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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

内容概要

端午，中国人最有代表性的节日。它历史悠久，节俗丰富。
端午的起源，众说纷纭。比如吴越民族祭祀龙图腾说、古代越人新年说等。而端午节真正的起源，最
早应当是夏至节。古人认识到夏至这一自然现象，并围绕它形成了一系列具有文化意义的活动。到春
秋战国时代，阴阳五行思想流行。“五”被神圣化，“午”也和火相联起来，五月五日和午月午日分
别和夏至的阴阳变化观念结合，形成了端午节的基础，并不断生长出丰富的节俗，进而形成一系列相
关的传说，如屈原传说、伍子胥传说、曹娥传说等。其中屈原传说后来居上，流传最广、影响最大。
围绕夏至的阴阳变化，许多地方不断创造出各种节俗，最终演进形成今天以龙舟竞渡、铸器与采药、
辟毒与禳辟、阴阳斗争之模拟等为特征的端午节体系。
潜含于端午节俗的对夏至阴阳转换的认识，是中国文化调和精神的体现：它调和自然，顺应自然，强
调中和与中庸，强调与自然共生。这种观念作为东亚岁时文化的核心，直到今天仍旧是有价值的。本
书的透视，将使读者获得一把打开端午节俗迷宫的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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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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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峰，1962年生于吉林省吉林市，1983年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1991年赴日留学。日本京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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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

编辑推荐

　　端午，中国人最有代表性的节日。它历史悠久，节俗丰富。　　端午的起源，众说纷纭。比如吴
越民族祭祀龙图腾说、古代越人新年说等。而端午节真正的起源，最早应当是夏至节。古人认识到夏
至这一自然现象，并围绕它形成了一系列具有文化意义的活动。到春秋战国时代、阴阳五行思想流行
。“五”被神圣化，“午”也和火相联起来，五月五日和午月午日分别和夏至的阴阳变化观念结合，
形成了端午节的基础，并不断生长出丰富的节俗，进而形成一系列相关的传说，如屈原传说、伍子胥
传说、曹娥传说等。其中，屈原传说后来居上，流传最广、影响最大。围绕夏至的阴阳变化，许多地
方不断创造出各种节俗，最终演进形成今天以龙舟竞渡、铸器与采药、避毒与禳辟、阴阳斗争之模拟
等为特征的端午节体系。　　潜含于端午节俗中的对夏至阴阳转换的认识，是中国文化调和精神的体
现：它调和自然，顺应自然，强调中和与中庸，强调与自然共生。这种观念作为东亚岁时文化的核心
，直到今天仍旧是有价值的。《端午》的透视，将使读者获得一把打开端午节俗迷宫的钥匙。

Page 5



《端午》

精彩短评

1、前后内容有重复。但读罢总算是有新知新识。
2、如题，在我们的周遭越来越浮躁喧嚣的时候，当那麽多曾经延续了数千年的美好传统离我们渐行
渐远的今天，我们太需要一套这样的书籍来唤醒或是说哪怕无力的挽留我们这个民族曾经的美
3、超赞，物美价廉
4、比较靠谱儿的一本儿书。
5、写得一般，其实还是没说出“端午”的道道来，其实“端午”就是某个百越语词汇的记音，根本
不用望文生义。还有作者把陈久金的名字错写成“久今”，害我半天都没找到对应文献。待我写一篇
“端午.龙舟.猎头”的文章。
6、诗意厚实。
7、简单、全面地介绍了端午节的相关环节，是比较好的了解端午节日文化的入门书。行文重复太多
，部分内容偏于简单。
8、三联的书，超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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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

精彩书评

1、由粽子想到的黄苗子每到端午，最先见到的是粽子，过了端午，依然粽香飘荡。　　　　　　  现
在吃粽子不必非到端午，一年四季都能买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不到端午节看不到粽子，北京也很
难买到肉粽子，因为，北方人大都不爱吃咸粽子。要吃肉粽子只能在位于华侨大厦的大同酒家（这是
当时在北京很有名气的广东馆子）或米市大街的上海小吃店买到。那时有个广东人，好像是姓顾，专
做粽子，上门送货。与现在的打电话订餐服务不同，他只是为固定的顾客服务，一般是经老顾客介绍
，来扩大顾客范围的。他做的粽子味道特别地道，隔一段时间就带上几种粽子到你家，顾客的口味是
他早已摸透了的，这与旧时书店给顾客送书上门的情况差不多。到了三年困难时期（三年自然灾害时
期），大约1962年以后，就吃不到他的粽子了，一切粮食、副食配给，巧妇难为无米炊。记得“文革
”过后他还到家里来过，只是作为多年不见的老朋友来拜访，还带来几只粽子，当然，是不收钱的。
彼此见面自然都有一番回忆和感慨。　　小的时候听老辈人讲粽子的来历，是为了屈原。楚国被灭，
屈原悲愤投汨罗江。人们为了祭奠他，就把饭团投入江中给他。一日，他托梦给乡亲，说：所投饭团
尽被恶龙所夺。于是当地人就用粽叶包裹饭团，捆成带尖角的粽子，恶龙就吃不到了。记得《世说新
语》里也有关于来历粽子的说法。　　最近读《端午》一书（刘晓峰著 三联书店出版），始得知端午
节起源的传说除了与屈原有关以外，还与伍子胥、马援、陈临等有关，皆因各地风俗而异。据《曹娥
碑》所载：“孝女曹娥者，上虞曹盱之女也⋯⋯盱能抚节按歌，婆娑乐神。以汉安二年五月时迎五（
伍）君（宋章樵注云：伍子胥位涛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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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旬有七日，遂自投江死，经五日抱父尸出。”而江浙一带一直有伍子胥于五月五日被夫
差赐死并投于江中的传说，并尊伍子胥为涛神。　　今天，人们纪念伍子胥以及马援、陈临的习俗似
乎已无存，唯纪念屈原成为端午的主题。据该书作者介绍，端午作为节日出现，应早于屈原、伍子胥
时代。对此，闻一多先生专有考证。　　为什么纪念其他人的习俗不存而独存屈原？我想应该是与屈
原所代表的爱国情结和刚直不阿有关。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固然是爱国，其实，对“水中倒
映着美丽的白塔，四周环绕着绿树红墙”的眷恋，对故乡村前的小河、村后的树林的记忆，对胡同里
青砖灰墙和如意门的如数家珍⋯⋯还有包粽子的各种讲究、吃粽子的种种故事，都是饱含着对祖国历
史的深情。　　一个在海外的故人之女问过我，当年没留在香港而到北京，经过这么多磨难，你后悔
不后悔？我说：“敢情不！”　　作为一个耄耋老人，回想走过来的路，饱经风霜的不是我一个人，
其实我们的祖国也是饱经风霜。十几岁时，双十节，一个外国兵逼迫我擦去他鞋上不知什么时候粘上
的痰迹，洋人对我的这次“优惠”我至今不忘；二十几岁，抗战前，上海街头，因为有个日本人丢了
东西，日本军人强行搜查过往行人，作为上海市政府的职员，我却不能公开身份，以免闹出更大的麻
烦；开国大典，我看到的是人们对未来的无限期望；抗美援朝，今天见仁见智，但当时我感到的是：
中国人再也不用对外国人卑躬屈膝了！　　故人之女问我，你感觉最好的时期在什么时候？我说，上
世纪五十年代初，就是送货上门卖粽子的那个时期，那时是我感觉最好的时期。后来，到二十多年前
，一连串运动⋯⋯老百姓都跟着受罪。　　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有人形容是“物美价廉，经久耐用
”，因为，这些人毕生的伤痛就是祖国备受凌辱，最大的企望就是看到一个繁荣、强大、老百姓安居
乐业的中国，也希望中国的文化精华能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发展。　　细想想我们这一辈子，
能看到今天正在强大的中国，个人荣辱又有什么相干呢？　　（端午，九七老人于病榻侧
）--------------------------------------------------------------------------------本文共 1 页    1   转到第  页   相
关文章 
2、新加坡《联合早报》日前发表文章，题为《端午是谁的？》，作者为新加坡国立大学日本研究系
副教授汤玲玲，文章摘编如下：　　文章说，最近在北京一个关于再省思东亚历史与文化的学会上，
感谢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刘晓峰教授一份题为“端午节的文化边界”的精彩论文发表，令我对端午节有
了另一番的认识与体会。　　虽然端午节起源于楚国爱国诗人屈原投汩罗江殉国的传说，在民间已根
深蒂固，刘教授却从各种有关端午节的起源论中提出学术上的质疑。他认同端午节可能源自夏至这个
说法，古文中早有记载夏至的祭祀活动，而与夏至有关的节俗，如吃粽子、赠扇子等后来都传承为端
午节习俗的一部分。　　文章说，中国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在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
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申报端午节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时，介绍中却准确地把端午节
的起源定位于2500年前，其特殊意义在于，和在2005年成功被列入联合国“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
表作”、据知有2000多年历史的韩国江陵端午祭比较，在年数上至少领先。　　刘教授也从韩国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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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

江陵端午祭时引发的“中韩端午申遗之争”，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权划分的问题展开讨论，提出仅
靠现代民族国家的主权概念来思考这个问题的局限与困境。　　文章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2001年
开始，每两年一次对各国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申报做出评选。拥有丰厚民族传统文化的中
国自然次次上榜，如今入选项目已达世界之冠。2009年更破天荒在76项入选项目中占有了22项，被列
入的项目包括我们较熟悉的端午节、书法、篆刻、剪纸、妈祖信俗、福建南音和广东粵剧。　　文章
说，刘教授把端午节形容为“申请序列不自然”的入选项目，因为若以中国传统节日的地位来排列，
春节理应首先被纳入申请序列，但倒序让端午节先登场，自然与韩国率先申请端午节为其文化遗产所
激起的冲击有关。　　然而，这个“刺激”也带来了果效，它不只激发需要传承古老端午习俗的积极
反应，也催促政府与百姓进一步去重视和保护自身的传统文化遗产。在商讨该如何为文化遗产注入生
命力时，以传统为根基，不时融入了新元素，注重年轻人的参与与继承的韩国江陵端午祭，实不失为
可借鉴的榜样。　　文章指出，端午节原属哪国之争，让我们意识到文化的共享性以及硬把现代民族
国家的主权概念套入历史文化遗产这种狭义思维的不妥。因为上千年前，东亚地域的认知已开始广受
以中国为中心的文明圈所影响，所以当时从中国起源的种种“自身文化”，成为今日，包括韩国、日
本和越南等地同个文明圈内的文化共享是历史发展的自然过程。与其用民族国家意识来强制划分同质
文明影响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倒不如利用文化共享的实质去促进东亚区域的认同、合作与文化发展
。www.stnn.cc 
3、微博上，有人推荐刘晓峰的《端午》，我转发并附言“想念儿时的端午”。没想到，这句话引起
很多围脖的共鸣，他们也表达了自己对儿时端午的怀念。儿时生活在农村是幸福的，尤其是碰到传统
节日时，农村里保留下来的习俗是最让孩子们高兴的。端午临近，除了挨家挨户弥漫着的粽子香，我
们小孩更喜欢的是赛龙舟。每个村子都组织自己最精干的小伙子，早早就在村里擂鼓布阵，训练自己
的龙舟。虽然我们小孩没机会充当桨手，但在龙舟靠岸的时候，我们就蜂拥而上，在龙舟上来回穿梭
，像是在龙身上驾驭的感觉。训练龙舟期间，骄傲的小伙子们会划着龙舟到邻村叫板，在显示自己实
力的同时，也和邻村的龙舟先进行一些热身赛，以备端午当天的龙舟大战。那几日，我们小孩几乎是
龙舟到哪儿，人就到哪儿，龙舟再快也紧紧跟上，小孩们越聚越多，比“六一”儿童节还要热闹。端
午当天，周围几十个村的龙舟都汇聚到一条湖面很宽的河流上，进行终极ＰＫ，获胜村除了有丰厚的
奖品，还为村里争回一面冠军旗。这面旗挂在村里，全村人都会为之骄傲。关于端午和龙舟的记忆，
实在太浓烈太深刻了，暂且打住。再说这本《端午》，是一本关于端午的文化读本，梳理了关于端午
的各种文化、习俗、传说和历史，从古到今，甚至讲到日本、韩国、越南等国的端午风俗，可谓是一
本端午小百科。对于生活在城市里的现代人，没能感受到端午的节日气氛，阅读这本书，通过文字感
受这个传统节日的魅力，也是很享受的事情。撰文 绿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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