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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儿金黄，粽子飘香，又是一年端午
时，遥望家乡的方向，我又想起儿时奶奶
为我们缝制的艾绒香包。

小时候，因兄妹多，家里穷，父母整
天忙于农活，我们姐弟五人放学后便承
担着去山野打猪草的活。而每年端午节
前夕，我们就会新增一项任务——按奶
奶的吩咐，挖一些艾草回来。因为艾草
在山坡上随处可见，眨眼的工夫就能挖
上半篮子，而我们却故意表现出很为难
的样子。奶奶很懂我们的心思，于是抚
摸着我们的头，笑道：“又耍小聪明，好
吧，挖回来后奶奶有奖赏。”所谓奖赏也
不过是几枚糖果或几个叮当作响的小硬
币罢了，但足够让我们开心一整天。

接下来，奶奶把我们每天挖回来的
艾草去根，剪掉枯叶，挂在院子里的晾衣
绳上晾晒。晒干后，放在家里的那个捣
米臼里一点点捣成艾绒，然后像宝贝一

样积攒、收藏起来。
端午节一大早，奶奶就开

始忙碌起来。拿着针线笸箩，
坐在堂屋门前的小板凳上，戴
上老花镜，迎着柔和的阳光，开
始一针一线地缝制香包。奶奶
的手很巧，她缝制的香包各式各样，有花
草鸟兽形状的，有太阳、月亮、星星和心
形的，用料多是一些平时家里做衣服裁
剪下的废料，五颜六色的，精心拼组在一
起，煞是好看。

每年端午节，奶奶都要给我们每人
缝制好几个香包。尽管作为男孩子的我
不爱佩戴这些香喷喷的小饰物，但依然
不舍它的清幽和美丽。我挑拣出一个自
认为是最好的挂在卧室的墙壁上，剩余
的便“有偿地”（换一两个硬币买吃的）转
赠了姐姐和妹妹。各遂心愿之后，我们
都开心不已。

家乡端午节的风俗可谓多矣，不要说割了艾
草、采了菖蒲，斜插在低矮的屋檐下以驱祟辟邪；
也不必说早起捉了只癞蛤蟆，塞进生石灰，风干后
用作刀伤药……对于这些民俗，我们小孩子是不
在意的，我们最为贪恋的就是包粽子、煮粽子，那
香香甜甜的味道，总在薰薰艾香里让我们回味不
已。

早年，家乡一带很少种植水稻，包粽子的主要
原料糯米、香米奇缺。这倒难不倒心灵手巧的母
亲，她就地取材，用新产的各色杂粮、鲜果做原料，
照样能调制出风味独特的粽子馅儿。临近端午已
是芒种时节，各种冬作物渐渐成熟，母亲剪来一穗
穗青青黄黄的麦子，收获刚刚成熟的小豌豆、大豌
豆、蚕豆，采摘山林里黄澄澄的山杏、黑紫紫的桑
葚、青莹莹的李子。她把杂粮晾晒干爽，捶捶打打
脱了粒，淘洗几遍，早早发泡好，再把那些山果儿
摘蒂去核，用清甜的井水浸泡，捞出来掺进杂粮
里，再加入少许香糯米，五颜六色的粽子馅儿就准
备好了。

家乡不产箬竹，包粽子用的粽叶须到村里的
供销社购买，那年月物资匮乏，粽叶常常断货。母
亲笑眯眯地说：“这不打紧，没有粽叶，咱想办法到
野地里找寻……”她带着我们兄妹来到桑园里，摘
来圆亮亮、清鲜鲜的桑叶；到芦苇荡，采来长溜溜、
青碧碧的苇叶。田里的玉米长得一人高了，我们
削下几片阔大的玉米叶；野地里的苘麻长成了气
候，我们摘下半篮毛茸茸的苘叶；还有塘里河湾里
的莲叶，旱地里的葵叶、南瓜叶，我们都一股脑儿
采了来。母亲把这些杂七杂八的青叶清洗干净，
为了增加韧性，她还上锅将它们蒸煮一番，晾晒干
爽就可以用了。包粽子还需要捆扎的线绳，母亲
用乡间常见的苎麻、苘麻抽出麻线，沸水里煮一
煮，既有乡土味又结实耐用。

端午节那天，母亲煮出来的花粽子别具风
味。我拣到了桑叶粽子，清清甜甜，细细一品，有股
紫桑葚的芳香。大弟摸到了苇叶粽子，光光滑滑，
取开一尝，有缕缕芦笋的清香。小弟拿到了玉米叶
粽子，清清亮亮，剥开食之，老玉米的糯香味儿让小
弟赞不绝口。接着，小妹挑的是莲叶粽子，母亲吃
的是苘叶粽子，奶奶尝的是南瓜叶粽子……母亲的
脸上现出了倦怠的笑容，高兴地念叨着：“老话说，
端午节吃粽子——皆大欢喜！吃了咱的‘花粽子
’，这儿端阳、那儿端阳，处处都端阳！邪祟全消，
百病不生，咱们全家人健健康康、长命百岁……”

收了麦子以后，母亲把地整理出来，准备种一
季糜子，糜子生长期短，在炎炎烈日的照射下，从下
种到收割仅需两个月时间。糜子成熟的颜色是橙
黄色，打出来的米粒比绿豆小一圈，有很好的糯性，
正规的叫法是大黄米或软黄米，但在我们家乡一直
沿用小米的叫法。

母亲从种糜子开始，就是为来年端午节包粽子
做准备。平时，还要四处搜罗些枣子和红豆，在那
个食物匮乏的年代，准备好这些食材，几乎要花大
半年甚至更长时间。食材准备好以后，我们就日日
盼望端午节了。

端午节前两天，我和姐姐还有个重要任务，要
到邻村的河边去采摘苇叶。河边有一小片葱郁的
芦苇荡。我们从对面的缓坡下去，再蹚水过河，钻
进芦苇荡里摘苇叶。走时母亲叮嘱，要采摘颜色深
绿的、叶宽且足够长的苇叶。

采回来的苇叶要在水中浸泡一会儿，随后再用
沸水煮一下，母亲说要杀一杀苇叶的青气，煮过的
苇叶，颜色就偏了墨绿，韧性也会很好，不易折断。
同时要做的，就是把小米、红豆、红枣洗干净，然后
找几个盆子，提前一天要把小米浸泡在水里。

等到端午节那天，全家齐动员，开始包粽子。
母亲先选两三张苇叶，错开折叠成漏斗状，用勺子

舀一半小米倒入漏斗，再捏两颗红枣或七八颗红豆
进去，随后再添入小米覆盖好，折叠粽叶让粽叶全
部包裹住黄色的小米。这时我递过去细线，母亲缠
几圈系上活扣，一只粽子就算完工了。母亲边包粽
子，还边说谜语让我们猜：“两片绿叶把米装，小绳
一绑真漂亮！”我和姐姐大声回答：“粽子!”

粽子足够一锅了，姐姐开始生火，这边包粽子
不停歇，那边已经开始煮了。渐渐地，粽子的香味
便溢了出来，弥漫在屋里院里。我和姐姐挤在灶
台前，巴巴地望着升腾着雾气的锅。快起锅了，母
亲把磨磨蹭蹭的我们喊到院子里，父亲已经把艾
草插在了大门口和房门上，父亲给我们耳朵里滴
雄黄酒，还要在身上淋一些，这是端午节的传统习
俗，有雄黄酒在身上，预示着来年会百毒不侵，身
体康健。

终于要吃粽子了，我和姐姐小心翼翼地解开细
线，慢慢打开粽叶，粽叶是不能乱丢的，要整整齐齐
放好，端午节过了还要把粽叶清洗干净，来年还可
以重复使用。一层一层剥开墨绿的粽叶，一股谷物
的醇香直扑嘴鼻，黄灿灿的米粒，红的枣子，粉红玛
瑙般点缀的红豆，咬一口，一缕甘甜一缕馥郁一种
满足的感觉，在齿唇间在舌尖滑过，香甜而不油腻，
黏软却又爽口。

上世纪 60年代，每当端午节临近之
时，我爸会带着我们几个孩子去五龙口
东安自由市场买包粽子的食材，如红小
豆等。买完食材后，我爸会给我们几个
买点好吃的，有时候会给每人两毛零花
钱，钱到手后我们几个人就在卖好吃的
摊位上，一样一样地仔细挑选，直到心满
意足为止。那时候 5分钱能买半兜杏干，
一毛钱可买一个吹的糖稀。手里有两毛
钱就是一个小财主。

从习俗和口味上讲，包粽子各地有
各地的传统，各家有各家的讲究，各人有
各人的口味。比如说，南方人和北方人
口味就不一样，南方人喜欢吃带肉的和
带咸鸭蛋黄的粽子，北方人则喜欢以甜
食为主。因此，每家食材的准备也会不
尽相同。就拿我们家来讲，我们家人人
爱吃甜食，所以包粽子的食材必须是甜
的，如红枣、蜜枣等。

我妈会包粽子，她包出来的粽子个

头均匀，形状美观，不仅好吃而且还好
看。我们家包的粽子量都比较大，品种
也比较多，除了全家都爱吃外，主要用于
送人。包的粽子有普通红枣的，有伊拉
克蜜枣的，有红小豆的，还有全糯米的，
品种达四五种之多。

每年端午节前几天，我妈和我姐就
开始做包粽子的准备了。该煮的煮，该
洗的洗，该泡的泡，客厅地板上摆满了盆
盆碗碗。我妈包的粽子形状是传统的北
方三角形。包的时候，先选好三四片粽
叶，像打扑克牌一样，双手把粽叶打开，
两手往回交叉一合，形成一个下面小上
面大的喇叭筒。然后一手握住喇叭筒，
一手抓两到三颗红枣放到筒尖，接着放
糯米，注意不能让米从筒尖跑出来。糯
米放满后把最上头的叶子折回，用马莲
捆好，不到两分钟一个有棱有角的红枣
粽子就包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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