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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掀起全区“解放思想大讨论”的热潮，把思想统一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上来，统一到中央和省、市、区委决策部署上来，为建设“强富美高”新盐都凝聚思
想共识、集聚磅礴的精神力量，促进全区经济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经研究，决定举办盐都区“解放思想
大讨论”主题书法作品展览。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活动组织
“解放思想大讨论”主题书法作品展览由区委宣传部、区级机关工委和区文联联合主办，区书法家

协会承办。
二、征稿范围
盐都籍、盐都区单位及居住盐都区境内的书法家及爱好者均可投稿，欢迎上述范围以外的其他书

法人士投稿。
三、作品要求
1、书法（仅指毛笔书法，包括篆刻）作品内容要坚持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统一，突出主题，格调高雅，

积极健康向上，反映时代特征。既可以引用、摘录领导讲话，也可是赞美祖国大好河山，讴歌祖国繁荣
昌盛的名篇名句、经典诗词、楹联、警句等，鼓励反映全区高质量发展成果和弘扬正能量的原创内容。

2、作品一律竖式，不需装裱，规格不小于 4 尺对开（高 34cm,宽 134cm）、不超过六尺整张宣（高
180cm，宽97cm），字体不限，草书、篆书及篆刻需另附释文。

3、每位作者投稿不超过 3 件，请在每件作品背面右下角用铅笔注明作者姓名、身份证号、单位和联
系号码等基本信息。

4、收稿地址：区委区级机关工委（盐都区行政中心1016 室），联系人：姜玉成，电话：88426103。
5、征稿截止日期：2018 年7月10日。
四、评审及展览
1、征稿结束后，主办方将邀请书法名家对来稿进行评审，遴选优秀作品统一装裱展出，并设立佳作

奖、组织奖，颁发证书和奖牌。获奖作品将分别在《盐都日报》、《大纵湖》杂志及盐都政府网等媒体宣传
推介，并推荐作者加入书协等专业社团组织。

2、展览拟定于2018 年7月下旬在盐都举行。
中 共 盐 城 市 盐 都 区 委 宣 传 部
中共盐城市盐都区委区级机关工作委员会
盐 城 市 盐 都 区 文 学 艺 术 界 联 合 会

2018年6月13日

盐都区“解放思想大讨论”主题书法作品展览

征稿启事

又是一年粽叶飘
香。因端午时节阳气
上升，故端午又称“端
阳”，又因端午为五月
初 五 ，故 又 称“ 重 午

（五）”。

【端午起源探究】

关于端午的来源，
说法多种多样，主要有三种：其一是
端午节起源于古代华夏人对传说中
的祖先——龙的祭祀活动。华夏族的先人以龙为
图腾，把伏羲、女娲、颛顼、禹等先祖视为法力无边
的龙，端午节是祭祀龙的最隆重的节日，龙舟竞渡
源于此。其二为纪念屈原，楚国屈原就是死于五月
初五。其三缘起“四时合序”。传统文化认为，人类
是大自然所化生。《易传文言》曰：“夫大人者，与天
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人是自
然界的一部分，人与自然要相互适应，相互协调。

【盐城端午民俗】

每逢端午，家家裹粽子，门前插艾与菖蒲，室
内悬挂钟馗像，以辟邪怪。中午的佳肴甚丰，但不
可或缺的是咸鸭蛋、凉拌红萝卜等。

这一天，父母会给小孩戴虎头帽、穿虎头鞋、
虎头服、系五色缕、佩戴香荷包。先秦时期，人们

就有佩戴香袋的习俗，一般为女子佩戴，表示已婚，后来渐渐演变为佩
戴香荷包。荷包里一般以雄黄、冰片、藿香等填充。

端午在盐城地区又被称为“恶五”，家里有还没满周岁的小孩，父母
会带着孩子在节日期间回外婆家，又叫“躲五”。

饮雄黄酒也是众人皆知的一个端午习俗，雄黄酒一般人并不适宜内
饮，易中毒。如果喜欢这个风俗可以选择外洒雄黄粉，有驱蚊除虫、净
化环境的作用。另外，有的地方还有在小孩额头用雄黄酒画“王”字的
习俗。大红纸剪五毒：蜈蚣、蝎子、壁虎、蟾蜍、毒蛇。门头上挂五瑞：石
榴花、菖蒲、艾草、大蒜头、龙船花（又叫山丹花）。吃五黄：黄豆芽、黄
瓜、黄鳝、黄鱼、雄黄酒。

过了初五，则流行“带姑娘回家吃馊粽子”的习俗。现今的端午节，
逐步由过去的“驱鬼避邪”演变成亲友往来为主要内容的传统节日。

跳判是端午节的民间习俗之一，由一个人扮判官，虬须靛面，冠袍
角带，和京剧中的扮相一样。站在一张大木椅子上，两边绑着木杠，由
伙伴肩抬，另一人扮作蝙蝠精，在前引路，每至一处，商家鸣放鞭炮，赏
予彩金。判官手持一把二尺多长的折扇，在椅子上表演扇子功，以及驱
鬼的各种优美动作。

【盐城人的粽子】

如今盐城地区粽子的形状多为三角形，还有四角粽、斧头粽等。
粽叶有干制也有鲜材，品种取材，则与地域有关。北方以芦苇叶为

主，华东、华南、长江流域，更多见的是箬竹叶。盐城地处江苏北部，一
般选用芦苇叶包粽子。芦苇叶裹粽子比较香，可以品出里下河平原河
荡里鱼米之乡的味道。

粽针在盐城地区流行了很多年，并没有具体资料记载其出自何处，
何时在盐城出现也无法考证。盐城人很早就习惯了使用粽针包粽子，
方便、环保，免去使用粽绳这个步骤。

盐
城
端
午
那
些
事
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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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
佐

老伴从喧嚣嘈杂的菜市场拎回一摞青青的芦叶，仰望高天流云，我这才从
城市的季节迷乱中走出：端午节到了！“五月无闲人”，乡下已忙着收麦子了吧。
嗅着青嫩透水的芦叶香，猛然间，故乡广阔浩渺的芦苇荡又浮现在我的眼前。

小时候，离我们村子几块田远的东圩就是一块一眼望不到头的柴荡。平日
里，母亲总吓唬哥哥和我，荡里鬼啊怪的多呢，走进去就出不来了。任凭母亲怎
样恐吓地渲染，非但没有使我们望芦生畏，反而激起我们对芦荡的憧憬。周末
假日，我们常常偷着游河涉水，去东荡折芦花、躲迷藏，那种天真的欢愉和无邪
的恶作剧至今仍深深地沉淀在心头。麦收芒种的当口，快要裹粽子了。母亲小
脚，下不了地；父亲又忙着干别的活。她只好吩咐我们，去东荡采些芦叶回来
吧。哈哈，可以大显身手啦，我们这才在大人的眼皮底下，堂而皇之地往芦荡开
进。母亲仍然放心不下，又像很有经验地叮嘱：低头走路，还要抬头看天，太阳
在东边，大圩南边……不回头往前走，总会走出头。

端午与屈原联系在一起，这也是从目不识丁的母亲那里听来的。母亲说当
年屈原为救国不成投入汨罗江中，村民闻讯，纷纷来到江上，奋力打捞屈原的尸
体，还拿来粽子、鸡蛋投入江中，好让鱼虾不伤害屈原的遗体。端午吃粽子就是
为了纪念屈原。在以后的阅读学习中，我才真正读懂爱国的屈原，还有他的《离
骚》《九歌》以及绝唱《天问》。屈原，是他在长长的史诗中，筑起一道诗的丰碑、
华夏的心迹。无怪端午我们用同一种方式祭奠他。每每此时，我即情不自禁地
对淳厚的老母亲肃然起敬。在老人身上，分明穿透出一种绝对文化的东西。感
谢母亲给了我关于屈原的启蒙。

母亲已长眠于老家曾经的芦荡，现在的我也已生活在远离芦荡的城市。色
彩的斑驳和节奏的快变，不知不觉地使我对除我以外的一切淡漠和忘却。真
的，若不是这端午，不是这青青的芦叶，我还想不起那心旷神怡的芦荡。在我进
城的那些年，家乡的芦荡几乎都被开挖成鱼塘或变成了屋基地，芦苇仅剩下星
星点点。近些年政府为保护环境，退塘还湖，使情况有所好转。其实，现代化未
必要与芦荡格格不入，人们总会怀念自然野味的苇地和原野中的故乡。

“逝者如斯”，现代人穿梭于纷繁的市声，匆忙中如何感受生活美丽的细
节。其时，粽叶已香透我的城市。

端午情思
□ 王洪武

每到五月，我们水乡的水变得更清澈了。用鼻子嗅一嗅，那奔腾的水
流带着一种异香，在阳光下直朝我们心里钻。

我知道，那是芦苇的清香，那带着汁液的芦苇在风中舒展着自己的
身子，摇曳着。驻足倾听，你会听到叶子与叶子之间相互摩挲的声音。
水就在身边流着，阳光的碎片浮在水面上，一个人，不，是几个人结伴在
打着芦叶。

妈妈就和邻居女人们一起，仰着脸，那带着露珠的芦叶湿润润的，紧贴
着她们的面孔，刚升起的太阳和无边的芦苇丛做了她们的背景。那一刻，
无限的美集中于此了。

打好的芦叶——我们叫粽箬，等露珠飞了，就变得很硬挺。妈妈用开
水淖了，理好后躺在手上是那么的服帖。妈妈总舍不得倒掉热水，等水凉
了，喝上一口，一股清香就顺着喉咙直滑入腹中，全身的每一个毛孔全都张
开了，好像盼了许久，那融进了旷野的野性的香，就溢满了浑身的每个细
胞。妈妈看我们都闭着眼，很陶醉的样子，舍不得扔下手中的瓢，就笑着
喊，走开，走开，不要扰了正事。那时，我们姐弟几个就知道妈妈要裹粽子
了。姐姐忙着把一簸箕浸好的糯米递给妈妈，望着那白得眩目的米粒，我
们不禁咽了几下口水，啊，等了这么长时间，妈妈终于慷慨地给我们裹糯米
粽子了。我们高兴得大呼小叫。在天井里，妈妈一边裹着粽子，一边看着
我们几个疯着，脸上漾满了幸福的光芒。

粽子的花样很多，只见妈妈把三张粽箬并排在一起，用水沾了，双手带
着粽箬一起旋转着，然后一头很快折过来，当然一定要用左手手指固定好
了。打好的空壳塞满了糯米，用竹筷捣着，使粽子更紧。最后用一枚叶子
扎口，粽针穿过棕身，带着粽箬尾巴拉过去，那“刺啦”的声音轻轻地划过心
头。我试了试，裹好的粽子真的好紧。妈妈说这样煮好的粽子才会更香更
可口。临了，妈妈还会掺和浸好的红豆或者绿豆，塞进空壳里。我们看没
有多少米了，就赶紧要求妈妈包几只“猪脚爪”，妈妈看到我们磨蹭着，就笑
着说：“看你们几个，有吃的了，还要吃出花样。”说归说，妈妈灵巧的手很快
绕出了几个纺锤状的“猪脚爪”……

趁妈妈裹粽子的时候，我们早准备好了柴禾。用大火烧，煮出的粽子
才香有嚼头。细心的妈妈赶紧把豆粽子尾巴连在一起，便于区分。看着满
锅的水，我们急得不得了，眼巴巴地看着锅里冒出的热气，先是丝丝缕缕
的，很快屋里弥漫了粽箬的清香，我真担心，这清香把整个屋子连同我们抬
高起来。

妈妈没有忘记叫我们分送一些给邻居，粽香传递的那份喜悦和幸福浸
润着我们的心，并不断地扩散。以后的许多天，村庄里粽香弥漫着，每次吃
着粽子，喝着粽箬茶水，我就像又走进了芦苇丛里，自在地躺在里面，仰着
头看着蓝天上悠悠飘过的白云……

粽香，抬高了整个村庄
□ 戴永瑞

汨罗江
流淌千年的诗意

赛龙舟
诗话千年的粽踪相接

一种魂的返璞
一缕情的牵挂

走过荆楚
走过秦汉
走过童年

走过红尘飞扬

当艾草相伴菖蒲
阴柔

便有了诗魂的坚贞
阳刚

便有了刺天的伟岸

五月初五
中华文化的瑰日

五月初五
粽香弥漫的幽思

端午怀想
□ 夏 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