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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令 !"""多年前荆楚大地上的悲剧诗人屈原至今仍
活在我们中间，即使我们已经难猜“帝高阳之苗裔兮”的原
意；端午，令台湾彰化市宝廍里 !"多户屈姓人家将屈原像请
进神庙供奉，即使他们已经说不出来从大陆渡海来台的轨迹。

这就是文化的力量，穿越时间的长河，凝聚古今的空间。
端午前夕，记者采访彰化市的屈姓人家，感受到端午不只是吃
粽子、赛龙舟，它承载着一个民族的精神与情感，无论个体走
得多远，总会在夏初的时候，隔着海峡，隔着大洋，遥想那条
叫汩罗的江。

楚臣的龙舟万桨扬波#却年年回

到江南#回到岭南，回到海南#更回

到，今日，海峡此岸。———余光中

彰化市宝廍里，一个传统的台湾乡村，至今以种稻为生。
靠近公路的一大块空地，现在被开辟成“景观公园”，为乡民
和过路的人提供休闲歇脚之地。公园面对村落立着一尊屈原铜
像，铜像高 $%"厘米，屈原在宝廍里的朝霞夕阳、稻香炊烟里
迎风徐步、低头沉思。屈原为何、如何落脚此地？这是所有看
到铜像的外人发出的疑问。

走进村落，曲曲折折到了屈国老人的家，老人坐在新居院
子里，儿孙绕膝，院外稻田成片，波斯菊在田头怒放。老人告
诉远方来的记者，这里世代居住着二三十户屈姓人家，这二三
十户连成片的人家被人称为“屈家村”，成为宝廍里的“村中
村”。“我们是全台湾唯一屈姓人家集中的聚落，台湾姓屈的
大多数是从我们这里走出去的。”目前屈家村最年长的就是 %&

岁的屈国老人，他被村里人尊称为“长老”。屈国不会讲“国
语”，他出嫁的孙女宜榛赶回来给记者当“翻译”，“阿公说不
知道哪一辈从什么地方来的台湾，祖坟上的碑写的是来自福建
晋江，长辈们的记忆只上推到日据时代，再往前兵荒马乱，家
谱也丢了。”

没有家谱，屈家村仍尊屈原为自己的祖先。台湾民间信仰
众多，宝廍里有一座泰和宫，供奉“三府王爷”，成为附近的
信仰中心。屈家村人把一尊 &"厘米高的屈原像“挤”进宫中
供奉，时至今日，不少当地人已称泰和宫为“屈原庙”。

两岸深入交流后，屈家村的消息被屈原故里湖北省宜昌市
秭归县得知，秭归复制了一尊屈原祠的铜像送给屈家村。这段佳
话佐证了诗人余光中的句子：“……更回到，今日，海峡此岸。”

屈夫子，因您一生的洁白，中国两

千年长卷开满了您诗的门生，台湾络

绎于途的皆是您诗的弟子，为何还在

乎姓不姓屈？———白灵

有学者提出，屈原生平只见于《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和
刘向《新序·节士》中，信息很少，家世成谜，无法考证其后

辈子孙。
但台湾彰化的屈家村坚信他们是屈原的子孙，与

邻近的其他人家不同，屈姓祖辈传下来的老屋门楣，
都悬挂着“临淮衍派”' 个大字，屈国老人告诉记
者，他听长辈说，屈原曾居住在淮河一带，“临淮衍
派”就是屈家子孙的标志。

即使没有学术的论证，屈原也早已成为屈家村乡
民情感和精神的凝聚纽带。他们以屈原为荣，成立
“屈氏宗亲会”，联络四散在外的屈氏子孙。屈家村有
每年选“炉主”的习俗，每逢端午，屈原的神像被迎
奉到“炉主”家中供奉，“炉主”做东开出流水席，
从各地赶回来的屈家子孙到“炉主”家聚餐、祭拜。
有了这样的每年一祭，即使已经离开屈家村多年，即
使祖屋已失修不能落脚，子孙们也会在端午节从台湾
各地回到故里，在“炉主”家攀亲认故，屈家村人永
远不会“散掉”。

记者在屈国老人家见到老人的侄子，他今年被村
里选为“炉主”，记者问他会不会工作量太大，他笑

着说：“现在已经在准备了。”“喜欢当‘炉主’吗？”“大家轮流当，都会当好。”
端午，就这样凝聚起屈家村，凝聚起彰化与姊归，凝聚起写汉字的诗人，

也凝聚起千年传承的中华民族精神。
就像台湾诗人白灵写的：“皆是您诗的弟子，为何还在

乎姓不姓屈？”

读《哀郢》《怀沙》有谁不尊重诗

教？#有谁不为华夏的人格情操而

骄傲？———郑愁予

屈家村坚持把屈原像供进泰和宫，据说缘于几十年前屈
家村人不服气台北、台南没有姓屈的人，却供奉屈原。由此
可见，尊崇屈原在台湾绝不止于屈家村，端午是台湾由北到
南一年当中最重要的节日之一，放假、吃粽子、划龙舟、看
表演，都是每年初夏时节的必有活动。

每逢端午，台湾有水的城镇都会举办龙舟赛，当地的最
高行政领导都会“赤膊”上阵划龙舟，马英九在台北市长任
上就曾参与划龙舟活动，现在，他由市长升任台湾最高首
长，也会到新北市碧潭的龙舟赛上一试身手。鼓乐声中，呐
喊四起，各船齐发，摊商沿水摆开食摊，每场龙舟赛都是民
间一场嘉年华，为老百姓的日子抹上亮丽的一笔。

相思需要空间的距离，凝聚需要时间的延长，离乡越
远，越需要仪式来加深来时路的坐标。端午，便是远离长
江、黄河的中华子孙传承中华文明的一个节点。诗人余光
中的诗句凝结了这份情节：有水的地方就有龙舟#有龙舟
竞渡就有人击鼓#你恒在鼓声的前方引路#哀丽的水鬼啊你
的漂魂#从上游追你到下游#那鼓声#从上个端午到下个端
午……

因为有上个端午和下个端午，无论是在台湾还是港澳，
无论是太平洋岸还是大西洋畔，凡是有中华民族印迹的人群
就会记住屈原、记住汩罗江、记住中华文明，因为“有水的
地方就有人想家#有岸的地方楚歌就四起#你就在歌里，风
里，水里…… （余光中）”；还因为，正如诗人郑愁予所言：
有谁不为华夏的人格情操而骄傲？

在中国，端午节意味着龙舟、粽子、屈原、雄黄、艾草
……而在港澳台地区，龙舟变身为国际赛事，粽子加入了西餐
味，菖蒲酒取代了雄黄酒，黄姜糯米饭成了主食……端午节祭
祀水神、追忆先贤、驱邪健身的精神内涵保留下来了，具体的
文化符号却发生了有趣的“变异”。

“国际性”成亮点

“海里，几艘龙舟如离弦之箭，鼓声不绝于耳。其中一艘
龙舟上，戴着红色鸟帽子的男人们卖力地划船，衣服上写着
‘愤怒的书呆子’。岸上，一群女人唱着歌，戴着美国歌手
()*+ ,)-)风格的五彩假发。”

这是上一届香港赤柱国际龙舟节的样子。龙还是那样怒目
圆睁，劈波斩浪，人却有了时尚色彩，还带了一抹幽默的调子。每
年端午，香港会在大澳、沙田、香港仔和大埔等多个地方举行龙
舟赛，以赤柱的赛事规模最大。

香港龙舟赛的最大卖点在于“国际”二字，很多金发碧眼
的外国人组队前来参加。香港赤柱居民联谊会主席王锦泉介
绍，'"多年前，赤柱还是一个小渔港，比赛仅在本地居民间
举行，后来驻守赤柱的英军及其他外籍人士觉得有趣便加入，
更带动了在港的国际商业机构、金融服务公司以及外国领事
馆，渐渐变成国际性盛会。

澳门的龙舟赛上同样有许多洋面孔，不过，这里更强调的
是“健康”。澳门国际龙舟赛分小龙公开赛、大学生小龙公开
赛、公共机构小龙赛、标准龙赛事、国际邀请赛等不同项目，
政府部门、酒店、企业、社团、学校都有代表队参赛。

澳门特区政府官员说，澳门国际龙舟赛鼓励员工利用闲暇
时间积极参与相关运动，巩固了澳门作为“健康城市”的美誉。

从台北到台南，台湾各地都会在端午节举行国际龙舟赛。
台北市去年的赛事，吸引了 !".支队伍参加，奖金额高达 '""

万元新台币。新北市的 !"$!龙舟锦标赛吸引了来自 !"多个国
家和地区的近 &"""位选手参与，其中一支已连续 $"年参赛的
“长青队”平均年龄超过 !"岁，有队员笑称他们是“千岁队”。

中西合璧显时尚

“端午节如果没吃粽子的话，这个节等于没过”。即便在传统
节日气氛日渐变淡的今天，很多中国人仍会这么想。某种意义
上，粽子就是端午节的同义词。中国从南到北，各个省份出产的
粽子风味都不尽相同，有的甚至称得上天差地别。普通粽子由粽
叶包上糯米和馅料制成，南方一些城市会使用大冬叶和粳米、绿
豆、黄豆等，制作工艺也是五花八门。光从馅料看，北方多包小
枣，南方则有豆沙、鲜肉、八宝、火腿、蛋黄等多种馅料。那么，
到了港澳台和东南亚地区，粽子又有什么新花样呢？
“（香港粽子）包鲍鱼的已经是稀松平常，有天打开一盒赫

然写着‘奶酪粽’，如此中西合璧，让我这么宽容的味觉都瞬
间产生功能性失调”，一位香港媒体人这样写道。香港商家如

今推出的粽子口味愈来愈多，款式千奇百怪。首先是馅
料种类繁多，除了传统港式粽子惯常采用的猪肉、绿
豆、咸蛋黄外，平日港人喜爱的诸多荤素美食，时下也
都被包进了粽子中，制成“乳鸽粽”、“官燕粽”、“响
螺粽”、“金橘粽”、“佛跳墙粽”、“烧鸭花生粽”等
等。

在色彩和款式上，香港粽子也是变化百出。白米、红
米、紫米、黑米、红豆、绿豆、花腰豆、白果、玉米、栗子等包
出颜色各异，而粽子的个头，既有适合全家享用的“大只
粽”，又有一口一个的“迷你粽”；粽子既有圆锥形，也有长
筒形，既有用竹叶、荷叶包成的，也有采用产于东南亚的
香兰叶包制的。

澳门的兰香阁是制粽数十年的老店，那里有蛋黄燕
麦卤肉粽、单黄果子什锦蒸，都属于传统口味。各路商家
推出的红豆碱水粽、莲蓉豆沙粽，属于物廉价美的大众选
择；另外还有“黑松露牛肚菌五豆粽”、“鲍鱼瑶柱烧鸭裹
蒸粽”等，则是传承中有创新的奢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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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粽子以品类齐全和善于推陈出新闻名。端午期
间，在台湾的传统市场里，可以买到客家粽子、广东肇
庆粽子、浙江湖州粽子、福建福州粽子，还有台湾的北
部粽子、南部粽子等等。台湾大多数五星级饭店也接受
粽子预约，所售的高档粽子包括鲍鱼粽、面包粽以及以
乌龙、普洱、龙井等名茶入粽的茶粽等。为让有忌口的
人们也能享受粽子美味，地中海式海鲜粽、韩式花粽和

人参药膳粽、日式抹茶海苔粽等异国风味的粽子也应运
而生，这些粽子因为口味好、热量小兼有养身功能，颇
受市场欢迎。

不过，不少台湾人还是喜欢自己包粽子，特别是一
些有孩子即将考大学的家庭更要如此。这是由于端午节过
后，就是一年一度的大学考试，而包粽与“包中”是谐音，因
此许多父母都要亲自给孩子包粽子，以求孩子考试顺利。

每到端午节，屈家村村民就会到供奉屈原的泰和宫祭拜。

湖北秭归赠送给屈家村的屈原铜像。 台湾端午节举行“立鸡蛋”比赛

香港街头卖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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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的地区，端午节有时会有新的名字。
台湾的端午节也叫“正阳节”。中国古人认为，端午

是一年中阳气最旺的一天，所以利于驱邪避灾。“阳”
有蒸腾向上之意，所以台湾的大人孩子在这一天会举行
“立鸡蛋”比赛，人们认为，只有在端午节才能把一个完
好的鸡蛋立起来。另外，台湾端午还有一个特色习俗，
就是取“午时水”。台湾民俗专家介绍，当年郑成功进驻
台湾时，部队开到大甲铁砧山，急需水却找不到水源，
郑成功便插剑入地，祈求泉水涌现，拔
剑后果然山泉喷涌。由于当时正是端午
节午时，此水便被称为“午时水”。从
此，“午时水”声名远播。每年端午节
午时，台湾都有许许多多民众求取“午
时水”，以保平安。

据说，乡间的台湾人很看重端午节
正午的水和正午的茶，午时水、午时茶尤
重一个“正”字。因此，每到端午节这天中

午 $!时，人们会涌向村中的井边。提桶的，挑担的，围绕一
个共同的目的———等候提取午时的井水。因为家家户户唯
恐过时不正，排的长龙阵也就蔚为大观了。然后，回家摆开
古朴雅致的功夫茶具，泡沏独具乡土风味且有保健作用的
午时茶，缕缕茶香伴随着赛龙舟的歌声、锣鼓声、喝彩声，
在河岸边飘荡，飘荡……

端午节因吸收了不同文化土壤的养分，而生长出多
样化的新鲜形式，所以变得更丰富，更具魅力。

端午名称有新解

传 承

（本版照片除署名外均来自百度）

神话龙舟 端午美食 龙舟竞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