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雕花楼里
包“广利粽子”
端午节小长假期间，松江区

中山西路的百年老宅杜氏雕花
楼，吸引了人们的目光。端午节
前夕，松江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
习基地刚刚在此落户。正值端午
节，远近闻名的广利粽子传承人
王佩华，把材料搬到了这里，现
场为游客制作，卷粽叶、放糯米、
加肉、包扎……整个过程让游客
看得清清楚楚。广利粽子店是一
家创建于清朝光绪十九年的百
年老店，为了让这个手艺发扬光
大，王佩华说，最近正在申请泗
泾镇的非遗项目，明后年还会申
请区里的非遗项目。

老西门
香囊传承秀

老西门是上海老城厢的发
源地，端午来了，弯弯曲曲的弄
堂就成了粽子的“制作工坊”。赵
钱孙李家的阿婆们聚在弄堂里，
湿漉漉的粽米，新鲜的粽叶，七
嘴八舌聊着天，说话间，一大盆
粽子就包好了。每年端午时节，
家家户户包粽子，在老西门是再平常不过
的事。
端午节，老城隍庙童涵春堂门前上演

了一场精彩的“保健香囊技艺传承秀”：一
溜摆开的桌子上面摆满了五颜六色的小布
料、彩绳、丝线、挂饰配件、香喷喷的中草药
粉……老中青三代香囊达人，在现场展演纯
手工制作工艺，既有传统的心形、粽子形，也
有今年的最新款———项链式、十字绣式等，
裁剪布料、串配饰，不一会儿手中的彩色布
就变成了一只只玲珑可爱的香囊了。

大团老街
卖“芦娘”

“新鲜的‘芦娘’要哇———”今天是端午
节，在浦东新区大团镇老街，农妇们正用南
汇话殷勤叫卖包粽子的苇叶。一位腰束花
布口袋的农妇笑着说：“这是今早刚从河边
采摘来的，还带甜带香呢！”在南汇，苇叶和
艾草分别被当地人称为“芦娘”和艾蓬。只
见，大团镇永春北路上的千米老街，左右尽
是枕河人家，一把把连枝带叶的绿色艾蓬
高悬大门，门内还飘出煮粽的清香。老街
上，!" 多岁的周阿婆正在向游客现场表
演包粽子，只见她左手拿“芦娘”，铺上洗
净的糯米，嵌入大肉，裹紧“芦娘”；右手
扎丝绳，一抽一绕间，#"多只本地肉粽 $

分钟就摆上了桌案。

华亭湖畔
诵祭文

松江区端午龙舟赛已经办了 $届。松
江新城华亭湖上，龙舟选手奋勇向前。赛场
外，主办方还把传统文化和全民健身活动
融入其中。今年的松江区端午龙舟赛引来
$%""多名观众。龙舟赛成了运动、感受传
统文化、亲子交流的嘉年华。龙舟赛开幕式
上举行了民间“拜水仪式”，扮演屈原的朗
诵演员手捧竹简，伴随舒缓悠扬的古乐声，
吟诵一首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拜水
祭文。&%位身着汉服的青年男女，翩翩起
舞。赛道旁的滨湖广场，包粽子、捏泥人、剪
窗花……大手牵小手，不少摊位的队伍排
出十几米远。松江区文广局副局长薛亚锋
介绍：“龙舟赛办到第 $年，民族风、传统文
化内涵越来越丰富。像泗泾广利粽子、枫泾
烧卖、鹿鸣糕团、叶榭软糕等端午传统食品
‘送’到赛场，有吃有玩，更具吸引力。”
本报记者 孙云 江跃中 姚丽萍 叶薇 钟喆

当心劣质香囊损健康
端午节!预示着仲夏的来临!一般过了端

午节各种细菌微生物和昆虫开始大量繁殖"传

统香囊内装有特选的白芷#艾叶#薄荷#冰片等

天然中药香料!可以起到驱虫防病!清爽神志

的作用" 上海中药行业协会会长杨弘提醒!香

袋有好坏之分! 好的香袋是用中药粉做成的!

适量的芳香吸入人体后!具有清香#驱虫#避瘟

的效果! 但目前市场上有的香囊极其便宜!实

则采用了劣质香水#或在香囊里包进滴了劣质

香料的纸屑!会使人头晕#咳嗽#恶心"

叶薇

阴雨连绵少吃粽
端午节到了!市第七人民医院$浦东中西

医结合医院%的糖尿病#高血脂等病友俱乐部

成员!均收到了医生提醒&粽子怎么吃!健康

饮食注意事项等等" 该院治未病科主任张彤

医生表示!多湿季节!人体脾胃功能本来就较

弱!如再多吃黏腻的粽子!容易损伤脾胃" 那

粽子该怎么吃' 张彤医生建议!首先应该(热

吃)!冰箱里拿出来不能马上吃!因为胃是(恒

温室)!食物要达到正常体温才会消化!因此

势必(耗阳)!粽子又冷又湿!对脾胃伤害最

大" 其次是要(适量)!一个粽子二两左右!分

量很足!有的还是肥瘦配比的肉粽!脂肪能量

都比较高!中年人一天一个已经足够" 最后是

讲究(时间)节点!晚上睡觉不宜吃粽!不利于

肠胃休息" 金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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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据淘宝网对最近一周交易量的统计，和
端午节相关的中草药香包、五彩花绳交易量
增长迅猛，'()$自己动手做%香包成了不少潮
妈私心大爱的过节“亲子作业”。

端午节除了吃粽子，古人还有插艾叶、
喝雄黄、佩香囊的习惯。今年端午，淘宝网上

不但有成品的香囊，还有二三十元一套的
'()中药香包也卖得火，其中包含各种材质
和颜色的面料、丝线，配上艾草、藿香、佩兰、
桂枝、丁香等香料，再辅以分解 '() 图文说
明，鼓励买家自己动手缝制。数据显示：淘宝
“端午节 '()”和“香包 '()”的搜索量，今年
分别比去年同期高了 *&$+,-和 ,&!+!-；卖
得好的店铺，一周的 '()香包素材能卖掉近

.千件。
“我就买了 # 套 '() 香包、# 套 '() 五

花绳，就等端午过节和女儿一起做呢！”家
有小囡的上海妈妈陆女士记得小时候过端
午节，母亲和奶奶会用丝布和五彩线缝香
包、编五花绳。今年端午她特别想和上小学
的女儿一起 '()，也算是“致传统”“致青春”
吧！

今年端午传统节味和时代气息都很浓

艾叶处处飘香“手包粽”网上夸
本报记者 姚丽萍 胡晓晶 钟喆 叶薇 见习记者 王文佳 实习生 任竹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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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小提醒

! ! ! !今年端午前夕，老西门街道开出了首场端
午“品诗会”。#个多月前，老西门街道通过各种
媒介渠道向全国征集“端午诗会”佳作。结果，
#,!位作者的 .*%多首原创诗作涌向老西门。
端午前，#%%多位民间诗人欢聚老西门“品诗
会”，诗会上没有评比，只有鉴赏———爱好写诗
的人负责写诗，擅长朗诵的人负责朗诵，一场老
城厢的社区诗会就这么简朴隆重、声情并茂。
“诗言志，歌咏怀”，听听那 #%% 多首诗

作，那里面有家园情，有中国梦。“在一个努力
实现伟大民族复兴的国家，在一处老城厢，为

了古老的节日，品读那些诗歌，这个节日真的
好味道。”社区工作者董建善说。

!月 #%日，松江区体育局专门把市民健身
运动活动办到松江新城华亭湖龙舟赛场。飞镖、
跳绳、百万投篮、旱地龙舟等活动得到市民热
捧。最受欢迎的“旱地龙舟”，男女老少坐上模拟
器，在平地体验龙舟运动。王轶广第一次参加
这项运动，就在 /人一组的比赛中胜出。他满
头大汗，气喘吁吁地说：“原来划龙舟并不轻
松。现在，我的手很酸，但运动让我快乐。”松江
区 #$个街镇，镇镇都有龙舟队，队员不乏农民
兄弟。今年的比赛，高校学生也组队参加，东华
大学还组成一支留学生龙舟队，中西合璧，赛

事更热闹。本次比赛，第一次有女子龙舟队加
入，成为一大亮点。松江区体育局局长周浩透
露，松江龙舟赛主打亲民牌。“我们正在和厂家
联系，打算造 $人龙舟，争取明年让市民以家
庭为单位，到大湖中亲身体验龙舟魅力。”

昨天，上海轨交 ,号线精心打造了一趟
以“艾在地下铁”为主题的端午民俗文化专
列。本趟专列以“端午插艾”为主题，用艾叶等
绿植精心装点车厢，列车上还展示端午习俗
古风插画，令不期而遇的乘客颇感惊喜。主办
方还在 ,号线静安寺站、南京西路站设置了
端午文化展示角，让更多往来的乘客感受、体
验到传统端午文化和风俗。

! ! ! !包粽子是千百年来传承下来的端午习
俗，但时下城市里的年轻人绝大部分都不会
包粽子。今年的端午，不少年轻人主动加入了
包粽子大军。

在外企工作的刘媛刚结婚不到一年，丈
夫特别喜欢吃肉粽。她很早就计划着今年端
午节要让丈夫吃到她亲手包的粽子。“自己
包粽子比外面买的个大料足，干净卫生，味
道还可以凭个人口味调节，肯定更好吃。”想

到这些，刘媛从端午前两周，就开始转发、学
习包粽子的图片和视频教学帖；准备好了一
切需要的材料，还找来了要好的姐妹，准备
大干一场。

没想到包粽子看似容易，实则非常考验
功夫。刘媛照着视频步骤试了很多次都露了
馅，最后还是咨询了妈妈制作“秘技”才终于
找出了问题所在。才包完一个粽子，她就兴
奋地拍了照，传上了新浪微博。和刘媛一样，
在微博上“晒”自己劳动成果的年轻人还有
不少。网友“妙霞”秀出了她包的第一个粽

子，一边感叹“好漂亮，好温馨，好感动”，一
边还邀请朋友们一起来吃。网友“彭彭”也把
自己和粽子的合影传上了微博：“今天经历
了包粽子的全程，我真的成功了耶！手艺还
行吧？”

参与包粽子的年轻人有的通过看图片、
视频自己琢磨；有的在社区或者学校、单位组
织的活动中大展身手；有的跟着家人做学徒、
打下手。刘媛说，自己包粽子，既有节日气氛，
又能满足个人口味，还是一个增进亲情、友谊
的好机会。

DIY香包成时尚
!

年轻人也爱上包粽子
"

端午乐见“新玩法”
#

! 为了传承传统文化!闸北区民宗办#彭浦新村街道在共康中学成立中华民族文化传承基地"昨天在共康中学校

园!彭浦新村社区居民教藏族学生们包粽子" 本报记者 楼文彪 摄影报道

在老西门，
在大团老街，在
华亭湖畔，包粽
子、制香袋、赛龙
舟的传统习俗原
汁原味呈现。而
不少年轻人也日
益重视这个传统
节日，学包粽子，
自己做香袋。很
多人选择在网上
商店买材料，自
己动手做，方便
又实惠，但节日
的气氛未有稍减。
赛诗、玩飞镖，这
些创新的“节俗”，
让这个端午节过
得更加欢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