期之讳而称“端午”，不过是从官方角度
加以确定而已。

其二，对于古代端午的流行情况，《辞
源》《辞海》 的解释都提到了西晋周处
（240－299） 所撰《风土记》的记载，从中
可以看到在西晋时期已流行在端午那天

“烹鹜角黍”（角黍当即粽子） 的活动，可

见西晋时期已流行端午那天吃粽子悼念屈
原的风习。又据 《太平广记》 第二百九十
一卷所录 《续齐谐记》“屈原”记载：“屈
原以五月五日投汨罗水，而楚人哀之。至
此日，以竹筒贮米，投水以祭之。汉建武
中，长沙区曲，白日忽见一士人，自云

‘三闾大夫’，谓曲曰：‘闻君当见祭，甚
善。但常年所遗，恒为蛟龙所窃。今若有
惠，可以楝叶塞其上，以彩丝缠之。此二
物蛟龙所惮也。’曲依其言，今世人五月初
五作粽，并带楝叶及五色丝，皆汨罗之遗
风。”今天看来，吴均所记还只能说是传
说，但这一记载所说“汉建武中”显示早
在东汉光武帝建武年间 （公元 22－25） 可
能已出现五月初五吃粽子以悼念屈原的风
习，这一风习开始可能是始于楚地。再从

《唐会要》卷二十九所录唐高宗在龙朔元年
（661年） 五月五日，询问侍臣说“五月五
日，元为何事”看，唐代初期可能中原地

区还不流行五月初五过端午的习俗，否则
唐高宗不会提出这个问题。

镇江古代在五月初五的活动，最早是
见于 《隋书》“地理志”的记载：“京口人
并习战，号为天下精兵。俗以五月五日为
斗力之战，各以强弱相敌，事类讲武。”从
这一记载看，很有可能至少在南朝后期，
京口地区已有五月初五过端午的习俗。之
所以会如此，当与京口处于“吴头楚尾”，

“吴粤与楚接比，数相并兼，故民俗略同”
（《至顺镇江志》卷三“风俗”）有关。

唐宋以来，五月初五过端午的风习已流
行全国。对于当时流行的情况，《至顺镇江
志》“端午”所录文献就显示唐代后期至宋
代，就流行“竞渡”“斗力”“系百索”“为角黍”

“饮蒲酒”“斗百草”“戴钗头符”“画天师像”
等风习，当时润州也当会流行有关风习。到
了清代，《光绪丹徒县志》卷四“风俗”载：“五
月五日悬钟馗像，奉以角黍、蒲艾、榴花。女

插鬓，儿悬襟。午焚苍术，香蒲作剑。又为
人悬于门上。室中挂帖五毒符。修制诸药，
以雄黄浸酒，绕室喷之，云‘避毒虫’。女人
以蒲艾各草浸水一盂，午刻向门外泼之，谓之
送瞌睡。以线编作虎形，饰以彩画，亲戚相馈
遗。自午至暮，市闭不开。”今天看来，以上所
记端午风习中，虽有一定程度的迷信色彩，但
也有一定程度的防治疾病，强身健体的意
义。特别是“竞渡”这一风习，明代镇江就已
流行。今天已发展成为一种体育竞赛项目。
明代张岱《陶庵梦忆》载：“瓜州龙船，一二十
只，刻画龙头尾……自五月初一至十五，日日
画地而出。五日出金山，镇江亦出，惊湍跳
沫，群龙格斗。偶堕洄涡，则蜐捷捽，蟠委出
之。金山上人团簇，隔江望之，蚁附蜂屯，蠢
蠢欲动。晚则万艓齐开，两岸沓沓然而沸。”
清代陈维崧有《贺新郎》“金山观竞渡”咏写其
事。由此可见，明清时期，龙舟竞渡曾是镇江
庆贺端午的一项重要的活动。

端午习俗流行于世以后，有关的神话
传说也逐渐流行于世。其中，白蛇传说就
是相关传说中最具代表性的传说之一，而
且这一传说又是与古代镇江有着重要联系
的传说。今天看来，白蛇传说所说虽与宋
代润州有关，但其源头实际是始于唐代。
理由是：早在北宋赞宁所撰 《宋高僧传》

“灵坦传”中，就记载说：“ （灵坦） 又止
润州江中金山，今泽心也。其山北面有一
龙穴，常吐毒气如云，有近者多病或毙。
坦居之，毒云灭迹。又于江阴定山结庵。
俄闻有赞叹之声。视之，则白龟二。坦为
受归戒。又见二大白蛇，身长数丈，亦为
受戒。”这一传说中的“灵坦”本是唐代高
僧，后来成为白蛇传说中的法海；传说中
的“二大白蛇”也变为白蛇青蛇。所谓

“龙穴”后人称为“白龙洞”。传说所说
“定山”，也被说成金山。由此可见，“灵坦
传”所载与白蛇传说之间有着重要的联
系；白蛇传说是与古代镇江有着重要联系
的神话传说。

1978 年是我国改革开放的起步之年，
也是我难以忘怀的一年。那一年是“文
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二年，也是高考实行
全国统一命题考试的第一年。我作为已有8
年工龄的青年工人参加了那年的高考。到
如今虽然 46年过去了，但回想起来，当年
参加高考前后的情形还是记忆犹新。

1971年，上了两年初中后，我被分配
到和平路上的镇江标准件 （车辆） 厂里当
学徒工。经过3年学徒、数载钻研，逐渐成
为一个熟练的机械工人。1978年，四月的
一天，厂里突然通知，上午停产两个小时
召开全厂职工大会，说是传达上级关于高
考的最新文件精神。我们当时感到厂里很
重视这个会，因为厂里召开职工大会，从
来都是下午下班后才开，很少因要开全厂
职工大会而占用上班时间。果然，会上厂
领导传达了国家关于 1978年高考实行全国
统一考试的精神 （1977 年未实行全国统
考，是各省自己出卷子），讲了重要意义、
报名条件、录取方法、考试时间和科目
等，并鼓励我们青工积极报考。而最让我
们向往的有两条：一是国家规定，凡是参
加工作工龄已满5年的，考上大学后可以带
工资上学，而且工龄照算；二是厂里为鼓
励大家报名参加高考，在考前可放考试复

习假 15天。于是包括我在内十多位青工都
报了名。

1978年的高考也分文理两科，理科要
考政治、语文、数学、物理和化学等 5门。
因为我们初中两年根本没上过物理、化学
等课，只上过“工业基础知识”“农业基础
知识”课，所以只能选考文科。文科考政
治、语文、数学、历史、地理等5门。市教
育部门为了帮助考生复习好功课，还举办
了各个课程的高考辅导讲座 （全部免费），
请我市高中教学名师上大课，我们利用厂
休听过几次课。记得有一次数学辅导讲座
是在河滨公园附近义士路上的镇江建筑公
司礼堂，来了好几百人，既有各行各业的
青工，也有上山下乡的知青，既有 1977
年、1978年的高中毕业生，也有很多待业
青年，年龄看上去从十七八岁到三十多岁
都有。人虽多但全场课堂纪律非常好，除
了老师的讲课声外没有其他任何杂音，一
双双渴求知识的眼睛至今还令我难忘。严
格来讲，当年我们初中毕业时的实际文化
程度只能达到小学五六年级的水平。因为
十年动乱期间，就没有正常上过多少时间
的课。

对知识的渴望、进大学深造的愿望在
激励着我们抓紧有限的时间复习迎考，尽

自己能力争取考好。那年高考前一段时间
天气非常热，晚上家里实在闷热，于是就
搬个凳子到家门口的人行道上就着路灯边
纳凉边看书复习。高考前的五六月份正是
厂里上半年生产任务最紧张的时候，我们
一边“大干快上”保质保量做好本职工
作，一边抽空在装配台边、机床旁、钳工
桌前“研究”数学题 （因为数学是我们的
弱项）。

那些年的“书荒”使得我们手头别说
复习辅导书，就连高中的课本也没有一
本。好在为了帮助广大考生复习应考，国
家出版发行了一册 《1978 年高考考试大
纲》，详细列出了各科考试知识点，为我们
复习指明了方向。但复习资料奇缺仍是个
大难题。就拿语文来说，幸亏自己平时喜
欢买书看书，从而弥补了缺少语文复习资
料的不足。那时候大市口新华书店里也没
有多少书供读者选择，我会利用比较难得
的出差的机会逛逛大城市的新华书店。历
年买到的《现代汉语语法知识》《现代汉语
修辞知识》《现代汉语词汇知识》就给我提
升语文水平派上了用场。地理科目，在没
有课本和复习资料的情况下，之前买到的
图文并茂的两本地图册《中国地图册》《世
界地图册》 便救了急，成了我复习地理的
重要“法宝”。

高考是在 7月 20日至 22日，至今我还
保存着当年的 《高等学校统一招生准考
证》，正面是考生信息，反面是 6条“考生
须知”和日程安排。考前的一天午饭后我
到大市口中百二店三楼买了新的文具。考
前还通知我们考生熟悉了设在镇江四中的
考场，考场在一排排平房教室里。

当年高考社会关注度不高。没有交通
管制，没有家长送考，没有禁噪，甚至我
父母都不太清楚我参加了高考。天气太
热，考场里放了几块大冰块降温，还放了
一洗脸盆自来水和毛巾给我们考生解暑用。

高考结束后不多久成绩单就发给我们
了，我文科 5门总分是 319分 （满分是 500
分），记得有 4门及格了 （每门满分为 100
分）：政治79.5分、语文77分（后来听说77
分在语文科目里是不错的成绩了）、数学21
分 （虽然数学分数最低，但自己却很满
意，因为当年考卷中初中部分的试题我基
本上都做对了，毕竟我们没上过高中，初
中两年也没正经上过多少课）、历史 73分、
地理 68.5分。原以为会落榜了，毕竟从得

知我们可以参加1978年高考到进考场，才3
个多月，复习时间确实太紧了一点。

到了8月份，因为厂里一台机床在上海
机床厂修理，我和师兄等几人遵照厂领导
的指示去上海“见见世面、学学技术”。那
时上海机床厂是全国机床生产厂家的“顶
流”。那些天，我们住在沪上一个名叫“新
疆旅社”的小旅馆里。从旅馆乘公交车到
上海机床厂，途中要经过复旦大学，一连
好几分钟，车窗外都是复旦大学的围墙，
那时才知道大学有多大。一天晚上，我们
转乘好几路公交车刚回到旅馆，服务员阿
姨就告诉我镇江有长途电话来，要我第二
天上午 8时到镇江康复医院参加高考体检
（当年是分数线出来后再组织体检）。后来
知道，体检分数线是300分。于是立马跟同
事请好假，赶往火车站。

坐了一夜的火车 （慢车），中途停靠了
无数的小站，第二天清晨才到镇江，回家
稍微歇歇，洗漱一下，赶到康复医院体
检。人很多但很有秩序。

体检后还要“政审”。我的“政审”结
果是在 20年之后一个很偶然的情况下知道
的。当年的考生材料全部都收藏在自己的
干部 （职工）“个人档案材料”袋里，包括
5门考试科目经批阅打分的考卷。在“考生
登记表”的“政审结论”一栏里，赫然盖
着一个长方形的蓝色印章“可入绝密专
业”。可惜自己考分不给力，与“绝密专
业”无缘了。

多年后才知道，1978年全国参加高考
人数 610 万人，录取人数 40.2 万人，录取
率7%。

到了当年 9月份，录取通知陆续到了，
在镇江火柴厂里上班的我弟 （下放回城知
青） 也被录取在“南京医学院镇江分院”
（即后来的镇江医学院）。但我体检后一直
没有消息。我们在厂里也很忙，生产任务
也很重，高考的事就淡忘了。到了当年初
冬季节，正在车间里忙活的我被通知到厂
政工科取信件，谁知接到一纸录取通知
书，是我被扩招并录取到“南京师范学院
镇江分院镇江大专班”读书，于是就告别
了工友师傅们上学去了。

厂里落实“带薪上学”政策，上学期
间每个月的 30多元工资一分不少，月月由
一位李姓工友带给我，一直发到我毕业分
配到镇江市第十三中学当老师那个月，连
厂里组织职工包场看电影也没忘了我。

小时候常听老辈们讲，世上三百六十行中最苦最累的有
三个行当（行业）：打铁、牵船、做豆腐。

打铁：旧时的打铁匠（俗称打铁佬）。打铁时没有一点机
动的外力可替代，不论锻打的是铁器大件，还是小件，铁器锻
打成形全靠的是体力臂力。在铁铺锻打的工场间，一个铁墩
子的对合面一人双手抡一个几十公斤重的大铁锤，另一面一
人一只手抡一个几公斤重的小铁锤，一只手抓挟钳，挟着烧
红的铁块在铁墩子上不断地翻转锤打，两人配合默契轮流地
各打一锤。铁块进炉、出炉、锻打反反复复不知多少回合，才
可把一个铁器的毛坯锤打成形。打铁匠不论是春夏秋冬，不
论是严寒酷暑，身旁一个高温的炉子，炉膛里几百度的高温，
时时刻刻在烘烤着他们的肉体。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村
里有一个打铁铺，是盐城籍姓施的父子三人所开。打铁铺
里，低温的冬天他们穿着很单薄的衣服，挂一个皮围子，在锻
打作业时也是汗流满面。还有累的是他们要把打制好的铁
器成品，担挑肩扛送到四乡八里的村头田间，特别是农忙季
节，刮风下雨也要送到农民手上，所以过去农村的铁匠更为
辛苦。

牵船：旧时的牵船工（船夫）。这一行当是三个苦行当中
最辛苦的一行。船运的货物不论路途多远，不论刮风下雨，
寒冷的冬天除外，在大半年的季节里船工们都是赤着脚，沿
着崎岖不平蜿蜒曲折的河道，负重前行。四十厘米长、十厘
米宽的木制硬质牵绳板，斜挎着紧紧地压在船工的肩胸之
间。遇上逆风逆流时，他们头向前使劲地牵拉着船只，喘着
粗气，每迈出一小步都十分艰难。用力牵拉时身体倾斜，甚
至要和地面形成四十度左右的夹角。牵船人员有两人组，有
三人组，有时还需五人组，途中每遇到紧临河边的树林、村
庄、城镇、桥梁时，是他们最辛苦最麻烦的时候，只能摇橹和
用竹篙撑行越过障碍。船工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
在船上、在岸上、在风雨里负重前行，以船为家、以水为伴。

做豆腐：旧时做豆制品开豆腐坊这一行当确实也是很辛
苦的，最主要的是从业者常年睡的是半夜觉。豆制品的制作
是一项费时费力的辛苦活。先磨豆浆，磨豆浆的石磨有单人
推的、双人推的。磨豆浆要人工推磨，不知围着石磨要转多
少圈。豆浆磨好以后搓浆（豆浆中的豆渣过滤掉），搓浆时人
的身体手臂肩膀要三联动，如是初次搓浆手臂肩膀要酸痛几
天。豆浆沥好烧沸，用盐卤点浆或冲浆（俗称点花冲花），一
刻钟左右豆浆成豆腐花（豆腐脑），再上箱压豆腐块、豆腐干、
百叶等，这一套全过程下来，又苦又累，要耗时好几个小时。
从前我们农村的豆腐坊，每天把做好的豆腐装进水桶，早早
地担挑沿村挨家挨户叫卖，卖豆腐也不是个轻松活。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各行各业
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依靠人工牵船的水上运输，早已被大型
的机动船替代；打铁这一老行当，都已用上电力自动锻打，很
多产品生产过程中，用上了高档的智能设备自动控制；现在
农村做豆腐，磨豆浆也早已用上了电动磨浆机。从前这三个
行当的苦，随着几十年来的社会发展变化，已经成为历史的
记忆。

“菖蒲，乃蒲类之昌盛者，故曰菖蒲。”这是李时珍《本草
纲目》中对菖蒲的解释。有史料记载，从唐宋时代开始，祖先
们就流行在池塘、水田等地种植菖蒲。菖蒲叶片是绿色的，
狭长的，又直又尖的，呈剑状线形的。正如《本草图经》所描
述的：“其叶中心有脊，状如剑。”因此也称“蒲剑”。

农历五月，瘴气生发，蛇蝎蜈蚣，日趋活跃。有人称之为
“恶月”，而端午节则称为“毒日”。民间把艾草菖蒲扎成一
束，倒悬挂于门上，那些邪虫恶豸、妖魔鬼怪，看见菖蒲其形
如刀剑，锋刃向下垂着，不敢随便轻入。菖蒲就成了家家户
户门上的“守护神”。唐朝诗人李白更是将菖蒲药效夸大，他
在《嵩山采菖蒲者》写道：“我来采菖蒲，服食可延年。”比较科
学的解释是，菖蒲含有芳香油，挥发弥漫在空气中，可以杀灭
有害病菌。

菖蒲并不是什么稀罕物，正如《诗经》所记：“彼泽之陂，
有蒲与荷。”冬天刚过，其他花草还在懵懂时，菖蒲就已经开
始醒来。它从水底探出头后，至五月端午节之时，已是郁郁
葱葱，犹如翡翠雕琢的绿宝石，闪烁着绿色的光泽。

菖蒲于寒冬尽头，先于百草醒来。生命力极其旺盛，耐
苦寒，安淡泊。看起来，线条流畅，天然绿意，身姿挺拔。于
是，有人将菖蒲与兰花、水仙、菊花并称为“花草四雅”。近人
张听蕉《论菖蒲十则》云：菖蒲有山林气，无富贵气；有洁净
形，无肮脏形。清气出风尘以外，灵机在水石之间，此为静
品。”这样正是契合文人清高之风骨。因此，自古以来，菖蒲
是文人墨客赞美的对象，也是丹青妙手作画的素材。苏东坡
说菖蒲：“忍寒苦，安淡泊，与清泉白石为伍，不待泥土而
生。”郑板桥题画诗云：“玉碗金盆徒自贵，只栽蒲草不栽兰。”
陆游借菖蒲抒发心情：“寒泉自换菖蒲水，活火闲煎橄榄茶。
自是闲人足闲趣，本无心学野僧家。”字里行间，透出他对菖
蒲的欣赏之意。

又闻端午菖蒲香
□ 杨治钊

旧时三个苦行当
□ 赵理章

仲夏佳节话“端午”
□ 乔长富

清代镇江龙舟节

1978，我的高考记忆
□ 王建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