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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聪孙与侯宝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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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节俗古今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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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师范大学曹聪
孙教授，系现代汉语专业
学术带头人，曾任学校图
书馆馆长兼古籍研究所所
长，天津市语言学会副会
长。每次趋府拜望曹先
生，与之促膝畅谈时，其诙
谐段子常旁逸斜出，不禁
开怀大笑，乐以解忧。

曹先生自幼喜爱曲
艺，尤对相声语言素有研
究。因此，与相声大师侯
宝林结为好友。在上个
世纪六十年代初期，侯先
生提供大量素材，请曹老
师从语言修辞理论高度
对相声语言艺术进行总
结。1961年12月25日和
26日，《光明日报》刊载
署名侯宝林、曹聪孙的万
言长文《试论相声的语言
和修辞》。该文的主体部
分将汉语譬喻、借代、双
关、仿拟、讽喻、对偶、排
比等30多种修辞格在相
声中运用的实例一一列
出，引例涉及相声各类作
品有上百段之多。

当时曹先生 33岁，
侯宝林 44岁，皆为壮盛
之年，可谓相声大师与
语言学家的强强联合。
时至今日，这篇文章对
相声艺术及语言修辞研
究仍颇具参考价值。令
人感叹的是：1961年正
值三年度荒之尾声，当
时 在 极 为 困 难 的 情 况
下，侯、曹二公的文章，
显示出超前的意识和拔
出流俗的境界——因为
它恰当其时，满足了人
们渴望从相声艺术和笑
声中抚平萧瑟心理的艺
术诉求，弥足珍贵！这
篇万言论文，对相声语
言艺术的理论总结和升
华开拓，无疑为上世纪
60年代前期文艺一度繁
荣中兴，发挥了引领和推
动作用。

启迪教育

在历史长河中，端午节俗
在不同的历史节点各呈异
彩。例如唐代端午的“铸镜”
“射粽”“赐扇”等习俗，宋代
“击球射柳”的习俗，清代端
午妇女染指甲以辟邪的节
俗，迄今皆已不存。端午节
的别称——明代称为“女儿
节”，清代称为“天医节”“龙舟
节”，现代称为“诗人节”“粽
子节”，等等，从众多节日名称
中我们就能感受到其内涵丰
富、文化多元和生命活力。

多种传说归于屈原
关于端午节起源，主要有

以下三种传说。一是为了纪念
春秋时遭政治迫害而自杀的吴
国忠臣伍子胥；二是为了纪念
东汉为救父投江的孝女曹娥；
三是为了纪念战国时楚国爱
国诗人屈原。屈原投江殉国，
九死不悔；伍子胥伸张正义，
刚烈不屈；曹娥投水救父，刚
毅壮烈……端午节的起源与
这些历史人物有着密切的关
联，因为这些人物集中体现了
中华民族的道德传统和人文
情怀。但多种传说，最后归于
纪念爱国诗人屈原。

唐人文秀《端午》诗云：“节
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
原；堪笑楚江空渺渺，不能洗得
直臣冤。”宋人张耒《和端午》诗
云：“竞渡深悲千载冤，忠魂一
去讵能还。国亡身殒今何有，
只留离骚在世间。”屈原是战国
时期的楚国人，他留下的抒情
诗集《楚辞》，开创了我国古典
浪漫主义文学的传统；代表作
《离骚》和《诗经》的“国风”并称
“风骚”，成为中国传统诗歌的
两大源头。屈原的爱国精神和
高洁纯真的形象，家喻户晓，万
世崇仰。

阴阳交感驱邪避毒
俗语有“善正月，恶五月”

的说法。因五月天气湿热，多
病毒瘟疫；所以端午文化一个
重要取向就是避毒驱灾。农历
五月阳气极盛，端午前后恰逢
夏至节气。阴阳二气相争，是
为万物死生的分界，正是毒虫
滋生、瘟瘴易发之际。因此，在

端午时日，当“五毒醒不安宁”
之际，人们要采药炼药，祛除五
毒，民间挂艾蒿、喝雄黄酒、戴
五彩线、制五毒符、吃五毒菜、
五毒饼等节俗，都是为了留住
祥瑞，避灾祛病。

端午处于春夏之交，面对
这个节令可能出现的各种瘟
疫，古人业已作出了预判，并形
成一套完整的防疫体系，但以
温和含蓄的习俗面目呈现。古
人积累了丰富的防疫实践经
验，提炼出简便易行的方法，并
将之融入端午节俗的仪轨，代
代相承。流传至今的端午习
俗，无不与避疫、驱魔、止病、强
身等目的相应和。

老天津人的端午
老天津人俗称端午为“五

月节”。民国诗人冯文洵《丙寅
天津竹枝词》写道：“门悬蒲艾
饰端阳，九子盘堆角黍香。更
为儿童避虫蚁，额间王字抹雄
黄。”“下绷收拾绣鸳鸯，节近天
中分外忙。五色丝悬长命缕，
葫芦样检女儿箱。”

老天津人在端午节这天，
门上贴钟馗图像，把具有特殊
香味的艾叶、蒲草，悬挂在街门
或屋门上。人们饮用雄黄酒，
用雄黄浸泡的浓水，涂抹在小
孩儿的鼻子、耳朵上，或在额头
书“王”字，象征猛虎以威吓邪
魅，防避毒虫伤害。李时珍《本
草纲目》：“雄黄味辛温有毒，具
有解虫蛇毒、燥湿，杀虫祛痰功
效。”可见端午用雄黄防避毒虫
不无科学道理。

流传于京津民间的岔曲
《端阳节》：“端午街前卖神符，
五月节令雄黄沽。朵朵榴花开
瑞树，支支艾蒲悬门户。孩子

额头写个王老虎，姑娘鬓边簪
绫幅。”所谓“神符”即用尺幅黄
纸盖以朱印，或绘天师、钟馗之
像，或绘五毒符咒之形，在农历
五月初，由街面店铺出售。人
们购后贴于大门，以避灾驱
邪。为使孩子避邪，妇女手工
制作长命缕，俗称“老虎塔拉”，
即用蚕茧制成老虎，用丝绸制
成笤帚、簸箕，蛇、蝎、蜈蚣、壁
虎、蟾蜍等图形，用彩线穿在一
起佩于身上，传说可将邪祟、疫
疠尽收其中。另外，在家中悬
挂“五毒图”，以驱邪祛恶，保佑
阖家安康。

陆文郁端午画粽
端午节令食品最重要的是

粽子，又称角黍，以糯米制成。
北方地区最常用的制作方法：
用苇叶折成三角形，里面放入
江米、小枣或豆馅，煮熟后，在
端午节吃。天津著名诗画家陆
文郁先生，在他八十七岁的暮
年，曾将端午节令食品绘为两
幅画。

第一幅画面：两个三角形
天津粽子、两棵香蒲、两棵竹
笋。题诗：“病起闲居兴转酣，
自怜残齿负佳餐。小窗一枕真
无赖，漫写天中五月鲜。”所谓
“无赖”即“无聊赖”，就是很无
聊之意。“漫写”即随意写生（绘
画）。“天中”指天中节，即端午
节。“五月鲜”原指鲜桃品名，此
处泛指端午节令食品。题写文
字：“一九七三端午，睡起写天
津粽子、香蒲、菰笋。山阴八十
七老辛又题。”

第二幅为写生画，画面是
天津森记稻香村制作的长形火
腿粽子。分别从粽子的正面、
左侧、右侧和背面描摹。画面

左侧和下方文字：“火腿森记粽
子，苏广一式。另有蛋黄、咸
肉、甜肉、豆沙等品。一九七三
年五月三十日晚刻写生，八十
七老辛。”

北方粽子多以豆馅、红枣
为馅，口味香甜；南方则以肉馅
为主，口味咸鲜。天津自民国
始，端午多有南方粽子上市。
如冠生园、广隆泰、文利鲜货铺
都是售卖南粽的知名商号。

龙舟竞渡未艾方兴
南北朝时期的《荆楚岁时

记》写道：五月五日“是日竞
渡”，即划船比赛。关于这种习
俗的来源，主要的说法是屈原
投汨罗江，百姓并舟疾驰以
救。到了唐代，“竞渡”从祓禊
的神秘气氛中解放出来，成为
端午节竞技性娱乐活动，并开
始与“龙舟”并用。

津门端午另一项重要活动
是龙舟竞渡，俗称“赛龙舟”。
清嘉庆诗人樊斌《津门小令》记
载：“津门好，誉美小江南。为
吊屈原溺于水，龙舟恰似箭离
弦，竞渡奔向前。”清道光文人
麟庆《鸿雪因缘图记》：“在三岔
河口两岸迤北有望海楼……余
过楼下，见龙舟旗帜翱翔，游舫
笙歌来往，虽稍逊吴楚之风华，
而亦饶存竞渡遗意。”后因龙舟
竞渡多次发生溺亡事故，因而
被政府明令禁止。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今
南开大学正门以南有一大片水
域，名曰南大坑。自1928年以
后，天津市体育协进会每年到
了夏季都在南大坑举行游泳比
赛。天津报人吴秋尘写有《南
大坑赛水记》：“是日参观者甚
多，坑中舳舻相接，围坑而列者
至百余艘，举凡法国教堂、海光
寺、八里台、佟楼之船，一扫而
空。”“八里台一带住户，倾家坐
岸上看游船，大小男女，罗列如
山，坐船人看赛水，傍水人则看
赛水者，循环相看，各得其乐。
村儿十余，裸逐游船，且舞且
噪，尤见其喜不可支。”——南
大坑赛水，可视为在龙舟竞渡
活动式微后，端午水上竞技民
俗的变格与延续。

前几年，端午赛龙舟活动
在天津方兴未艾。海峡两岸
龙舟赛的参赛队伍多达几十
支，比赛项目，如不同距离的
直道竞速、龙舟拔河赛等也很
吸引人。龙舟赛事期间，包含
多种文艺活动，分为“风雅端
午”“古礼端午”“民俗端午”
“游乐端午”“童趣端午”等五
个部分。

从天、地、人三个视角分
析，独特的端午节俗其文化性
体现在，一是日与月的重合，二
是祛病防疫养生，三是纪念爱
国诗人。端午节将自然中的节
令阴阳与人的身体、生命观念
有机结合，其文化更趋向于“人
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我国传统节

日多为日月相同

的“重日”，例如

农历正月正、二月

二、三月三、五月

五、七月七、九月

九之类。古人认

为：“重日”是天地

交感、天人相通之

时，宜用祭祀天地

的方式祈福禳灾，

于是便演化出一

些重要的“重日”

节日。

时年八十七岁陆文郁手绘天津粽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