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铸铸牢牢中中华华民民族族共同共同体体意意识识·家园
有文化自信的民族，才能立得住、站得稳、行得远。中华文明历经数千年而绵延不绝、迭遭忧患而经久不衰，这是人类文明的奇迹，也是我们自信的底气。坚定文化

自信，就是坚持走自己的路。坚定文化自信的首要任务，就是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既不
盲从各种教条，也不照搬外国理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要把文化自信融入全民族的精神气质与文化品格中，养成昂扬向上的风貌和理性平和的心态。

——摘自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2023年6月2日）

□王宗

五月初五，是为端午。
“端午”一词的出现及端午节

的流行远比我们想象中要晚得
多。古人靠天吃饭，知识有限，为
了生存下去，既要解决风调雨顺、
五谷丰登的问题，还要确保身体
健康、人丁兴旺、子孙繁衍，他们
通过对节气物候的观察及长年生
活经验总结，形成了一套天人合
一的宇宙观和人生观，约定俗成
地在特定时间进行民俗活动，适
应周期性的时空转换，久而久之
便形成了以历法、季节为核心的
丰富多彩的节日文化，而作为特
定节日的农历五月五日就是其中
的代表，其源头最早可追溯到远
古时代，经夏商周三代发展，如涓
涓之水，至“秦汉扩为河，唐宋纳
百川而成湖海”。它的最终成形
是各地风俗相互融合的结果，带
有不同的地区特色，大致说来，北
方起自五月是恶月，端午为驱邪
避恶之日，南方起自越民族的龙
图腾祭祀和龙舟竞渡。

至唐，因唐太宗的生日是八
月初五，为了避讳，以“端午”替代

“端五”，因此，大量唐诗中才出现
“端午”字眼。正是在唐代，端午
节成为官方认可的法定假日，放
假一天，由皇帝带头进行君臣互
赠礼物，以示庆贺。

时至今日，不管东西南北，端
午节已经融合凝聚成一个全世界
华人重要的传统节日，龙舟竞渡
和吃粽子已是标配。

再说说粽子。
粽子，古称角黍，是因为粽形

如角状。《岁时杂记》说：“端五因
古人筒米，而以孤叶裹粘米，名日

‘角黍’相遗，俗作‘粽’。”
最早记载角黍的应为西晋周

处所编《风土记》中“仲夏端五，烹
鹜角黍”，又“俗以叶裹黍米，以淳
浓灰汁煮之，令烂熟。于五月五
日及夏至之”。孔子曾称黍为五
谷之长，这种生长在北方的农作
物不仅用来做主食，每年都会在
仲夏五月——黍成熟的月份举行
祭黍仪式和尝新礼仪，“天子乃以
维尝黍，羞以含桃，先荐寝庙”。渐
渐地，以黍祭祀的传统延续下来，
将其煮熟后外以叶（白叶）包成牛
角状，是为粽子的形。形状不能是
方形，也不能是圆形，偏偏为角形，
传承自先民以牛角祭祀神灵的遗
风。随着端午习俗的合流，角黍被
纳入端午节必吃名单之中。

只是时间越往后，随着南北
方端午习俗的融合，到南北朝梁
宗怀撰《荆楚岁时记》，称“夏至节
日食粽。周处谓为角黍，人并以
新竹为筒粽”。

北方角黍已与南方筒粽统称
为粽，它们都曾是端午节的祭祀
用品，南北朝时被用来纪念屈
原。及至唐代，北方的黍渐渐为
糯米代替，不仅家家户户要包粽
子，市场上也有粽子兜售，种类
多、样式巧。

百索粽子，见《岁时广记》引
《文昌杂录》：“唐岁时节物，五月
五日有百索粽子。”

九子粽，见《岁时杂记》：“端五
粽子，名品甚多，形制不一，有角粽、
锥粽、粽、筒粽、秤锤粽，又有九子
粽。”九子粽在唐代已经是御宴之
物，唐玄宗一首写端午的诗（《端午
三殿宴群臣探得神字》），就提到过
它，诗句为：“四时花竞巧，九子粽争
新。方殿临华节，圆宫宴雅臣。”

组合粽，这是我们的即兴命
名，本出宋代。《西湖老人繁胜录》
说：“天下惟有是都城将粽揍（凑）
成楼阁、亭子、车儿诸般巧样。”古
代杭州如此壮观的组合粽，现代
还不曾见到过。

端午食物，有一些是为祛病
强身设计的，至少表达了人们的
这种愿望。粽子则又被赋予一种
特别的含义，有一定的历史文化
背景。当然粽子的出现，与传说
的救助屈原大概没有多大关系。

事实上，早在屈原出现之前，
吃粽子和端午节即已存在，是屈
原这个文化符号将粽子、赛龙舟、
端午节等已有元素聚合在一起，
为农历五月初五增添了新的含
义，使其同其他古老的节日一样，
沿袭千年，久盛不衰。

千年端午粽争新千年端午粽争新

【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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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贩们在大街小巷售卖各色五彩
绳、香包；市民们忙着采购粽叶、糯米
……乌兰察布市到处充满过节的浓浓
氛围。

不光乌兰察布市是这样，在兴安
盟乌兰浩特市，人们也一样为过好端
午节做着种种准备。

在兴安盟乌兰浩特市新城街办
事处满达社区，只见汉族、蒙古族、朝
鲜族、满族等各族居民们围在糯米、
红枣、粽叶等原料旁大显身手，卷叶、
装米、裹形、缠线……大家手速飞快，
一个个形如牛角的粽子很快就包好
了。粽叶的清香伴着人们的欢声笑
语，让人不禁感叹生活的幸福与美
好。

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的丛玉
兰也正在娴熟地包着粽子。她说，
包粽子的关键首先在于材料的选

择，糯米必须饱满，粽叶要足够新
鲜，馅料要丰富多样，而且，粽子要
想口感好，必须要包得紧实，煮粽子
也有讲究，确保水要完全浸没粽子，
先用大火煮开，后转小火慢慢煮，这
样煮出来的粽子才能软糯香甜。

丛玉兰包的粽子不但口感好，而且
还充满了创意，她会依据不同的口味偏
好和实际需求，制作出各式各样的粽
子，像红枣粽、蜜枣粽、奶豆腐粽等。每
年粽子做好后，她都会送给亲戚朋友品
尝一番。

“包粽子、吃粽子是我们的传统习
俗，社区年年组织端午节活动，把团结
情包进粽叶里，把民族情融到心坎
里。”新城街办事处满达社区党支部
书记朱丹说，不同民族共度端午，既是
促进文化认同，也是构筑共有精神家
园的重要方式。

传统节日 文化认同

端午小长假第一天，恰逢“文化和
自然遗产日”，各地活动丰富多彩。

兴安盟在乌兰浩特市神骏湾生态
体验区举办了非遗音乐会、端午市集
等活动，为游客带来了难忘的旅游体
验，点燃了节日旅游市场。在科右中
旗图什业图亲王府景区，精彩的非遗
专场演出正在上演，悠扬的马头琴声，
回味悠长的科尔沁民歌等节目，让现
场的游客流连忘返。

6月9日，锡林郭勒盟开展“品味端
午，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主题活动，围绕
端午节日礼俗、历史演变、制作过程及
非物质文化遗产剪纸项目的起源及技

艺等方面内容，为福利院的孩子们进
行讲解并现场演示操作方法，让孩子
们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与此同时，苏尼特左旗将“文化
和自然遗产日”非遗宣传展示活动
纳入端午节主题活动中，为满都拉
图镇发放了自治区级非遗特色村镇
牌匾，为获得第七批旗县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项目颁发证书，同时还进
行了征集评比非遗作品。参赛者米
德格玛高兴地说，今天的活动提升
了各族群众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知晓率，促进了各族群众广泛交往
交流交融。

优秀文化 传承弘扬

“我就喜欢热闹，大家一起过节多
好。”乌兰浩特市新城街办事处满达社
区居民张文琴说，和大家动手包着粽
子、唠着家常，不仅和邻居沟通了感
情，加深了情谊，更重要的是让大家感
受到了端午节丰富的传统文化内涵。

社区里各族居民包着粽子，而乌
兰浩特市西白音嘎查举办的“逐梦乡
村·我们的舞台”农牧民文艺活动正在
举行。舞台上，一个个群众自编自导
的节目表现形式多样，精彩纷呈，台下
的人们纷纷拿出手机拍照留念，记录
精彩瞬间。

“我们通过文化活动让大家感受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带动嘎查
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共建美
好家园。”西白音嘎查党支部书记陈
玉明说。

在乌兰浩特市乌兰哈达镇三合村
村民金永根的家里，众多村民聚在这
里切磋厨艺、制作美食。

“我们村的满族村民王政阳在金
永根传授下，能做出各种各样的朝鲜
族美食了，在各大节庆活动中，王政
阳通过售卖朝鲜族风味美食赚得盆
满钵满。”三合村党支部书记许忠峰
说，“我们村生活着汉族、朝鲜族、满
族、蒙古族等十几个民族的村民。各
民族群众在饮食文化、生活习俗上不
断融合，每逢重大节日，我们都会举
办邻里宴。这不，端午节到来了，大
家又聚在一起切磋美食技艺了。”

传统节日就像一条纽带，联结着
内蒙古大地上的各族人民，大家亲如
一家，同喜同庆节日，生活像花儿一样
美，日子越过越幸福。

各美其美 美美与共

内 蒙 古 地 大 物
博，生活在这片土地
上的各族人民像石榴
籽一样紧紧抱在一
起，大家各美其美，美
美与共，汇聚成一个
和谐共生的大家园。

端午至，粽香飘，
在这个传统节日，各
族人民心相印手相
牵，在文化的交流交
融中体味着生活的和
谐与美好。

【见证】

美
美
与
共

美
美
与
共
情
相
依

北
疆
大
地

北
疆
大
地
粽
香
飘

□
本
报
记
者

高
瑞
锋

高
敏
娜

郭
奇
男

张
璐

端午香囊。
本报记者 怀特乌勒斯 摄

端午节手工布艺个绌绌。
本报记者 怀特乌勒斯 摄

老师教小朋友们识别艾草老师教小朋友们识别艾草。。 曾令刚曾令刚 摄摄

兴安盟乌兰浩特市和平街道办事处的各族居民一起迎端午包粽子。 梁子晶 摄

粽子和五彩葫芦迎端午。 任守航 摄

小朋友迎端午。 梁子晶 摄

“ 十 二 相 ，黄 老
虎 ，叫 你 姐 姐 过 端
午 ”。 一 句 儿 歌 ，带
回 了 人 们 对 端 午 节
的美好记忆。

在 内 蒙 古 西 部
的一些地区，每逢端
午节，人们就会在门
窗 上 贴 上 一 对 儿 用
纸 剪 成 的 老 虎 和 公
鸡的图案，或者贴一
张 画 在 黄 纸 上 的 十
二生肖图，还要在门
框上插上艾草，在门
鼻 子 上 拴 上 用 红 、
绿、黄、白、黑五种颜
色丝线搓成的细绳，
当然，这种细绳也会
戴 在 小 孩 子 的 手 腕
上 。 这 样 的 习 俗 沿
袭已久、有的地方至
今 仍 然 流 行 。 究 其
原因，应该是农历五

月天气变热，毒虫活动频繁，人们
在门窗上贴上老虎或公鸡的图
案，就是为了避邪驱毒虫，期盼身
体健康、平安吉祥。

叫你姐姐过端午，指的是出
嫁的女儿要在端午节这天回父母
家过节。过节当然要吃好的，有
的人家包粽子，用泡好的棕叶包
上泡好的江米、红枣，用泡好的马
莲叶或者细线缠好后放在锅里
煮，煮好后再泡在冷水里保存。
也有做凉糕的，凉糕用黄米、江米
或者两种米混合着来做，先把米、
红枣、葡萄干等用水泡好，加适量
水再放在锅里煮，煮熟后放在抹
了油的案子上摊开，用锅铲抹成
整齐的方形，再裁成等大的小方
块，放凉后撒上白糖或者蘸着糖
稀食用，常常是端午节一到，家家
粽子、凉糕飘香。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和
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端午
节吃粽子、吃凉糕不再是过节的
唯一方式。特别端午假期的确
立，让人们有更多的时间与家人
团聚，或者一起出游。北方的人
可以到南方观看赛龙舟，品尝各
式各样的南方粽子和其他特色美
食，南方人也可以到北方吃凉糕、
看赛马，观看各种文艺演出。

别样的节日，同样的情怀，作
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中国非
物质文化遗产，传统节日端午节
蕴含的是国泰民安、和谐美好的
文化，寄托的是人们对平安幸福、
阖家欢乐的赞美和祝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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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言】

非遗传承人现场展示个绌绌手工制作技
艺。 本报记者 怀特乌勒斯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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