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劲松

“如果每个节气都成为一种气节/那么，所
有的日子都将成诗。”这是笔者为二十四节气写
下的一句诗。端午，并不在二十四节气之中，却
和清明、春节、中秋一道，成为中国的四大传统
节日。究其起源和精神内核，端午似乎更符合
这句诗，应该是中国最具诗歌精神与气节内蕴
的文化节日。

谁也无法否认，近年来，包括端午在内的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回归与复兴令人欣喜，丰富多
彩的节庆活动如火如荼，文旅融合，唱响一曲曲
盛世欢歌，形象生动地向世界展开一幅当代中
国的和美生活图景。这正是文化自信的生动表
达，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文化上的复兴。
这样的复兴，有着两千多年的历史积淀，诗意荡
漾而血脉丰盈。

关 于 端 午 ，首 先 应 记 住 这 样 一 件“ 往
事”——

2009 年 9 月 30 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在
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召开，会议决定：中国端
午节列入《世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
录》。自此，起源于中国的端午节有了一张世
界“身份证”。

在此之前的2005年，韩国“江陵端午祭”被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
遗产代表作”，这一消息在中国文化界引发轩然
大波。其实，“江陵端午祭”与中国的端午节不
是一回事，并不影响中国的申遗。

比较而言，韩国“江陵端午祭”从酿制“神
酒”开始，虽然也在端午举办，但它是仅限于江
陵市的一种巫俗祭祀活动，而非节日。而中国
端午节主要以纪念诗人屈原为主，早已成为全
国性文化节日，节日前后，全国各地都会举行各
种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可以说，中国的端午
节有着更为悠久的历史起源，更深厚的文化积
淀，更丰富的精神内涵，更广泛的受众范围，更
具东方文化的诗意气质。

众所周知，屈原作品为主体的《楚辞》是中国
浪漫主义文学的源头之一，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璀
璨明珠，“逸响伟辞，卓绝一世”（鲁迅语）。“路漫漫
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的“求索”
精神，成为历代中国仁人志士信奉和追求的一种
高尚人格。早在1953年，屈原逝世2230周年之
际，世界和平理事会通过决议，确定屈原为当年
纪念的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所以，纪念屈原
的中国端午节列入世界非遗，理所当然。

另一件有关端午的往事发生在80多年前的
重庆，同样值得纪念和缅怀。

彼时，作为抗战大后方中心的重庆，文化名
人云集。1940 年端午节，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
协会（以下简称“文协”）在重庆举办晚会，纪念
伟大诗人屈原。郭沫若在节前的 5 月 3 日写下

《关于屈原》一文，指出屈原身上充分显示了“中
华民族的尊重正义，抗拒强暴的优秀精神”。晚
会上，有会员提出将“端午节”定为“诗人节”，得

到积极响应。但由于时间匆忙，诗人节的正式
举办，是第二年即1941年的端午。

为准备这个具有特别意义的节日，“文协”
会员一方面广泛征集纪念文章，一方面与《大公
报》《新蜀报》等报刊联系，希望能为“诗人节”辟
出专版。“文协”负责人老舍约请友人起草《诗人
节缘起》，交郭沫若修订后，提前印出，广泛散
发。这篇文章在端午节当天（1941年5月30日）
的《新华日报》上正式发表，文中说“他（屈原）的
殉国的日子端午，两千数百年来一直是民族的
纪念日。我们爱好诗歌的人们现在决定把这个
民族的纪念日，作为中国的诗人节……我们要
效法屈原的精神，使诗歌成为民族的呼声……
要向全世界高举起独立自由的诗艺术的旗帜，
诅咒侵略，讴歌创造，赞扬真理。中华民族新生
的朝气在飘荡，中华民族独立自由的精神在飞
扬，中国新的诗艺术的光芒，将永远在宇宙中辐
射。”时隔82年，重读这样的激扬文字，依然令人
热血沸腾。

诗人节轰轰烈烈。著名作家郭沫若、老舍、
孙伏园、徐迟、安娥、吴组缃等写有诗歌或文
章。著名画家李可染创作屈原画像，经郭沫若
题词后装裱，挂在纪念会现场。著名小提琴演
奏家马思聪将屈原《九歌》中的《云中君》一节谱
成歌曲，由歌唱家李嘉独唱；诗人方殷作词《汨
罗江上》，由王云堦作曲，“文协”会员合唱队演
唱。众多大学教授、政界人士也纷纷吟诗作
赋。于右任在会场演讲：“中华民族的诗人即中
华民族的战士。我们要效法屈子精神，使一草
一木都为表现民族气节的题材！”

这一发起于民族危亡之际、创办于重庆的
中国诗人节，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没得到延续，但
端午之于屈原的爱国精神这一节日的文化初
心，却从来没有、也不该被淡忘。就在笔者写这
篇短文的时候，重庆的一个作家诗人微信群里，
又有人倡议设立中国诗人节，并建议由这一节
日的发源地重庆来举办。

这样的倡议值得肯定。办不办诗人节是其
次的，需要铭记的是：端午节不仅仅是划龙舟、
吃粽子、挂菖蒲，也不仅仅是一个国家法定假
日，我们应该懂得，端午和众多传统节日蕴含着
怎样的中国文化精神，表达着怎样的家国情怀
与民族气节。

每到端午节，抖音、快手里总会有人传播着
诗人章晓宇创作、朗诵家徐涛诵读的诗歌《屈原
颂：生死交响》——

“你眼观世情，却心在九天/你本是名相，却
化身诗魂/你纵身一跳，却拥抱了永恒/……你走
了，但山峦还在，河流还在，诗歌还在/这片大地
的信念、勇气尊严还在……归去来兮，虽九死而
犹未悔的花开花落呀/归去来兮，路漫漫其修远
兮的上下求索/归去来兮，舒展你诗意的翅膀带
领飞翔吧/飞过汨罗，飞过橘林，飞过楚天万里
清秋/飞过文脉千载兴衰，飞翔在中华民族的心
灵苍穹！”

听听，这不正是中华民族伟大的精神气节
与恢宏气象吗？

诗意充盈的
中国气节与气象

□刘云霞

车在208省道缓缓行驶。
车窗外，长江岸边的田间、山坡

上、道路旁，一垄接一垄，一片连一片，
满眼都是荔枝树。

一棵棵荔枝树绿意盎然，层层叠
叠的枝叶是绿的，累累的果实也是绿
的。

过一些时候，荔枝渐渐长大，果皮
开始由青绿变为青红，再过一些时候，
就该是荔枝大熟的时节了，青红的果
实会变成深红紫红，想象着漫山的绿
遍野的红，似有一股琼浆般的甜香直
沁心脾。

正遐想着，车子往左拐进了道旁
一侧的水泥坝子，江津桥坪村村委会
到了。

“欢迎你们！”一声响亮的招呼似
清泉击石。转头，桥坪村英气挺拔的
程书记已经旋风般出现在我们面前
了。年轻的程书记长着一张圆圆的
脸，高挺的鼻梁，眉宇间闪烁着神
采。握手寒暄之后，他开始滔滔不

绝：“荔枝是我们桥坪村一张响亮的
名片……”

对荔枝的认识，大众耳熟能详的
莫过于唐代诗人杜牧的《过华清宫绝
句三首·其一》。这令古代帝王、文人
情有独钟的果儿怎么会在桥坪村落脚
呢？

原来，桥坪村的荔枝种植是从
2018年开始的，它还是桥坪村人“报效
乡梓”的一个力证呢。村人程唐川、李
治华，一个客居香港，一个创业四川，
一个四十几岁，一个五十多岁，两位同
乡先后回乡，一起投资创业。他们不
惜耗尽身家，让荔枝园从一期的600
多亩，发展到而今的1100多亩，还带
动了上百户人家一起致富。

在桥坪村种植荔枝有得天独厚的
条件，荔枝种植对纬度要求极高，非
18—30摄氏度不可。桥坪村纬度29
摄氏度，在全球荔枝的分布纬度中算
是最高的。为此，这里的荔枝要在7月
中旬才能成熟。那时，其他地方的荔
枝都已经收完了。

桥坪村地处长江边，独特的地理

环境形成了湿热、无霜冻的小气候，土
壤层也是典型的冲击土壤，质地优良，
微量元素高，非常适合荔枝的生长。
这里的荔枝成熟期最晚，品质优良，来
自国内外的订单应接不暇。2019年，
一期出果的第一年，2.5万斤鲜果就被
来自日本的客户全部订购。

我信口吟道：一骑红尘妃子笑，无
人知是荔枝来。随行的朋友笑着说，
现在运输方便了，办法多的是，没有那
么复杂了。

原以为在1100多亩的荔枝园里
能看到很多如蜜蜂一样辛勤劳作的身
影，事实是我只看到一个身着干干净
净蓝色衬衫的男子在垄上巡察，他崭
新的草帽底下是一张干干净净的笑
脸。

他是技术员老王。我好奇每条垄
上都有一根黑色的塑料管子。老王在
一棵荔枝树旁蹲下身去，一边牵起管
子察看，一边用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向
我们科普：“我们是标准化荔枝园，不
像过去那样需要农人在地里灌溉。高
标准的水肥一体化，就是灌溉与施肥
融为一体的农业新技术。你仔细看，
管道上每隔一段距离有一个滴头，通
过可控管道系统与滴头，就可以均匀、
定时、定量地给每棵树提供营养。对
了，垄下面都埋了中药渣，既为土壤增
加有机质，发酵后还会生成很多有益
菌，这样，荔枝的根系就会更发达。”

哦，美哉！肩挑手提的人力灌溉与
施肥方式已经是过去式了。桥坪村荔
枝园的劳动形态是崭新的，精细的，精
准的，科技的。

桥坪村人对荔枝园还有很多构
想：建设观景平台，增设可移动太空舱
民宿，在一期二期荔枝园中间的山峦
上种植桃花林，以荔枝园为依托，打造
桥坪村文旅新样本。

“起步难，做好了就越来越好。你
看周围那些别墅型的房子，你看那户人
家门前盛开着一大片火红的玫瑰……
外地返乡修房的人越来越多，咱们村
人气越来越旺啊。”三十刚出头的程书
记站在山峦最高处，越说越激动，青春
的眼睛炯炯有神。

顺着他向前伸直的手臂方向，我
看到一江清波，两岸青翠。目光收回，
这千里莺啼绿映红的水村山郭，正是
我们的家乡，我们的乡愁。

临别返程，车子启动了。程书记
向我们不停地大幅度挥手：“别忘了
哦，七月份，桥坪村首届荔枝节，一定
要再来做客啊！一定要来啊！”

美“荔”桥坪村

□邵茹波

转眼间，我已经在第二故乡重庆
生活了22年之久。

2000年秋季，在本科毕业后工作
的第二年，我准备考研。那时的互联网
还不发达，要查看全国的研究生招生目
录，只能到当地的教育局。从小学到大
学再到工作，我从来没有出过老家所在
的省份，因此很想趁着这次考研的机会
到外省去开创一片新天地。

那个漫长的下午，我在教育局的
办公室里一本一本地翻着每个省的招
生目录。当翻到位于重庆市北碚区的
西南师范大学时，我猛地下定了决
心。首先对这个新中国最年轻的直辖
市，我充满了兴趣；其次，西南师范大
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专业的考试科
目有一门为《写作》，这正是我的专长。

那时候，我从来没有到过重庆，
也没有听说过北碚。考场上，为了发
卷方便，报考同一所大学的考生安排
在一起。我旁边的考生问我：“你去
过西师吗？”我说：“没有。”他说：“西
师很漂亮，美若西施。”最终，我如愿
以偿，2001年秋季，怀揣着朝觐“西
施”的梦想，来到了面朝嘉陵江、背靠
缙云山的西师，在那里度过了三年的
青春时光。

难忘缙云山上密密麻麻的翠竹和
温馨简朴的农家乐，让我们一次次地
流连忘返；难忘嘉陵江江滩上的鹅卵
石，让我们在捡拾过程中度过了一个
个美好的周末；难忘金刀峡，让我们
游走在古栈道上，聆听着溪水的潺潺
之声；难忘梁实秋故居雅舍和老舍故
居，让我们感受到了浓浓的文化气
息；难忘清幽古朴的自然博物馆老
馆，让我们在缅怀科学家、体味老建
筑的同时，接受了科学教育；难忘西

师的园子——桃园、李园、杏园、橘
园，让我们天天徜徉在花园式校园
中；难忘北碚综合批发市场（简称综
批），让我们这些穷学生购买到了物
美价廉的各式生活用品。

当然，最难忘的是我在西师结识
了后来成为我妻子的女友。关系确定
后，我们决定去领证。到西师的桃园
派出所领出集体户口页，我们手牵手
来到北碚区婚姻登记处，捧回了编着

“渝碚民结”字号的大红证书。
硕士毕业前，我跑遍了大半个中

国去求职，最终留到了位于重庆主城
区南边、长江南岸的南岸区工作。山
城重庆，果然是“城在山中，山在城
中”。读研时，我生活在缙云山脚下；
而工作单位所在的南岸区，则矗立着
一座南山。22年来，我逐渐习惯了这
种爬坡上坎的生活，逐渐适应了重庆
的气候、饮食、语言和交通。

我感受最深的就是交通。受山城
地形所限，重庆的公路弯弯曲曲、起起
伏伏，非常考验司机的功力。在西师
读书时，我经常要乘坐“5”字打头的公
交车，摇摇晃晃两个小时才能到主城
其他区。那时手机还没普及，漫长的
旅程中，我只能漫不经心地欣赏着路
边的风景。

自从直辖以来，重庆大力发展轨
道交通，公交车的地位反而降了下
来。轨道交通对于我来说，不仅仅是
一种交通工具，更是重庆的骄傲。

每来一个客人，我都会自豪地向
他们推介。每当老家来人，或者外地
的同学来重庆旅游、出差，我总是乘
坐轨道交通3号线去江北机场或者重
庆北站接站，然后原路返回，一路上
不断地指着车厢窗外给他们指指点
点：“这是园博园，我们过几天抽空去
玩。”“这是观音桥，车站上方是著名

的步行街。观音桥还有一个美丽的
传说呢。”“这是嘉陵江，水多清呀。”

“这是重庆火车站，我们现在在它的
空中。”“又过江了，这次是长江。晚
上从这里过，能看见壮丽的夜景哟。”
到四公里站时，我还特意让他们下车
停留一会儿，观摩一下轨道车辆是如
何调转方向的。

接下来的几天，我会带着客人去
四处游玩，交通工具当然首选轨道交
通。因为轨道交通既舒适，又不会堵
车，车票还不贵。幸运的是，主要景点
附近都有轨道交通站，1号线可到朝天
门、洪崖洞、通远门城墙遗址公园、鹅
岭公园、磁器口等；2号线可到解放碑、
三峡博物馆、动物园等；3号线可到观
音桥、园博园、碧津公园等；6号线可到
自然博物馆、科技馆、花卉园等；10号
线可到中央公园等。

在乘坐轨道交通的过程中，我会
继续向他们介绍，以前在轨道交通未
通的时候，我要到这些地方是如何的
不方便；其他城市的地铁一路黑乎乎
的，重庆的轨道多架在高架桥上，实乃
看风景的绝佳选择；重庆修建轨道交
通实属不易，一会儿要跨江，一会儿要
钻隧道，一会儿还要穿越建筑物，还要
不断地上坡、下坡、转弯；2号线有个穿
楼而过的李家坝站，9号线有个全国最
深的地铁站——红岩村站。

如今的北碚区，和我读研时自然
不可同日而语，“5”字打头的公交车
虽然还在，但轨道交通6号线开通了，
自然博物馆新馆开放了，城南新区开
发了。

我偶尔会回到北碚——我的重庆
人生起步的地方，感受一下她的新变
化、新气息；也会回到已升级为西南大
学的母校，拜访一下尊敬的老师、亲切
的同学。

重庆，我的第二故乡

□李明忠

在安居古镇，端午赛龙舟是一件赏心乐事。
人们兴高采烈，奔向江边，踮着脚，伸着脖

子，站成焦急而又耐心的长龙，见首不见尾。
潮平岸阔。引凤门、迎龙门、琵琶嘴、黑龙

嘴搭起彩棚。商贩们摆摊设点，操着不同的腔
调，引诱着游客。花鼓打响清脆，魔术变出笑
声，冲冲糕、油果子、花生糖香味弥漫，游人熙来
攘往挤挤挨挨眼看就要挤爆江岸。

忽的，摩托艇呼啸而出，开始暖场表演，拉
开龙舟竞渡序幕。艇身斜倾，穿波戏浪，插向江
心，又突然折回，来往穿梭。大艇在前开路，剪
开一江雪浪和哗啦啦的欢笑。小艇随后，四个
青年手拉着手直飞云天。水管喷吐江水，如巨
龙腾空，继而又屈身缩回踏波戏浪潇潇洒洒。

一阵呼号从波涛上涌起，迎合着拍岸的涛
声。孤帆高扬，船工整齐地打着浆，吼着川江
号，黑木船缓缓驶来。

鼓乐骤然响起，哗啦啦冲开江面，推开江
水。船首燃起高香，人们端出煮熟的白肉，在香
案上供好铜梁龙舞的龙头。

鼓声咚咚，擂得地皮直跳，两条巨龙呼的一
声腾起，翻飞旋转横冲直撞，这一番铜梁龙舞预
示着赛龙舟马上就要开始了。

船出江了，是商会和旅游公司的花船。临
近的关溅、高楼镇与合川的太和场也都驾着花
舟赶来了。

先看船身，一律新刷了黑漆，披红挂彩，方
头高尾。再看装饰，你有二龙戏珠翻江倒海，我
来猛虎长啸气吞山河；你有一串串红灯笼高挂
船篷，我有一把把油纸伞绽放舱顶。又看步态，
你行舟劈波斩浪气度雍容，我打浆潇洒遒劲从
流飘荡。

花船船舱里，客人们有的喝茶吃烟，猜拳行
令；有的高谈阔论，预测竞渡的输赢。船老大一
边摇扇，一边望着龙舟来的方向，悠闲的气度写
在眉间。

比赛正式开始，吼声隐约传来，日光跳荡的
江面荡来一排龙舟，细看有七艘，赤橙黄绿青蓝
紫，拼死拼活往前冲。鼓声咚咚直直地刺破江
天，又狠狠砸进橹手的耳鼓，统一着击桨的节
奏，船桨起落像无数砍刀劈进江水，江水似乎疼
痛无比忍无可忍拼死挣扎波浪翻滚，风头推送
波峰，后浪碾压前浪。

龙舟颠簸起伏，你追我赶，寸步不让。渐渐
看清楚了，船头站着指挥，头戴白草帽，身着白绸
衫，摇着折扇，喊着号子。细看龙舟，狭长细窄，
船身轻薄，形如刀片，龙头龇牙咧嘴浓墨重彩，龙
尾简笔勾勒遒劲高翘，鳞甲斑斓五彩灵光闪闪。

赛程渐渐短了，龙舟开始冲刺，鼓手纵身跃
起，双槌齐下，使出全身力气。摇橹手肌腱隆起
青筋绽起前推后搬齐声吆喝，龙舟并驾齐驱拼
死拼活往前冲。

你看那船尾的旗帜，无论是龙旗、虎旗、北
斗七星旗、八卦连环旗，无一面不是迎风招展，
彰显着可贾的余勇和必胜的信心。汗水砸响船
板，嘶喊声声震天。

两只龙舟领先一程，比翼齐飞，似乎有约在
先同赴终点。观众拼命喊着加油，又突然沉默，
瞪大眼睛，屏住呼吸。说时迟，那时快，红色龙
舟突然发力冲锋在前终成群龙之首。岸上的欢
呼、喝彩如同汹涌奔腾的江水声震天地一浪盖
过一浪。

快到终点了，一个橹手纵身一跃，插进江
水，一群橹手跟着跳了下去，奋力前游抢鸭子。
那鸭子事前灌了酒，醉眼蒙眬岸边闲游，突见群
手乱舞，猛然清醒过来，声声尖叫，扑闪双翅，贴
着水面飞起来。

橹手扑了空，扑出一阵阵哄笑声。第二艘
龙舟冲来了，又一群汉子扑进江水，加入抢鸭子
的队伍。

船靠岸了，橹手飞身下船，一窝蜂涌去彩
棚，人抬人，人叠人，人举人，伸长手臂，抓抢悬
挂在棚门上的红包。

呐喊声，锣鼓声交织在一起，江天茫茫……

浪尖上的端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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