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漫话端午文化的多姿风采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作为中华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民俗

文化，特别是端午文化，更是光耀夺目绽放出多姿的风采。它含蓋端午节的形式、发展、

传承、创新，及其活动的全过程的行为现象，深层文化底蕴种种论说等等。其“多姿”

特征，可概括为“五多”，分述如后：

一是节日名称多。 端午

节，正日为农历五月初五日。一个月之中，有初五、十五、二十五的三个“五”日，初

五则为第一个“五”日 ，“第一”为首，寓“开始”的意思称“端”，亦称“端五”。而“五”

字与“午”字音相通，按地支顺序推祘，五月就是“午月”，于是有“端五节”与“端午

节”，以及“五月节”、“五日节”、“午月节”、“午日节”之称。其间有两个“五”与“午

字的重复，又有“重五节”、“重午节”之称。同时古人常将“午时”当作“阳辰”，故“端

午节”、又称“端阳节”。由于唐代避讳玄宗皇帝生辰八月初五日，此起则改“端五节”

统称“端午节”。有的地方还叫“鬼船节”。

另据清代徐卓撰《节序日考》记述，有端阳节、天中节（旋刻菖蒲要辟邪）、忠孝节（屈

原曹娥投江俗以）、解粽节、浴兰节（临水观拯救屈原情境谓竞渡之戏）、蒲黍节、泛蒲节 、

龙歌节（侍宴诗宛）、艾节、地腊节、追节（父母以巾扇等物馈女家）。当代则俗称端午节 ，

五月节、天中节、蒲节、沐兰节、粽包节、龙船节、天医节、诗人节等等。 综上其节

名竟达二十余种之多。

二是节日起源说法

多。 端午节除流行祭祀图腾

和纪念屈原的起源说法外，还有以下的说法： 1111、“古代越人新年说”，指古越人

的后裔或深受古越文化影响的瑶族、布依族和毛南族，他们的新年都在夏至前后，而夏至

正是“端阳”，即他们的新年。另《诗经·小雅·正月》云：“正月繁霜，我心忧份。”此

“正月”指夏历五月，据说西周时，有以夏正五月为新年的习俗。对此有的学者持不同的

看法，认为这些少数民族新年和周历正月当为六月。

2222、“避邪说”，是端午节起源诸说中最先提出的，古文献《玉烛宝典·五月仲夏第五》

引《风俗通》曰：“夏至，五月五日，著五采避兵。题曰‘野鬼游光。’俗说五采以厌五兵 。

游光，厉鬼也，知其名令人不病疫。”后来，一些地方志也有记载端午节除了祭屈原外，

还祭瘟神去邪防疫。因而有悬艾草、菖蒲，服雄黄酒等习俗。有的还认为远古以来民俗观

念总将五月五日视为不祥不吉的日子，称为“恶月”。因此想方设法避忌，遂形成端午节。

3333、“效仿勾践操演水师说“，此说乃依杜瞻注引《越地传》云：“（竞渡）起于越王勾

践 。”惟并未指明端午节源于勾践，况且早期的端午节并没有竞渡活动，只是由于后世将

竞渡演变为端午节中最热闹的又具代表性的民俗活动，遂被误为端午节源自竞渡。4444、“夏

至说”，乃就岁时节气而言，端午节称其“端阳节”，“端阳“指阳气端点极盛、阴气即将

回升之义，就是”夏至“之日。而这一天的午时（中午 12 点），太阳正处于一年当中，在

天上最当中之时，故端午节又称“天中节”。
据《天戴礼记》载，早在夏、商、周三代，人们就在夏季到来的那天沭浴防疫，被视

为端午节日，故称端午节起源于夏至。

三是节日习俗（活动形式）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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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节活动项目较为流行的有吃粽子、赛龙舟、迎鬼船、悬艾草、挂菖蒲、佩香包、悬

钟馗图、饮雄黄酒、斗百草、演戏、诗会、馈赠等等。据史料记载却多达四十多种，可见

（清）秦嘉谟撰《月令粹编》一书，其中不少尚可择用，如“射柳”、“射粉团”、“驰马走

解”等。2008 年厦门思明区在观音山举行的活动曾有“射礼”项目；其“驰马走解”犹如

当今马术赛事。当代传承还创新举办端午文化论坛、文化节（含饮食文化、礼品文化、消

费文化等）、美食节等。

在端午节传统习俗中，互赠扇子的习俗多为人们所忽略，实际上具避邪作用，也是一

种高雅礼仪之举。不少地方志均有记载，如《郏县志》（清同治四年刻本）：“端午，亲党

馈角黍送扇。”、《孝感县志》（清光绪八年刻本）：“以香囊、艾虎、角黍、砂雄囊、扇遗亲

友 。”、《崇阳县志》 (同治五年活字本）：“亲故相馈角黍、馒头、腌卵、香、扇等物。”，以

及《来凤县志》、《雅州府志》等等。送扇习俗据称源自唐太宗，宋曾慥《类说》巻六引唐

李淖《秦中岁时记》：“端午前两日，东市谓之扇市，车马特盛。”宋赵朴在《成都古今记》

中也曾述：“正月灯市，二月花市，三月蚕市，四月锦市，五月扇市。”表明当时扇子在端

午节的流行程度。

四是赛龙舟形式多。

赛龙舟一般都在五月初五日白天举行，但也有地方五月初一就开始延续多天。且有的

大端午（十五日）更盛。地点有的在海上，但也有在江河湖塘，乃至当今专用池。厦门最

早地方志（清）薛起凤主纂的《鹭江志》中“岁时”一节记述：“是日，海上斗龙舟，观

者如蚁，共有三四日。”观众人山人海，可见当年厦门赛龙舟的热烈场面。临海的福州琅

歧岛早年端午节赛龙舟也曾在海上举行，后由于发生海难事故则改在陆地，即把龙舟抬到

岸上巡游，因而有句福州话民谚称“没水扒龙船干兴”，意即虽然不在水里划龙船，却很

过瘾，可以引之为乐。而江西一些地方，由于当地水浅，不能进行龙舟竞赛，就制作旱龙

舟，用来登高、游街市，俗称“迎鬼船”。

再之，赛龙舟不仅白天举行，而且夜间也举行。曾出现于湘西、黔东、鄂西南一些少

数民族地区；清代苏州一带也有这种习俗，（清）顾禄《清嘉录》卷五载：“ ······入夜，

燃灯万盏，独星吐丹、波月摇白，尤为奇观，俗称‘灯划龙船’。”

此外，古时赛龙舟多在本地举行，后扩大跨地区、跨省乃至跨国界。如 2008 年在福

建泉州举行的全国农运会将其列为竞赛项目，表明乃全国性。近年举办的海峡两岸龙舟赛

和国际邀请赛规模很大。既有派队出国参赛，也有邀请国外代表队前来参加，如福州倉山

区代表队曾去过日本，去年荷兰派“荷兰龙”代表队前来厦门集美参赛等等。

五是节日功能

作用多

1111、历史纪念作用。

用于纪念有意义的历史人物或事件，通过节日活动表达对历史人物的怀念，崇敬、景仰、

效法之意，或对历史事件进行追忆和纪念。如表示对屈原、伍子胥、曹娥、勾践等历史人

物纪念。湘西南巫水河边一带苗胞纪念带领部族迁徙的头领苏文佐五月十五日牺牲，则于

每逢这一天包棕子、划龙舟、杀猪宰牛奠祭。厦门集美学村为弘扬校主陈嘉庚精神，继承

其优良传统，也在端午节举办龙舟赛事等等。 2222、社会教育作用。

利用节日纪念有意义的历史

人物与事件的活动教育民众，宣扬爱国主义思想，激发民族自信心，与民族文化认同，培

育尊师敬老、奮发拼搏、团结和谐的传统美德，与讲究卫生、保健防疫的社会风尚，不断



提高民众人文素质和道德水平等等。 3333、协调生活、消费、生产作用。

五月是传统农忙季节之一，而把握生活张弛有节奏

至关重要，亟需劳逸结合加以协调。节日正是提供了消费闲适休息的时间，可以改善饮食

与参加体育娱乐活动，以利恢复体能 ，增强体质，提高劳动能力。同时节日也是消费的

旺日，可以扩大商品市场流通，推动社会再生产。

4444、文化升华交流作用。

端午节不仅是一个喜庆日子，同时是各种文化现象的综合反映。它既是中华传统文化传承

与创新的平台，而又是文化交流和情感联谊的纽带。通过节日活动，可以增强软文化力与

人际关系，社会和谐。其配套赛龙舟、文化论坛、文化节、美食节等活动，均充分发挥这

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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