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民隆重的节日。这一天最有代

表性的食品是清香的打糕。打

糕，就是将艾蒿与糯米饭，放置

于独木凿成的大木槽里，用长柄

木棰打制而成的米糕。这种食品

很有民族特色，又可增添节日的

气氛。

先把米放到水里浸泡一段

时间后，捞出来放到锅里蒸熟，

将蒸熟的米放到木槽或石槽里，

用木极反复捶打。一般多是两个

人面对面地站在槽边，互相交替

捶打，或一人捶打，一人在下面

翻动糕团使之捶打均匀。随后，

一份香甜细腻、筋道适口的打糕

制作完成。

·吃煎堆
福建晋江地区，端午节家家

户户还要吃“煎堆”。所谓煎堆，就

是用面粉、米粉或番薯粉和其他配

料调成浓糊状，下油锅煎成一大

片。相传古时闽南一带在端午节之

前是雨季，阴雨连绵不止，民间说

天公穿了洞，要“补天”。端午节吃

了“煎堆”后雨便止了，人们说把天

补好了。这种食俗由此而来。

·吃薄饼
在温州地区，端午节家家还

有吃薄饼的习俗。薄饼是采用精

白面粉调成糊状，在又大又平的

铁煎锅中，烤成一张张形似圆月，

薄如绢帛的半透明饼，然后用绿

豆芽、韭菜、肉丝、蛋丝、香菇等作

馅，卷成圆筒状，一口咬去，可品

尝到多种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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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棕子香，香厨房。艾叶香，香满堂。桃枝插在大门上，出门一

望麦儿黄。这儿端阳，那儿端阳，处处都端阳。”这首童谣所唱的

便是我国的传统节日端午节。

农历五月初五，是中国民间的传统节日———端午节，它是中

华民族古老的传统节日之一。端午也称端五，端阳。此外，端午节

还有许多别称，如：午日节、重五节，五月节、浴兰节、女儿节，天

中节、地腊、诗人节、龙日等等。虽然名称不同，但总体上说，各地

人民过节的习俗还是同多于异的。

关于端午节的由来，说法甚多，诸如：纪念屈原说；纪念伍子

胥说；纪念曹娥说；起于三代夏至节说；恶月恶日驱避说，吴月民

族图腾祭说等等。以上各说，各本其源。据学者闻一多先生的《端

午考》和《端午的历史教育》列举的百余条古籍记载及专家考古考

证，端午的起源，是中国古代南方吴越民族举行图腾祭的节日，比屈

原更早。但千百年来，屈原的爱国精神和感人诗辞，已广泛深入人

心，故人们“惜而哀之，世论其辞，以相传焉”，因此，纪念屈原之说，

影响最广最深，占据主流地位。在民俗文化领域，中国民众把端午节

的龙舟竞渡和吃粽子等，都与纪念屈原联系在一起。

端午节简介

端午节习俗

端午节在传承发展中杂揉了多地多种民俗为一体，节俗内容丰富，因地域不同而又存在着习俗内容或细节上的差异。划龙舟与食粽子是端午节的两大礼俗主题，这两

大传统礼俗主题在中国自古传承，至今不辍。传统的节日仪式与相关习俗活动，是节日元素的重要内容，承载着丰富多彩的节日文化内涵。

·赛龙舟
赛龙舟是端午节的主要习

俗。相传起源于古时楚国人因舍

不得贤臣屈原投江死去，许多人

划船追赶拯救。他们争先恐后，追

至洞庭湖时不见踪迹。之后每年

五月五日划龙舟以纪念之。借划

龙舟驱散江中之鱼，以免鱼吃掉

屈原的身体。竞渡之习，盛行于

吴、越、楚。

其实，“龙舟竞渡”早在战国

时代就有了。在急鼓声中划刻成

龙形的独木舟，做竞渡游戏，以娱

神与乐人，是祭仪中半宗教性、半

娱乐性的节目。后来，赛龙舟除纪

念屈原之外，在各地人们还付予

了不同的寓意。

·挂艾草与菖蒲
民谚说：“清明插柳，端午插

艾”。在端午节，人们把插艾草和

菖蒲作为重要内容之一，家家都

洒扫庭除，以菖蒲、艾条插于门

眉，悬于堂中。菖蒲是多年生水生

草本植物，它狭长的叶片也含有

挥发性芳香油，是提神通窍、健骨

消滞、杀虫灭菌的药物；菖蒲叶片

呈剑型，插在门口可以避邪，所以

方士们称它为“水剑”，后来的风

俗则引申为“蒲剑”，可以斩千邪。

艾草代表招百福，是一种可以治

病的药草，插在门口，可使身体健

康。

·端午浴
端午日洗浴（浴兰），浴兰汤，

是西汉末礼学家戴德著作《大戴

礼记》记载的古俗。但这里兰不是

兰花，而是菊科的佩兰或草药，有

香气，可煎水沐浴。端午浴，此俗

至今尚存，且广泛流行，据说可治

皮肤病、去邪气。

·佩香囊
佩香囊，是端午传统习俗之

一。香囊内通常填充一些具有芳

香开窍的中草药，有清香、驱虫、

避瘟、防病的功效。端阳以四色线

系臂，并佩戴香囊，小巧玲珑精致

可观。香囊又叫香袋、香包、荷包，

一般是内装香料，用五色丝线缠

绕而成，或者采用彩色绸缎或布

块包上棉花，掺和着川芎、白芷、

排草、芩草、丁香、山艾、细辛、甘

松、白芷、甘草、雄黄粉等中药粉，

再用彩绸扎绣而成，下边还垂上

红、绿、青、蓝、紫各种线穗，佩在

胸前，香气扑鼻。

端午节小孩佩香囊，传说有

避邪驱瘟之意。香囊作各种不同

形状，结成一串，形形色色，小巧

可爱，现已成为一种普遍的工艺

品。在中国南方一些城市，青年男

女还用香囊来表达浓浓爱意。

·栓五色丝线
五色丝线，又俗称五色丝、五

彩丝。古俗名称避兵缯、朱索等。

系在蚊帐、摇篮上的又叫宛转绳、

健绳。中国古代崇敬五色，以五色

为吉祥色。因而，节日清晨，各家

大人起床后第一件大事便是在孩

子手腕、脚腕、脖子上拴五色线。

系线时，禁忌儿童开口说话。五色

线不可任意折断或丢弃，只能在

夏季第一场大雨或第一次洗澡

时，抛到河里。据说，戴五色线的

儿童可以避开蛇蝎类毒虫的伤

害；扔到河里，意味着让河水将瘟

疫、疾病冲走。

·放纸鸢
在中国南方一带城市，端午

节放风筝也是一种习俗。端午时

期，儿童放风筝称之为“放殃”。风

筝，即纸鸢。它是玩具，在竹篾等

骨架上糊上纸或绢，拉着系在上

面的长线，趁着风势可以放上天

空，属于一种单纯利用空气动力

的飞行器。

·采药
采药是古老的端午节俗之

一。民间认为，午日午时阳气旺

盛，是草木一年中药性最强的一

天，端午遍地皆药。端午，时在

仲夏，当其时也，万物生长，其势

盛极，是草药生长旺盛之时。端

午期间，我国不少地方都有熏艾

叶、挂菖蒲、饮药酒等习俗，中草

药在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

用。

·九狮拜象、划喜船、游旱龙
近代，全国各地在传承中也

有创新，既有传统习俗展演，也

加入了时代味道。九狮拜象，是

在传统的舞龙灯基础上，凸显舞

狮象造型；在江西省赣州市上犹

县，端午节期间有当地独有的客

家民俗活动“九狮拜象”巡游表

演。

划喜船，是湖南娄星区孙水

流域一带的传统习俗，每年端午

前夕，村里的青壮年男人们无论

身在何处，都会自觉回村参与“划

喜船”活动。

游旱龙，在广东省潮州市饶

平县，每到端午时节，人们便用竹

子和纸制成粉、褐、青、紫、红、黄

六种颜色的龙舟“游旱龙”，从农

历五月初一至初六，每天依次巡

游。

·吃粽子
端午食粽，是中国民间的传

统习俗。粽子，又叫做“角黍”、“粽

籺”、“筒粽”，其由来久远，花样繁

多。端午节吃粽，古往今来，中国

籺各地都一样。粽 最初是用来祭

祀祖先和神灵；到了晋代，成为端

午节庆食物。

每年五月初，中国百姓家家

都要浸糯米、洗粽叶、包粽子，其

花色品种繁多。从馅料看，北方多

包小枣的北京枣粽；南方则有豆

沙、鲜肉、火腿、蛤蒌、蛋黄等多种

馅料。吃粽子的风俗，千百年来，

在中国各地盛行不衰，而且流传

到朝鲜、日本及东南亚诸国。

·吃五黄
五黄，即是黄鱼、黄瓜、黄鳝、

鸭蛋黄、雄黄酒（雄黄酒有毒性，

一般都喝普通的黄酒代替雄黄

酒）。吃五黄是汉族的民间风俗，

流行于江南等地。农历五月，江南

人称五黄月，因有五种带“黄”音

的食物上市而得名。

在端午节的中午吃五黄餐，

即是把五种黄颜色的食物混在一

起吃。因为中医理论认为，端午节

是在农历五月初五，是一年中阳

气最盛的时候，而中午，又是一天

中阳气最盛的时候，可利用端午

节气的力量，抑制霉运、提升自己

的精力。

·打糕
端午节是吉林省延边朝鲜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