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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假期，本报 6 月 10 日（星
期一）休刊一期。6 月 12 日（星期
三）恢复正常出版。特此告知。

告读者

回首回首

又到高考季，想着学生的
十年寒窗，老师的辛勤付出，
家长的殷切期望，对于孩子的
教育成长，我来讲一个故事，
谈点粗浅的看法，希望能引起
大家的一点思索。

一 位 母 亲 第 一 次 参 加 家
长会，幼儿园的老师对她说：

“你的儿子有多动症，在板凳
上三分钟都坐不了，还经常蹲
在凳子上。”回家的路上，儿子
问老师说了些什么？母亲告
诉儿子：“老师表扬你了，说宝
宝原来在板凳上坐不了一分
钟，现在能坐三分钟了，有进
步！”儿子高兴地笑了。

小学生家长会上，老师对

这位家长说：“全班五十名同
学，这几次数学考试，你儿子
都排在后三名。”母亲回到家
里，对诚惶诚恐的儿子说：“老
师对你充满信心。他说了，你
并不是个笨孩子，只要能用心
些，一定会超过你的同桌。”儿
子暗淡的眼神顿时充满了光
亮 ，沮 丧 的 脸 也 一 下 子 舒 展
开来。

儿子上了初中，有一次家
长会上，老师告诉这位家长：

“ 虽 然 你 儿 子 取 得 了 一 些 进
步，但按他现在的成绩，只能
考个普通中学。”家长仍告诉
儿 子 ：“ 班 主 任 对 你 非 常 满
意 ，他 说 了 ，只 要 你 努 力 ，一

定能考上重点中学，妈妈相信
你！”

高考，儿子把一封印有清
华大学招生办公室的特快专
递 交 到 母 亲 的 手 里 ，边 哭 边
说：“妈妈，其实我知道家长会
上老师都对你说了啥，你选择
相信我，是你的鼓励和宽容给
了我勇气和力量，谢谢妈妈！”
母 亲 压 抑 心 中 的 泪 水 喷 涌
而出。

家 长 不 要 把 注 意 力 放 在
孩 子 的 缺 点 上 ，否 则 会 强 化
孩 子 这 个 缺 点 ，目 光 应 盯 在
孩 子 的 优 点 上 ，从 正 面 培 养
孩子的自信。确认孩子的优
点，放大孩子的优点，相信孩

子在成长的过程中会自我修
补，自我完善。家长的眼睛，
即 注 意 力 焦 点 ，决 定 了 孩 子
的成长方向。

每个人都有一种向上、乐
善的天性，并且蕴藏着巨大的
情感潜能和智慧潜能，但由于
环境、条件等多种因素，这些
上 进 心 、积 极 性 、创 造 性 ，这
些潜能往往在一个时期内甚
至长期处于沉睡状态。有时
候，一句温暖的话语、一个鼓
励的眼神、一次信赖的微笑、
一个不经意的动作……都能

“点石成金”，使孩子最优美、
最灵动的天性发挥出来，焕发
出灿烂的光辉。

“今年得提前回去送‘当
午’，我过节那天得值班。”老
刘郑重其事地说。

我愣了愣，因他抽烟带来
的不满渐渐消散，心里漾起些
欢喜。

“当午”是西乡方言，意即
“端午”。送“当午”是西乡人
的传统习俗。端午节这天，女
婿 要 带 上 礼 品 ，到 丈 人 家 拜
节。多年来，老刘送“当午”做
得好，不用我提醒，自觉坚持
了几十年。

记得小时候，每年送“当
午”在我们家是件大事，父母

早早就开始筹备。端午节早
上，小竹篮里装满了礼物：一
吊清晨刚买的猪肉、圆滚滚的
鸡蛋、青色的粽子，还有一包
白砂糖。家里不宽裕，这些礼
物已经是很好的了。

父亲提上篮子，母亲拉着
我，去外婆家送“当午”。我跟
着父母走过海子坎，穿过汉白
路，踏上了乡间小路。地里干
活的人叫着母亲的小名，夸赞
父 亲 知 礼 ，都 说 外 公 外 婆 有
福气。母亲喜滋滋地应着，脸
上似乎放着光，脚步轻快得我
要小跑才能跟上。

外 婆 早 就 笑 盈 盈 地 站 在
门口迎接我们。大舅和舅妈
去送“当午”了，母亲和外婆准
备午饭，父亲和外公闲聊，小
舅带着我在院子里玩。我不

时跑进灶房，看夹沙糕做好了
没。外婆做的夹沙糕既好看
又好吃。蒸熟的糯米糕又白
又香，中间夹着红豆沙，外面
沾满了黄豆粉、芝麻面，咬上
一口，又香又甜又糯。

上中学后，我很少跟着父
母送“当午”了。那时端午节
还没成为全国法定假日，我们
得照常上课。有一年恰好是
星期天，我跟着父母一起去外
婆家，送“当午”的礼物大袋小
袋装了一筐，很是丰盛。

那 天 外 婆 家 的 气 氛 很 喜
庆，大家都围着小舅不知跟他
说着什么。后来才知道，原来
小 舅 要 去 女 朋 友 家 送“ 当
午”。这是他第一次正式去准
丈人家拜访，心里紧张，不知
该说啥做啥，一大家人在给他

传授经验。父亲建议小舅带
上他给外公买的酒，母亲又给
装上新茶。最后，穿着一身新
衣服的小舅，骑上那辆车头挂
满礼物的自行车，在一家人充
满期待的目光中，走上了他的
送“当午”之路。

那年端午节，小舅的女朋
友应邀来外婆家过节。这表
示，女方一家认可了小舅。外
公外婆非常高兴，盛情款待未
来的儿媳妇。我也因此沾了
光 ，母 亲 带 回 了 一 大 包 夹
沙糕。

我成家以后，每年端午节
都回娘家送“当午”。看着父
母欣慰的笑脸，总会想起当年
跟 着 他 们 送“ 当 午 ”的 情 景 。
送“当午”，送的不只是礼物，
更是这礼物背后的孝心。

传统佳节，重五端阳，食
粽习俗，由来久长。始自春
秋，源于汉邦，迭兴衍变，流
传外乡，盛行不衰，愈加弘
彰。北称角黍，谓于黍仓，南
北不一，各有新创。糯米为
主，兼配杂粮，栗子红枣，瘦
肉腊肠，佐以馅料，豆沙红
糖。粽叶裹身，彩丝扎绑，棱
角分明，形如锥状，南咸北
甜，风味多样，蒸煮即食，齿
留箬香。

悠悠角粽，风雅时尚。
黏而不糊，甜软滑爽；糯而不
腻，鲜美含芳；身凝晶莹，米
润柔黄；枣落丹唇，气腾胸
膛。味及九畹，香盈一堂；观
之垂涎，闻而诱肠；馈赠佳
品，际会来往。

食粽溯源，历览长廊，
积淀深厚，底蕴绵长。千古

诗篇，《天问》《九章》万载遗
事，《离骚》《国殇》祭祀先人，
伏惟尚飨，凭吊英雄，敬仰忠
良。盛世今朝，百业辉煌，
饮食文化，光大发扬。
前贤忠魂，灿耀东
方；礼乐风仪，悠
远 未 央 ；节 日 世
情 ，薪 火 传 扬 。
五 月 初 五 ，更 加
繁忙，臂系彩绳，
腰 坠 香 囊 ，雄 黄 烹
酒，香艾悬窗，朱符普
贴，龙舟争航，驱邪增福，
祈安纳祥。

嗟乎糯粽，质柔意刚。
名吃美味，何止躯腔，忠烈
英名，岂昭楚襄。一粽虽小，质却
优良，跌宕坎坷，更不寻常。绳束镣
锁，浸煎沸汤；愈加柔莹，犹自洁亮；
至味甜美，细啖其详。

端午回味
李渊

那一段花花绳
截取的岁月
成长着童年

阳光的五月
盛开红艳艳的花朵
回味甜蜜

麦浪翻滚
挥汗的镰刀
割舍不断曾经的牵挂

有诗歌流过
汨罗江的涛声
吟诵了几千年

端午的故事
一直延续
包括外婆的粽子

汨罗江
刘治军

五月的汨罗江上，烟雾袅袅
泛起层层涟漪般的梦
那梦辽远、孤独、寂静、悠长

五月的汨罗江上，人烟滚滚
赛龙舟、包粽子、佩香囊、挂艾蒿
已经成为一种久远的习俗

五月，我们的汨罗江
荡起一拨又一拨的思绪
那浪一波追着一波，奔向远方……

端午思
静轩

我看到屈原站在岸边，
握剑的手抖着，泪流满面，
流水洗不尽满腹的哀怨。
于是，随着江水打湿衣袖，
义无反顾地纵身一跃，
激起惊天动地的波澜。
多少年，多少代，
唯见棱角分明的粽子，
伴着苦涩的艾草，
漂流汨罗江面。

我梦见屈原就在江边，
纵观过往千年的世事变迁。
目光遥远而深透，
银河星光璀璨。
哪料想如今的变化，
沧海桑田，天翻地覆。
于是把《离骚》《九歌》抱在胸前，
又把《九章》《天问》扎在腰间，
凝思的眉宇，
渐渐地，豁然舒展。

这一天，这一天啊，
期待五谷丰登，
盼望国富民安。
艾草散发出幽香，
粽子飘荡着香甜。
华夏文化的符号里，
有一个传统节日叫作端午，
端午纪念一位伟大的诗人。

送“当午”
周永兰

静待花开
陈晓彬

粽子赋
贺德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