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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南一带的城市，每到端午，家家都
有吃十二红的习俗。何谓十二红？就是十
二种带有红色的菜肴。

这十二红，有的菜品自身是红色的，比
如苋菜、香肠、西红柿、樱桃萝卜等；有的菜
肴本身不红，如黄鱼、长鱼、仔鸡、蹄髈等。
实在不红的菜肴，就要“染色”了。所谓“染
色”，便是用酱油来红烧。

有人问了，为何一定要红色？中国人
嘛，一直喜欢红色，欢快喜庆，有节日的气
氛。生活中，结婚要贴红色的双喜，生孩子
要散发红色的鸡蛋；做寿要吃涂有红色的
寿桃，出人情要用红包；剪彩要用红绸，英
模人物要佩戴红花；过年要贴红色的对联，
就连欢庆的鞭炮也是红色的……您只要稍
稍留意，红色基本覆盖了我们生活的方方
面面。

至于端午的菜品，为何一定要十二红，
而不是十一红，或是十三红。这是有说法
的。这个数字代表了每年的十二个月，再
者它也兼顾了每年的四时八节。人们都希
望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的，事业发展得顺顺
当当的。凡事，月月顺遂，年年吉利，都好。
世上任何习俗的成因，都有说道的，是方的
也好，是圆的也罢，最起码要自圆其说。不
然服不了众，也不会流传。

再说了，民间置办酒席，考究成双成
对，喜庆吉利。在江南一带，通常讲究四碗
八碟，要配成十二道菜肴。这样才能成席，
方能成宴。这样的酒席，有冷菜，有炒菜，
有烧菜，荤素齐全。这才像回事，这才
隆重。

这十二红大致为：四冷、四炒、四烧。
四冷有：香肠、熏鱼、咸鸭蛋、樱桃萝卜；四
炒为：炒苋菜、炒猪肝、炒河虾、炒鳝丝；四
烧系：烧黄鱼、烧蹄髈、烧牛肉、烧仔鸡。
这些美味，好些是时令菜肴，有荤有素，可
佐酒，可下饭。当然了，这十二道菜肴虽
有一定之规，亦可随机调整。它可根据各
家各户的喜好与口味，酌情增减。对待生
活，没人墨守成规，死搬教条。随机性和
通融性也在生活中广泛运用。归根结底，
任凭怎样增减，就咸鸭蛋、炒苋菜、烧黄
鱼、凉拌樱桃萝卜这类应时当令的菜品，
无论是哪家哪户，都是不可或缺的，不然
怎么叫端午节呢？

其实，端午节也是团圆的节日，它的氛
围和规模虽不及春节，但团圆和快乐的内
涵与意义是相同的，一点也不打折，一点也
不含糊。此时单立门户的晚辈，均要携儿
带女，兴冲冲地、急忙忙地回家与长辈团
圆。人们要维系亲情，要联络感情。面对
丰盛的菜肴，大家不仅要一饱口福，也要

“一饱酒福”。酒能助兴，三杯下肚，话如泉
涌。一时间，大家有着说不完的话语，就像
久别重逢一样。那个七嘴八舌、叽叽喳喳
的热闹程度，难以言表。

有人要再问了，你们端午的菜肴为何
要这般丰盛？端午本就是节日，是亲人团
聚的好日子。对待身体，百姓们常说，要会
修“五脏庙”。这个“五脏庙”是指滋补身
体。百姓们又常说，“会勤钱，也要会用
钱。”这个“用钱”，也是指滋补身体。于吃，
千万不要亏待了自己。这丰盛的十二红，
不仅是犒劳自己，滋补身体，更是在人生的
道路上，在事业的征途中，为自己加油
鼓劲。

端午十二红
■徐永清

大师的童心

——读《给孩子的最美散文》有感

从经典中感悟世间真情

■黄东光

过好书 眼

《给孩子的最美散文》
贾平凹 等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苗连贵

汪曾祺有一句名言：“多年的父
子成兄弟”。他说：“一个现代的、充
满人情味的家庭，父母叫人敬畏，儿
女‘笔管条直’，最没意思。”对儿子就
不用说了，老变少，父作兄，自降辈
分，确也“童心”得可以。而他的两个
小女儿，非但不怕他，还把他当作玩
伴，平日与他嬉戏打闹。两个小丫头
还特别喜欢“打扮”爸爸：在他脑袋上
梳小辫，手上也没个轻重，乱揪，疼得
汪曾祺直咧嘴。终于梳好了，女儿拽
着满头扎着红、绿布条的爸爸照镜
子，问他：“好不好看？”汪曾祺连连夸
奖：“好看，真好看！我妞妞就是能
干！”闹够了，女儿去玩别的，汪曾祺
想拆掉头上的布条，便“请示”：“可以
拆掉吗？”俩丫头口齿坚决地说：“不
行！好不容易梳的！”于是汪曾祺顶
着一头红、绿，老老实实地写他的文
章了。汪曾祺的童心里自然也包含
着父爱。

作为“调皮”的丈夫和父亲，钱钟
书是文人中的代表。他常与家人寻
开心。一次，他趁杨绛热天午休，用
墨笔给她画花脸，不料刚落墨杨绛就
醒了，未能“得逞”，他就画了一幅杨

绛的肖像，再添上眼镜和胡须，意犹
未尽。后来他待小女儿熟睡，在她肚
皮上画了一个花脸。女儿醒来惊叫，
他则拊掌大笑，乐不可支。有童心的
人，总会找乐子，即使生活艰难或身
处困顿中。

丰子恺也有童心，他不但绘有大
量精美的漫画（许多漫画本身就有童
趣），也写儿歌。一次，女儿带邻家的
几个孩子游春，回来后，孩子们仍处
在兴奋之中，叽喳个不停。女儿便教
他们唱歌，刚唱了几句，丰子恺拦住
了，他对女儿说：“小孩子哪懂什么

‘知交半零落’（李叔同《送别歌》）啊！
我另写一个。”略一思忖，他边写边哼
唱：“星期天，天气晴，大家去游春，过
了一村又一村，到处好风景。桃花
红，杨柳青，菜花似黄金……”歌词朗
朗上口，曲仍用旧调，大受孩子们欢
迎。他遂与孩子们齐唱，童声童语似
天籁，与孩子们一起唱歌是莫名的
享受！

鲁迅的“孩子气”，则表现在舌尖
之欲上：“我有时，曾经屡次忆起儿时
在故乡所吃的蔬果：菱角，罗汉豆，茭
白，香瓜。凡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

口的；都曾是使我思乡的蛊惑。”
（《朝花夕拾》）童年的吃食，至老
难忘。

1926年，有朋自河南来，送给鲁迅
一包柿霜糖，打开一看，“又凉又细腻，
确是好东西”，他便迫不及待吃起来。
许广平告诉他，这是河南名产，用柿霜
制成，性凉，如果嘴上生些小疮之类，
一搽便好。鲁迅顿感遗憾：“可惜她说
的时候，我已经吃了一大半了，连忙将
所余收起，预备嘴上生疮的时候，好用
这来搽。”收是收了，可是心里像着了
魔似的，老惦记这甜美的滋味，以至于
夜里都睡不着，实在忍不住，爬起来又
吃掉大半。“因为我忽而又以为嘴上生
疮的时候究竟不很多，还不如现在趁
新鲜吃一点，不料一吃，就又吃了一大
半了。”（《马上日记》）“食不隔夜”，如
孩童般率真可爱，在吃零食上，最能体
现人的本真。

古人童心满满的事迹也不少。
陆游常和他的曾孙骑竹马玩，“整书
拂几当闲嬉，时取曾孙竹马骑。”（《书
意》）也许正是得益于这份童戏和童
心，在人均寿命较短的古代，他竟能
活到 85岁的高龄。

苏东坡更是个好玩之人，不时就
“老夫聊发少年狂”(此“少年”可能已
不是儿童了)一把。被贬黄州后，与朋
辈出去游玩，到了江边，“挟弹击江
水”，作为一个“华发早生”的人，尤其
是仕途蹭蹬之时，在这样的境遇下竟
有这样的少年玩心，说明苏东坡是个
既不丧志又天性喜乐的人。苏东坡还
爱听鬼怪之类的故事，别人讲完，没有
了，还强人再说，即使“编瞎话”也行。
《东坡事类》：“坡翁喜客谈，其不能者
强之说鬼，或辞无有；则曰：姑妄言之。
闻者绝倒。”把人笑倒。

许多文学大师，终其一生，童心未
泯，发生在他们身上的许多故事，读来
令人莞尔。拥有童心的人，不论经历
多少坎坷，仍然积极向上，生活中充满
谐趣。“我相信一个人的童心切不可失
去，大家不失去童心，则家庭、社会、国
家、世界一定温暖、和平而幸福。所以
我情愿做‘老儿童’，让别人去奇怪
吧！”（丰子恺《我与新儿童》）

六一儿童节并不只是儿童的节
日，也是富有童心人的节日。向孩子
学习，保持稚气、纯净、友善的心，这样
的人，永远不老。

见习编辑:汤文清 E-mail:jybfktg@163.com

端午节吃粽子和赛龙舟是很多地方的习俗。
而我从小都没见过粽子，当然也没吃过。但赛龙舟
却是每年必看的活动。

赛龙舟的起源可追溯到战国时期，有祭曹娥、
祭屈原或龙神等说法。我出生在闻一多的故乡湖
北省浠水县。闻一多先生认为端午节是古百越族
举行龙图腾崇拜活动的节日。吴越先民以“龙”为
图腾，而且每年在端午这天，会举行一次盛大的图
腾祭。其中有一项活动便是在急鼓声中以刻画成
龙形的独木舟，在水面上竞渡祭龙神，也给自己游
戏取乐，这便是龙舟竞渡习俗的由来。

赛龙舟也需要特定的场所，我的家乡有一条大
河名为浠河，全长 133.5公里，流域面积 2523平方公
里，是县境内最长的河流。每年的龙舟赛都在这里
举行。端午节这天，我会早早起来，在母亲的叮嘱
下，带着弟弟一起翻山越岭去县城看龙舟比赛。

经过几个小时的跋涉，终于到达比赛现场。两
岸边锣鼓喧天，人山人海，往往好的位置早就被人
占据。这时，我会机智地带着弟弟钻到桥底下，站
在靠岸的桥墩上看。虽视角不佳，但能看到比赛就
很开心了。

我们伸着脖子，精神集中地盯着河面，那神情
比考试紧张多了。只见宽大的河面上有 5只不同颜
色的船，上面的人穿的衣服和船身颜色一样。船头
坐着一个年轻的，船尾站着一个年老的，中间坐着
二十个划桨的。船头船尾都是龙的标志，一声令
下，每叶小舟像是离弦的箭。远看就像几条彩龙向
我们飞奔而来。龙舟争渡，激烈角逐，一时间小白
龙领了先，人们一阵喝彩。不一会儿黄龙追了上
来，赢得了阵阵掌声。

随着一声呐喊，一抹红影掠过，原来是红龙不
甘示弱，奋力向前。桨手们都灌注了全身的力气，
铆足了劲儿，跟着鼓声的节奏，动作一致，拼命追赶
着。每个人脸上流着汗，眼里闪着光，那份执着，那
份坚毅，那份拼搏，深深地震撼着我。

穿过桥洞时浪花飞溅，几滴水花溅到了我的脸
上，让我如此鲜明而直接地感受到生命的活跃和强
盛，激动了好一会儿。待回过神来，龙舟已走远。
我拍着双手大声喊着加油，声音随风飘去了远方。
远处的锣声、鼓声、划桨声混着人们高昂的叫喊声，
汇成了一首激昂雄浑的曲子，那场面振奋人心。经
过 3个小时的你追我赶，终有队伍摘得桂冠。失败
者也毫不气馁，依旧个个精神抖擞，互相握手拥抱，
相约来年再一比高下。

多年后，我才明白龙舟比赛时，船头船尾的用
人之妙。一头坐着年轻的鼓手，用青春的激情呐喊
助威，另一头站着沉稳的年长者，用自己的经验和
智慧掌握大局。这样分工明确，精诚协作。在比赛
中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赢得最后的胜利。
同心协力，团结拼搏，奋勇向前，自强不息，这就是
中华的龙舟精神。

龙舟精神
■王调忍

逸闻 感故土 怀

在家里打扫卫生，翻出孙女一抽屉头饰，各种
颜色的头绳、头花、发夹，有些还是新的，从未用过，
便打入冷宫了。作为一个“70”后的老人，看着
心疼。

我小时候，哪有头绳呀，杨白劳给喜儿买的二
尺红头绳对我们也是稀罕物，平时都是用布条儿扎
头发，毛线都买不起，有时也拆旧袜子自己做头绳，
将袜筒处的彩色线拆了，用手搓成绳子，扎在头发
上，走路还故意一跳一跃的，将头发甩起来，以提醒
大家看自己的头绳。

我上小学三年级那年，参加一个舞蹈表演。老
师让跳舞的同学准备一条红绸子，等演出时在头发
上扎个蝴蝶结。我们家哪有红绸子呀，村里卖杂货
的高奶奶家里卖扎头发的红绸子，一尺 3分钱，但在
那个 1分钱也恨不得掰两瓣儿花的年代，3分钱对孩
子而言也是天文数字。母亲当然舍不得给我买，我
咧开嘴就哭了，最后大姐给我出主意，可以做个纸
蝴蝶结戴头上。

邻居婶子手巧，会剪纸，大姐让她帮我做个纸
蝴蝶结，婶子从床铺下取出一张红纸，研究了半天，
真给我做了一个纸蝴蝶结。纸蝴蝶结再好，也是纸
的，不能迎风摇摆，没有飘逸的感觉。婶子看着我
发愁的样子，说，先拿去让老师看看，别说你们在自
己学校演出，就是去乡里、县里演出，也主要看舞蹈
跳得好不好，跳得不好看，戴个皇冠也没用。

婶子这话有些道理，第二天我将纸蝴蝶结装进
书包里，下课时悄悄问老师，纸蝴蝶结可以吗？老
师看了看，很是喜欢，说这个创意不错，要是再粘上
两根蝴蝶触角就更逼真了。

下午排练舞蹈时，老师问另外几位女生，准备
了红绸子没，若没准备可以做个纸的。老师让我拿
出纸蝴蝶结，对大家说，她觉得这个创意比戴红绸
子蝴蝶结还好，我们可以用纸做各种颜色的蝴蝶结
戴头上，而且还可以在上面画上好看的图案。老师
说着在我的纸蝴蝶结上用胶水粘上了两根黄色的
触角，还用黄色蜡笔在纸蝴蝶结上对称涂了两串圆
圈，舞台效果果然不错。

演出时，我们中有四位戴了红绸子蝴蝶结，其
余四位戴了纸蝴蝶登台了，红的、黄的、蓝的、彩的
纸蝴蝶随着舞蹈在舞台上飞舞，我们的舞蹈很成
功，还被选送参加乡里的汇报演出呢。

老师事后说，这都是我的功劳，我得意了好几
天。后来才知道，这事儿纯属歪打正着，老师的初
衷是保护我的自尊，没想到出现了意想不到的
效果。

■李秀芹

头发上的“纸蝴蝶”竞 渡竞 渡 何汝锋何汝锋 摄摄

《给孩子的最美散文》是一本
很契合孩子们阅读的经典读物。
该书辑录了贾平凹、老舍、冯骥才、
史铁生、苏童等名家的 51篇散文，
分别从自然、人文、历史、人生等不
同的维度，传递了丰富的思想，展
示了汉语文字独特的意蕴之美，堪
称孩子们“品经典获教益”的典范
之作。

歌颂母爱，历来是古今中外文
学作品要表现的主题。本书也不
例外，在文中的《写给母亲》一章
里，贾平凹以平实的语言，款款的
深情，讴歌了人世间最平凡而又最
无私的母爱。他在文章中满怀愧
疚和自责地写道：“整整三年了，我
给别人写过十多篇文章，却始终没
给我妈写过一个字。”母亲虽然已
离他远去，但她的音容笑貌和舐犊
情深，却依然鲜活地烙印在他的记
忆里，穿过岁月长河，剔去尘世风

霜，温润着作家的心灵。贾平凹以
质朴的文字，回忆着母亲对自己的
关怀与体贴。笔墨纵横间，琐碎细
微的小情小景，纯朴善良的生活化
口语，却时时处处彰显出母亲人格
上的魅力。从“我一伏案写作，母
亲就不再走动，见我写得久了，便
要叫我一声”的殷殷垂念，到“世上
的字你能写完吗，出去转转吧”的
悉心关切，入微的细节勾勒，真切
的场景描绘，让浓浓的母爱跃然纸
上，久久撼人心弦。

俗话说得好：“天上一颗星，地
下一个丁。”在每一片真情的背后，
其实都对应着一个至真的灵魂。
他们或是我们的至亲，或是我们的
友朋，但最让我们感怀的，常常是
那些萍水相逢者一腔赤诚的付出。
老舍的《宗月大师》，就让我们见证
了这种人性的温暖。宗月大师原
本很富有，但他乐善好施，无意中得
知儿时的老舍因家贫上不起学，当
即慷慨解囊，让老舍如愿走进了学
堂。他时常救济那些走投无路的
人，至死都不忘“拯危济困是人的天
性和本能”。这种天性和本能，圣洁
得不染一尘，磊落得心无挂碍。宗
月大师对世间宽广的仁爱之心，深
深感染着老舍，而最让作家肃然起
敬的，显然是那种精神上的给予，以
致在多年以后，老舍不无深情地说：

“没有他，我也许永远想不起帮助别
人有什么乐趣与意义。”的确，做人
最高的境界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
中送炭，《宗月大师》以繁华落尽见
真淳的寄寓，让我们从一个平凡小
人物的身上，真切感悟到了做一个
大写之人的可贵。

书中最别致的篇章，当属冯骥
才的《珍珠鸟》。这篇文章篇幅不
长，从人与万物生灵的和谐相处
中，能体会到世间的温存和恬淡。
冯骥才通过对一只灵动俏皮的珍
珠鸟的传神刻画，生动展现了人与
动物相互扶持，彼此珍重的脉脉情
愫。文中的小鸟虽然顽皮好动，但
它从不试图飞出窗去，这缘于作家

“很少扒开鸟笼外的叶蔓瞧它们”。
正是得益于对珍珠鸟日常起居的
尊重，这才有了后续的“小鸟大着
胆子站在我的书桌上，甚至站在我
的肩头上睡着了”的趣闻。人与鸟
之间，就像相交多年的挚友，那静
动两相宜的画面，多么令人感佩。
许多人感念于它的温馨，而冯骥才
却从中看到了另一深意，“信赖，往
往创造出美好的境界”。而作为读
者，咀嚼这样意味隽永的话语，也
会幡然醒悟，人类处在食物链的顶
端，对大自然多倾注一点爱心，人
与小小的生灵之间，一样可以营造
出心有灵犀一点通的美好至境。

平心而论，这 51篇散文，不单
单是写给孩子们看的，也是写给众
多家长们的。夏日已至，阳光灿
烂，或居室内或去郊外，正适合来
场亲子阅读。徜徉在大师们至真
至纯的优美散文里，以成人的丰
富阅历，解读知名作家在书中的
至理名言，对家长对孩子都是一
次难得的思想提振。让心灵在书
香中驰骋，放飞梦想，体悟人生，
领略天地壮阔，感悟世间真情，爱
与暖，像风像雨如甘霖，入脑入心
际，丝丝缕缕都流淌在《给孩子的
最美散文》里……

轶事

杂风物 谈

随闲庭 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