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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论谭 /
! ! ! !端午节是我国首个入选世界非
遗的节日，是 !""#年与清明、中
秋同时被国家定为法定节假日的。
原先的节假日是元旦、春节、劳动
节和国庆节，其中只有春节是传统
节日。清明、端午和中秋的入选，
大大增加了传统节日的比重，振兴
传统文化的意图甚明。但是，实施
十年来，这些节日在彰显、发扬传
统文化方面的效果似乎并不明显，
大家还是“逢假必游”，商家还是
“逢假必赚”，而很少有人考虑，除
了旅游，在这些节日里还应该做些
什么。本文试图对端午这个节日做
一个比较细致的考察，发掘其中的
文化内涵，以期达到“古为今用”
之目的。
翻检古籍，感到端午的习俗极

为纷繁复杂，绝非赛赛龙舟、吃吃
粽子那么简单。比如明代《酌中志
略》 所记当时的宫中端午习俗：
“五月初一日起至初五日止，宫眷
内臣穿五毒艾虎补子（贴于官服前
胸后背的图案织物）蟒衣。门两旁
安菖蒲、艾盆。门上悬挂吊屏，上
画天师或仙子仙女执剑降五毒故
事，如年节（春节）之门神焉。悬
一月方撤也。”而《古今图书集成》
说到端午，竟列举了 $"个州县的
不同习俗，涉及从北到南十个省
份。通过对这些习俗的比较分析，
可以从中概括出端午节的三大要
义。

端午节的第一要义是!卫生"

我曾经写过一首关于端午的
诗：“门悬艾叶喝雄黄，苍术烟熏
白芷香。拋却虚无飘渺说，驱除五
毒过端阳。”其下注云：“端午本为
毒月恶日，古书载：是日五毒并
出，宜蓄兰沐浴以驱邪，故民间有
插菖蒲、艾叶；熏苍术、白芷，并
喝雄黄酒之习俗。由此知端午实为
健康节、卫生节也。至若屈原忧
国、曹娥纯孝、子胥冤死，皆附会
于此日，而于史无稽。”

端午作为节日，起源很早，
《礼记》认为，端午节应该源于周
代的蓄兰沐浴。《夏小正》 中说：
“此日蓄药，以蠲除毒气。”可见从
周代开始，此日即为不洁不吉之
日。为什么说它是不洁不吉之日
呢？原因就是“五毒并出”。究竟
哪五毒，历来说法并不一致。通常
的说法是：蛇、蝎、蜈蚣、蜘蛛、
蟾蜍。《夏小正》的成书时间早于
屈原，所以说端午是为纪念屈原而
设的说法是不可靠的。相反，很有
可能的倒是屈原选择了这样一个不
洁不吉之日自杀的。关于吃粽子，
其实也与屈原无关。《风俗通义》
讲了粽子的起源及其含义：“先节
一日（节前一天），以菰叶（茭白
叶）裹粘米栗枣，以灰汁（碱水）
煮，令熟。节日又煮肥龟，令极
熟，去骨加盐、豉、麻、蓼（各种
调味品），名曰葅龟粘米，一名粽，
一名角黍。盖取阴阳包裹之象也。
龟，甲表肉里，阳外阴内之形，所
以赞（助）时也。”可见这种早期
的“龟肉粽”是含有健康之意的。
古人把端午定为不洁之日，应

该说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端午前
后，气候潮湿炎热，百虫迅速生
长，于是毒气上升，疫病流行。人
们在长期同各种病魔斗争的过程
中，发现悬挂菖蒲、喝饮雄黄、佩
戴香囊能够驱邪解毒，遂成端午的
重要内容，其中自有医学道理在。

所以，如果能够在端午那一
天，大家且慢出游，先来个“全国
大扫除”，把端午节首先做成个
“卫生节”，不亦宜乎？

至于说到不吉，有一种可怕的
说法，认为端午是个死亡之日。
《风俗通义》的一则佚文说：“五月

五日生子，男害父，女害母”。所
以五月五日出生的孩子多被抛弃虐
杀。《史记·孟尝君列传》 有段记
载：“初，田婴有子四十余人，其
贱妾有子名文。文以五月五日生，
婴告其母曰“勿举 （抚养） 也。”
其母窃（偷偷）举生之。及长，其
母因（通过）兄弟而见其子文于田
婴。田婴怒其母曰“吾令若（你）
去（抛弃）此子，而敢生（养活）
之，何也？”文顿首（叩头）因曰
“君所以不举五月子者，何故？”婴
曰“五月子者，长与户齐（与门一
样高），将不利其父母。”文曰：
“人生受命于天乎？将（还是）受
命于户（门）邪？”婴默然。文曰：
“必受命于天，君何忧焉；必受命
于户，则可高（提高）其户耳，谁
能至（达到门的高度）者？”婴曰
“子休（不要说）矣。”后来孟尝君
在齐国执政四十余年，且得善终，
足见此说之荒唐了。

端午节的第二要义是!爱国"

说到端午，人们首先想到的便
是屈原。赛龙舟是为了屈原，吃粽
子也是为了屈原。尽管作为历史，
这些说法并不可靠，但是人们还是
愿意这么说。这是一种令人欣喜的
现象，说明一位爱国者在人们心中
的地位是超时代的。《左传》 引
《诗经》佚文说：“孝子不匮，永锡
尔类。”意思是说孝子是不会消亡
的，因为他们的榜样作用永远激励
着人们。把这句话借来说明“屈原
现象”，也是再确切不过的。

屈原事迹最早见于司马迁的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遗憾的是，
这篇传记写得十分粗略，所以有人
怀疑此传非司马迁所作。据司马迁
的说法，屈原生平大致如下：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

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彊志（强记），
明於治乱，娴（熟）於辞令。入则
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
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 （信
任） 之。”后被上官大夫 （靳尚）
陷害，“王怒而疏（疏远）屈平”。
张仪设计离间楚齐关系，怀王受
骗，“大兴师伐秦”。两度战败，
“楚大困”。第二年秦楚议和，屈原
谏杀张仪，未果。屈原谏怀王入
秦，不听，被扣，死于秦。楚人怨
子兰（令尹），子兰迁怒屈原，“卒
使上官大夫短（讲坏话）屈原於顷
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流放湘
沅，某次与渔夫对话，发“举世皆
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
之慨，表达赴死的决心。“乃作
《怀沙》之赋。于是怀石，遂自投
汨罗以死。”“其后楚日以削，数十
年竟为秦所灭。”正由于行文多有
疏略和矛盾，使一些学者对历史上
是否存在屈原其人提出了质疑。代
表人物是大名鼎鼎的胡适，他在
《读楚辞》 一文中提出：“屈原是
谁？这个问题是没有人发问过的。
我现在不但要问屈原是什么人，并
且要问屈原这个人究竟有没有。”
他认为，“《史记》本来不很可靠，
而《屈原贾生列传》尤其不可靠。”
“屈原是一种复合物，是一种‘箭
垛式’的人物”，是后人根据需要
而塑造出的“传说”式的人物，从
而彻底否定了屈原的存在。上世纪
五十年代初，复旦大学的朱东润先
生也在《光明日报》上连续发表了
《楚歌及楚辞》《离骚底作者》《淮
南王刘安及其作品》《离骚以外的
“屈赋”》等四篇文章，全面否定了
屈原及其作品的著作权。

到底应该怎样看待这桩公案
呢？我认为，讨论屈原到底有没
有，这在学术上是有意义的。但是
从大众层面上说，却是非但没有必
要，而且还是有害的。这是因为，

其一，在没有新的考古发现的情况
下，这种质疑只能是一家之言，永
远不可能成为定论。其二，屈原已
经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精神，一种
象征，从这个意义上说，屈原到底
有没有的问题，已经显得并没有那
么重要了。这就如同拜谒陕西黄帝
陵，这座黄帝陵中非但没有黄帝的
遗骨，就连一丝一缕的遗物都没
有，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黄帝的隆
重纪念，因为我们纪念的是中华民
族的一种凝聚力，崇敬的是中华民
族立于世界之林的精神。这同黄帝
陵的真伪已经毫无关系了。
所以我认为，在端午节，是不

是可以举行一些活动，来纪念千百
年来历朝历代的爱国主义先烈。比

如我日前去郑州，途经商丘，想起
此地就是古睢阳城，唐代安史之乱
中最惨烈的一场战争就发生在这
里。张巡、许远两位烈士硬是在这
里率领四万将士，拖住了十倍于己
的敌人，整整十个月，为唐朝最终
粉碎叛乱争取了时间。最后，城陷
被俘，两人，尤其是张巡表现出视
死如归的勇气：“及城陷，贼缚
（张）巡等数十人坐，且将戮。巡
起旋（小便），其众见巡起，或起
或泣。巡曰：‘汝勿怖！死，命
也。’众泣不能仰视。巡就戮时，
颜色不乱，阳阳如平常。”（韩愈
《张中丞传后序》）有感于此，我在
高铁上吟成两句：万人身取义，二
子史留名。借以表达对英灵的缅怀
之情。

端午节的第三要义是!孝道"

与端午节有关的古人，除了屈
原，还有两位，就是伍子胥和曹
娥。曹娥是位孝女，她的事迹感天
动地。三国曹魏名士邯郸淳所撰
《曹娥碑记》曰：“孝女曹娥者，上
虞曹盱之女也。其先（祖先）与周
（姬姓）同祖，末胄荒流（年代久
远），爰兹适居（迁居于此）。盱能
抚节按歌，婆娑乐神（是位巫祝）。
汉安二年五月五日，迎伍君（潮神
伍子胥）。逆涛而上，为水所淹，
不得其尸。娥时年十四岁，号慕思
盱，哀吟泽畔 （沿江痛哭呼父），
旬有七日（第十七日），遂自投江
死，经五日抱父尸出。”据史料记
载，自宋代以来历代政府对曹娥都
曾大事褒扬。有位民俗学家却认
为，十四岁的曹娥还是未成年人，
虽然孝心可嘉，但投江行为并不值
得提倡。这样的观点令人哭笑不
得，褒扬一位女孩试图救父的至
孝，难道就是在提倡自杀吗？应该
明白，曹娥投江，是为了救父，而
不是自杀。我们所要提倡的，正是
这种感人至深的孝道。

伍子胥是一位有争议的人物，
他的生平见于《史记》的本传。争
论的焦点：他到底是忠臣良将，还
是乱臣贼子？这个问题主要是看你
站在哪个立场上，对此，本文不作
评论。我们关注的，是伍子胥的孝
道。伍子胥和他的哥哥伍尚带兵在
外，他们的父亲伍奢被楚王打入死
牢，楚王忌惮他的两个儿子，于是
逼迫伍奢写信召唤，伍尚为所谓的
“孝”，赴京被杀，伍子胥抗命流亡
吴国，最后报了父兄之仇。我们来
看“本传”中的这一段：
（楚平王） 使人召二子曰：

“来，吾生汝父；不来，今杀奢
（子胥父）也。”伍尚（子胥兄）欲
往，员（子胥）曰：“楚之召我兄
弟，非欲以生我父也，恐有脱者后
生患，故以父为质，诈召二子。二
子到，则父子俱死。何益父之死？
往而令仇不得报耳。不如奔他国，
借力以雪父之耻，俱灭 （同死），
无为也。”伍尚曰：“我知往终不能
全父命。然恨父召我以求生而不
往，后不能雪耻，终为天下笑耳。”
谓员：“可去矣！汝能报杀父之仇，
我将归死。”尚既就执（受捕），使
者捕伍胥。伍胥贯弓执矢向使者，
使者不敢进，伍胥遂亡。闻太子建
之在宋，往从之。奢闻子胥之亡也，
曰：“楚国君臣且（将要）苦兵矣。”
伍尚至楚，楚并杀奢与尚也。

相对于伍尚的“愚孝”，伍子
胥便是属于“智慧的孝”了。革命
烈士杨超有首诗赞美了伍子胥的行
为：“满天风雪满天愁，革命何须
怕断头？留得子胥豪气在，三年归
报楚王仇。”后来，伍子胥是在吴
王夫差的逼迫下，于端午节那天刎
颈而死的。有些专家试图从中发掘
出复仇、傲骨、忠君等的精神因素

来，这就偏离了从传统节日的文化
内涵中寻找有利于当今社会的积极
因素的初衷。所以，伍子胥还是应
该和曹娥一起，成为践行孝道的两
个不同典型。
关于孝的准确定义，我们还是

应该从文字着手，去理解去把握。
“孝”字的上半部分是“老”字的
略写，下半部分则是一个“子”，
其意有二：一为背负父母，一为追
随父母。这就是孝的具体体现。正
如《说文解字》所说：“善事父母
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
提倡孝道，并不是一个新鲜的命
题，古人就是这么认为的。有关孝
道的论述，儒佛道都有。总之，百
善孝为先，乃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
文明中绝无争议的一个共识。比如
汉朝的皇帝：文帝、景帝、武帝等
等，都是略称，全称应是孝文帝、
孝景帝、孝武帝，体现的就是以孝
治天下的理念。其中的孝文帝，是
入了“二十四孝”的，“亲尝汤药”
讲的就是他的故事。说到“二十四
孝”那样的传统孝道，我认为有必
要对它进行具体分析，用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为武器，去其糟粕，取
其精华，使传统孝道更好地为当前
的精神文明建设服务。我认为，可
以把传统孝道分为四类，即：纯真
的孝、智慧的孝、神奇的孝和愚昧
的孝。纯真的孝与智慧的孝是传统
孝道的精华部分。宋代江西诗派的
领袖黄庭坚在遵奉孝道上做得很
好。黄庭坚身为高官，家里想必不
缺奴婢，但他却几十年如一日，天
天为母亲洗刷便桶。这看似平凡的
举动，其实却是感天动地的大孝
行。假如我们站在母子双方的立场
上设身处地，是不难体会出这则故
事的伟大之处的。《宋史》本传说：
“庭坚性笃孝，母病弥年，昼夜视
颜色，衣不解带，及亡，庐墓下，
哀毁得疾几殆。”孝行不在于轰轰
烈烈，而在于平凡之中见伟大。
孔子弟子闵子骞，是智慧的孝

的典型。他的生母早死，父亲娶了
后妻，又生了两个儿子。后母经常
虐待他，冬天，两个弟弟穿着用棉
花做的冬衣，却给他穿用芦花做的
“棉衣”。一天，父亲出门，闵子骞
为他牵车时因寒冷打颤，将绳子掉
落地上，遭到父亲的斥责和鞭打，
芦花随着打破的衣缝飞了出来，父
亲方知真相。回家即要休逐后妻。
闵子骞跪求父亲饶恕后母，说：“留
下母亲只是我一个人受冷，休了母
亲三个孩子都要挨冻。”父亲听了
十分感动，就打消了休妻的念头。
后母悔恨知错，从此待他亲如己
出。这也是一种大孝下的大智慧。
怪不得孔子要感叹说：“孝哉，闵
子骞！”
由此我想到，端午节中所体现

的孝道精神是应该大力发扬的。当
然，时代不同了，我们不能停留在
传统孝道的水平上，而应该努力打
造更高层面上的、能够作为新时代
精神文明建设基础的新的孝道。这
就要求我们对孝道作出新的诠释。
我认为，新时代的孝道应该具备三
方面的特征：第一，新时代孝道的
本质是善良；第二，新时代孝道的
方法是智慧；第三，新时代孝道的
结果是和谐。
但是反过来，新时代的精神文

明又是建立在传承中华文明的优秀
传统的基础之上的，比如孟子提出
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
及人之幼”就是一种非常高的境
界，非常美的风尚，我们相信，经
过大家的努力，这个美好的愿景一
定会在我们这个新时代实现。
如果我们能够彰显端午节的三

大要义，就会使祖先留给我们的宝
贵财富变得更有意义。

（标题书法：陈茗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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