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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满族的传统节日多种多样，每年农历五月初
五是满族的五月节。相传，五月节是为了纪念一位
叫年息的姑娘。

2.年息姑娘生前曾帮助不少满族人医治顽疾。
她去世后，因其墓地长出许多艳丽的杜鹃花，所以，
满族百姓又将杜鹃花称作年息花。

3.在五月节的清晨，满族人有用花朵上的晨露
擦洗眼睛的风俗，据说可以明目。

4.这天早晨，还有插艾草的习俗，寓意驱邪毒保
健康。过了五月节，人们还把艾蒿编成绳状储存起
来，夏天点燃一辫艾蒿便可以熏避蚊虫。

5.满族人喜爱葫芦，因为葫芦含有“福禄”之意。
五月节时人们用五彩纸制成葫芦状的挂件，这种挂
件被称为“折纸葫芦”。

6.历史上还有射柳的竞技传统。参赛者先将柳枝
上方剥去一块树皮，成行插入场地，柳枝露白部分当作
靶心，射断柳枝后能驰马用手接住断柳者为胜。

7.满族儿童会在五月节这天玩“斗百草”游戏。
双方以各种草茎交互相勾后用力拉扯，草茎被拉断
的一方为输。

8.用玫瑰花瓣作馅料的玫瑰饼是五月节的特色
食物，有些家庭当天也会蒸玫瑰馅的甜卷，他们认
为用时令的玫瑰饼宴客送礼是非常吉利的事情。

9.这些习俗延续到今天，早已超越了民族和地
域，成为中国传统节日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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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志华 1. 村东头的小学是老房子，年
久失修却还一直在用，像一个在凄
风冷雨中哆嗦的老人。

2.老支书动员村民集资盖几间
教室，人们说：“小孩子上小学又不
是上大学，讲究什么？凑合吧。”

3.老支书瞪圆了眼：“凑合？
你们看那房子还能用么？檩条
都断了一根了。”

4. 人们就嚷嚷：“甭担
心，砸不死人的。”说完大家
扬长而去。

5.“反正雨
季是决不能再
用 了 ，这 是 危
房 ，会 砸 死 人
的。”老支书气
呼呼地说。

6. 雨季到了，老支书真的把教室
封上了：“不能用了，决不能用了。”他
拦住了村里唯一的教师。

7.娃娃们不上课，便在家里捣
乱，弄得村里鸡飞狗跳，人们便埋
怨：“好好的教室封了，那就叫娃娃
到村支书家里上课
吧 ，他 的 房 不
是危房。”

8. 老支书家于是就成了学
校。老师带学生把他家南屋打

扫了一下，支上黑板，
便开课了。

9. 第 二 天
老支书便发现
院子里的李子
树只有叶子没
有果了，笑了笑
摇头自语：“一
群捣蛋鬼！”

10. 几 场
雨过后，那间
破教室还没有
塌，老支书担
心孩子们课后
再去玩，便决

定 亲 自 查
看一下。

11. 刚刚走进教室，房子便
“轰隆”一声倒塌，老支书被砸在
了里面……

12. 一个月后，村东头盖起了几间
新教室，还拉起了围墙，校牌上写着

“树人小学”。老支书的名字叫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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