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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个粽叶飘香的时节。那大街小巷，村庄
院落的空气中，仿佛也弥漫着淡淡的粽叶清香，拂
来嗅之，爽心清肺，深深吸之，亦使人醉！

端午节，是传承乡愁、缅怀爱国诗人屈原的节
日。每到这样一个季节，从心底的深处，总会泛出
一缕乡愁的记忆和怀旧的情结……端午节到了，
思念母亲，就很自然地想起了每年母亲包的溢满
粽香的缕缕深情。

记忆中最令人难忘的是母亲忙碌的身影和她
亲手包的金黄色粽子。

回想小时候，我最喜欢过的节日就是每年的
端午节。这不仅仅是我喜欢吃粽子，而是更喜欢上
山摘粽叶。离端午节还有几天，村里的人就开始三
五成群到离家十多里地的山上去采摘粽叶。那时
没有粽叶卖，也没有钱去买。而去摘粽叶大人是不
好意思去的，因为柴山毕竟是集体统一管理，所以
都是半大不小的小孩去。当时，我只有八岁，母亲
就让我和几个同伴去。母亲则去沟沟坎坎的地方
割一种扎粽子的棕树叶，这种叶形如扇状约两尺
长，用火烤柔后很有韧性。粽叶打回来后，母亲将
挑选好的粽叶浸泡在淘米水中，再用刷子反复地
洗刷，直到洗干净为止。

到了包粽子的日子，山村在日光的映照下，母
亲坐在门前桃树下开始麻利地包着粽子，洗干净的
粽叶和糯米放在一个大盆里，盆沿还搭着一摞棕叶
线。她把粽叶捞出洗净，依次叠压铺开抹平，然后，
圈起粽叶，折成一个三角形的漏斗，放入糯米，用筷
子扦插，再用清水将糯米冲得整整齐齐，用手按一

下，将粽叶折叠、环绕、系紧。微风轻拂，带来粽叶的
香气，我和弟妹就一直蹲在水盆边，学着母亲的样
子，笨拙地包着粽子，可是怎么也学不会，不是米漏
出来，就是一松手就散了架。无奈，我只好站在一
边，静静的又看着母亲卷起叶子，左手拿两片粽叶，
右手拿着粽叶的底端逆时针转两圈，粽叶就形成一
个圆锥形的空间，抓几把糯米放进去后再用筷子捣
几下，用右手将粽叶的上端往里折，使粽子的底部
形成一个三角形的平面，灵巧的包卷着，然后拿来
细细的棕叶线，一头抓在手里，一头轻轻的咬在嘴
里，用棕叶线用力一扎。眨眼间，那些绿色的粽子就
活像一团有着生命的绿色精灵，小巧玲咙。母亲一
边包，一边教我，如何让粽子各角大小一致，不向外
漏米……就这样,一个个“三角粽”从母亲手里蹦跳
蹦跳地出来了。而我，则沉迷于将粽叶放在鼻子上
不停地嗅，直至诱人的叶香沁入心脾。

母亲包的粽子有棱有角，而且会包各式各样
形状的粽子，尤其是那种“美人脚”的粽子煞是好
看。然后再一个个地把它们放入锅中，放入金黄色
的稻草水蒸煮，忙得不亦乐乎。等到粽子煮好了，
揭开锅盖，香气就四溢开来，天然的粽叶香，软软
的糯米香，真让人沉醉，光是看上一眼，就足以让
我垂涎欲滴。母亲把它们全部捞起来放在谷筛里。
这时候，粽香都随着蒸气入人脾，沁人心，溢满了
整个小院，那时的我，仿佛就被飘来的馨香迷醉
了。于是，母亲给我夹了一个粽子放在盘子里，我
迫不及待地把粽叶一层层剥开，晶莹的糯米已被
粽叶染成温柔的金黄色。看到金黄相间的糯米露

出，色泽鲜亮，粘稠柔软，垂涎的口水早已流了出
来。母亲急忙用筷子插进去，蘸上一层白白的沙糖
递给我。我不顾左右，痛快美美的咬上一口。哎呀！
香香甜甜的，真好吃！狼吞虎咽，几口就把粽子吃
光了。这大概是世界上最美味的食品了吧！母亲则
在一旁不断的提醒我：“慢点吃，别噎着！快，给弟
妹也拿个粽子去”……包一大铁锅的粽子，让我体
会到了做母亲的辛苦和对子女深深的爱。

其实，母亲也喜欢吃粽子，只是那时我们并不
懂。因为母亲总是说，有什么好吃的，尝尝就行了，
吃多了就没味道了。母亲，为了自已的儿女，总是
舍不得吃。正如同吃水果，母亲总是说怕我与弟妹
争，硬是让我吃饱，乐此不疲，吃个痛快……

粽叶，不仅是山间一道自然的美丽风景，还蕴
含着古老的文化传承，包裹着深邃的精神内涵，寄
托着无限的民间想象。虽说现在粽子已是常年的
绿色生态食品，但我还是喜欢端午的粽子，喜欢家
里自制的那种香纯。箬叶盈青，粽子飘香。端午的
粽子，艾叶，端午的花，菖蒲，是对屈原的祭典与哀
思，更是对生者的勉励，乡愁的传承。

而今，剪不断的是乡愁，理不清的是思念。母
亲那双包裹粽子的手，将细绳，粽叶，糯米，煮成五
月的音符。吃着粽子，闻着叶香和糯米沁人心肺的
芳香。那时，我总是希望端午的日子长些再长些，
粽叶的馨香香些更香些。因为，有母亲陪伴的日子
是如此的温馨和快乐，令我童年的日子在五月端
午的飘香中悠然度过。

而今，又到五月粽叶飘香时，城镇的大街小
巷，乡村的美丽院落也都显现了端午的味道，我仿
佛又回到了家乡，回到了母亲的身边。可是，再也
看不到她在树底下，在灶屋里包粽子的身影，今生
再也不会心情愉悦地品尝到那温馨清香远逝的味
道……真是一缕乡愁一缕爱，一缕粽香一缕情。

母爱，在我的心中，永远是我依恋敬仰的温馨
记忆。

端午，溢满母爱的粽香情
贺建新

父亲生日，我下了班迅速赶回家。
谁知，父亲做完活回到家已是八点，一
进门就懒懒地窝在沙发里，顺势把两
条腿搁在茶几上，嘴里抱怨着：“今天
活太多，实在太累了。”

母亲在厨房那边大吼，快点过来
洗洗，水开了。父亲却无动于衷。我替
父亲应了母亲一声：“等一下吧，今天
要洗澡。”父亲立马开了腔：“谁说我要
洗澡了？这么累，洗个脚就睡。”看来，
父亲今天真的是累了，他还记得今天
是他的生日吗？

我从房间里拿出了一条烟、两瓶
酒，轻声对父亲说：“爸，生日快乐！”母
亲在一旁说：“花这钱干吗？”又对着父
亲说，“你咋一个谢字都没有呢？”

父亲嘿嘿地笑了两声，跟母亲调
侃道：“还用谢吗？养她这么大，谷都吃
了我几谷仓，这点礼物算点啥？你过生
日，闺女又是给你买花，又是买衣服，
还看啥《分手合约》电影。我过生日，就
这点烟和酒，还有害身体的，唉，闺女
就是向着妈！”

康乃馨是送母亲的，玫瑰是送情人
的，有送给父亲的花吗？我想了想，记起
了在一本杂志上看过，英雄花是唯一属
于男人的花，可花店里没有卖的。

母亲上了一桌好菜，父亲忙拆开
烟，打开酒。烟和酒，都是父亲常抽、常
喝的牌子，本地产的，好而不贵。父亲想
抽芙蓉王烟，去年生日时我给他买过一
条，却被母亲换成了三条白沙烟。此时
的父亲，右手握着酒杯，左手夹着香烟，
喝一口酒，吸一口烟。母亲见了劝道：

“先吃饱饭再喝也不迟，没人跟你抢！”
父亲咂咂嘴，一副享受的样子说：“闺女
买的就是香！你要不也来两口？”

一顿饭，父亲最先一个端起杯，最
后一个放下筷，吃得很满足。母亲取笑：

“还说要花呢，烟酒不要了？”父亲却笑
容满面地感叹：“明年，烟酒也要，花也
要！这辈子，我还真没收过一朵花。”

什么样的花，是送给父亲的呢？我
想了想，悄然一笑，从阳台上摘下一
朵，送到父亲面前。父亲睁大了双眼才
看清楚我手里的花，瞬间笑开了怀。

送爸一朵花
刘希

父亲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乡下人，没啥文化，却
知道“五一”。“五一是啥啊？”“五一就是劳动节
嘛！”这是父亲的自问自答。

我们都知道，“五一”劳动节是国家的法定节假
日，城里要放假。可乡下的父亲也要“放假”，而且不
仅只有人“放假”，连牲口也要“放假”，特别是耕牛。

是不是很奇怪，可父亲自有他的说辞：“牛辛
苦一年了，休息几天不行吗？”

确实是，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农村，没有机
器，耕地几乎全靠耕牛。春耕时犁地耙田，秋收里
运稻拉粮，就算到了冬日里，要到山上捡几根柴
火，也离不开牛。所以父亲对牛就特别的“疼爱”，
就如同疼爱自己的孩子一样。

到了“五一”节,这天，父亲会一大早就起床。他

要到山上去割几捆新鲜的牛草，再回来煮上一锅
半锅的熟料，完了还会到楼上捡下一捆苞米。看着
牛一口一口的吃下去，父亲显得特别高兴。他边用
手抚摸着牛的前额，还边说着几句类似“好好吃”

“快吃”的话。
我记得有一年“五一”节,父亲有事到外面去，

刚好我那天又要去换工，所以就没有给家里的耕
牛“放假”。父亲一回来听说牛没有“放假”，很快就
火了：“都说了让牛‘放假’，怎么不‘放假’？”

看父亲火气那么大，我自己觉得很委屈，只好回

了一句：“不就没有‘放假’，至于吗？”一旁的母亲也随
了一句：“没放就没放嘛，瞎发什么火啊！”谁料我和母
亲的话刚说完，父亲就吼了起来：“你们懂什么啊，没
有牛，你们吃什么，喝什么，哪来楼上的粮食……”父
亲说着说着竟像个小孩子一样坐在地上哭了起来。

有了那次父亲的“教训”，往后的“五一”节,也
就再也不敢不给家里的耕牛“放假”了。

转眼又是一个“五一”节，虽然家里早已没有了
耕牛，父亲也在几年前离开了人世，然而却特别怀念
曾经那些父亲给耕牛“放假”的日子。

劳动节，父亲给耕牛“放假”
熊兴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