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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满升

竖鲤鱼旗! 在端午节当天" 要祝
愿男孩子健壮成长" 人们高高兴兴地
装饰武士偶像" 为了驱邪" 要在房檐
上插菖蒲" 竖起鲤鱼旗# 吃柏饼$

挂钟馗像! 在陕西南部与四川交
界的一些地方" 端午这天" 流传挂钟
馗像的习俗$

赐香扇 ! 长江中下游一些地方 "

流传着端午节赐扇习俗$ 未婚青年男
女" 在送端午礼的同时" 要送最珍贵
的扇子给女朋友 " 过去是送羽毛扇 "

现在花样较多 " 有绸扇 % 羽绒叠扇 %

檀香扇等$

挂蒜头! 石榴花! 在端午节期间"

挂菖蒲% 艾蒿$ 这已是南北城乡的习
俗" 但在江西% 安徽相邻的部分地方"

端午这天" 家家户户门前悬蒜头" 有
的门前挂石榴花" 以期 &赶鬼祛邪'$

蒜 的 气 味 辛 烈 #

石榴花五月盛开"

是 &天 中 五 端 '

之一$

迎鬼船 ! 江
西南边部分地区"

流传着迎鬼船的
习俗 $ 因为这一

带水浅" 不能进行龙舟赛" 故在五月
初五这天 " 用纸扎成旱船带着登高 "

游街" 谓之迎鬼船$

滚鸡蛋! 东北端午节清晨" 长者
要把煮熟的鸡蛋" 在小孩的肚皮上来
回滚动$ 尔后去壳让小孩吃" 据说这
样可以免除肚子痛$

破火眼! 南京城乡都有 &端午破
火眼' 的习俗$ 这天早上" 家家户户
在一碗清水里放少量雄黄丢进

!

枚铜
钱" 全家用此水来洗眼" 据说此举可
防眼病$

剪彩葫芦! 福建部分地方" 端午
有剪彩葫芦习俗$ 各家用彩纸剪成葫
芦状" 倒贴于门" 寓将 &毒气倒出之
意'" 午后取而弃之$

佩香囊 ! 也称香包 $ 俗语说 !

&香包襟上带" 娃娃逗人爱'" 带香包
缚五花绳子也是端午节普遍流行的习
俗$ 姑娘们用彩色丝绒线或多色花布
缠制五彩缤纷% 小巧玲珑的香包" 犹
如各种瓜果% 花卉% 五谷% 鸟兽% 虫
鱼% 器皿和人物" 艳丽多姿% 栩栩如
生$ 香包里装有用雄黄% 苞木% 细辛%

白芷% 甘松和香草配成的香粉" 带在
身上能除昆虫% 散浊气% 驱毒保洁$

活人买墓
有活人为自己买墓地的吗(

有"黄安就是一个$

黄安回家来的第一件事"就是买
墓地$跟爹商量"爹说"怎么活人办死
人的事呢( 跟娘商量"娘说"娘还没
死"娘还没有找墓地"你却为自己找
墓地"叫娘心里怎么好受呀(

黄安说"人总是要老的#老了后"

葬在哪还不都一样( 我要买墓地"只
是为我老了安葬吗( 不是$

他娘就问"你买墓地"不为自己"

那是为谁(

黄安说"爹%娘"你们记得吗( 我
已是死过一回的人了$ 十几年前"要
是被枪毙了"还有我吗( 说得二老都
没有话说$

这是咋回事呢(

黄安的妻子" 这位叶紫女士"现
在是黄安公司的总经理" 她也不知
道$ 进城"住在宾馆里"洗过澡"叶紫
愣愣地盯着黄安$ 黄安问"你怎么这
样盯着我呢(

叶紫说"你这次回来"也没说办
啥事"可回家来以后"却说要买什么
墓地"买给谁的(

黄安说" 当然是
买给自己的$

叶紫走到黄安面
前" 把手摸了摸黄安
的额头"也不发烧呀$

看着黄安" 眼睛充满
迷惑$

叶紫心里难过 "

就对黄安说"在苏杭"

我们的生意正旺 "孩
子有了" 咋就想到死
了呢(

黄安推开叶紫的
手" 淡淡地对叶紫说"

噢"也怪我没有跟你细说"有些事情"

我跟你一说"你就懂了$

死里重生

黄安十八岁那年" 只差半小时"

就被枪毙了$

黄安十八岁那年"政府整顿社会
秩序"对打%砸%抢%杀进行严打$

一天夜里"他正睡在床上"被村
干部喊开了门"公安干警"带着枪%手
铐"把他带走了$

问材料"与他玩好的几位小兄弟"

在一次盗劫中"把一夫妇打成重伤$黄
安说"都是自己干的"当时只是讲哥们
义气$ 如此严重违法"又值严打"地区
法院的判决通知书判的是死刑$

宣判后的第二天中午"城边有块
地叫&四方洼'"准备在此执行枪决$

四方洼是一块荒坡地" 三面环
山"一面临路"呈梯形"枪决人犯"选
这地方比较安全$

黄安等六人被五花大绑拉到四
方洼"验明正身"宣布执行枪决$ 此
时"来一辆警车"走下两个人"跟检察

官商量了一下儿"说"先带回去吧"听
候重新宣判$

黄安被带到四方洼时"腿都走不
动了"脑子里一片空白$

行刑的前夜"黄安没睡$ 最想见
的人是谁(就是老娘$娘老了"做不动
活了"该怎么办(再个就是明凤$这鬼
丫头"再也见不到了$ 还有那一帮弟
兄"不觉哭了起来$

过后才知道"案件复审"这六人
没有杀人"不可判死刑$

死刑执行通知停止执行"关了半
年"改三年有期徒刑"后又改判两年
零四个月$

梦幻仙境

两年多时间一晃就过去了$

黄安从劳改农场放了出来$

黄安返回时"经过四方洼"他的
心就嘭嘭乱跳$黄安心想"四方洼"莫
不是福地(要不"拉到四方洼"咋就改
判了呢(

在月明星稀的夜晚"黄安买了鞭
炮"带着纸"到了四方洼"坐在那里"

祈祷$

太困了"他慢慢地睡着了$ 他见
到一个白须老头 "全
身穿白" 那胡须足有
丈许$

白须老者微笑着
说"人间忙忙碌碌"争
名夺权"看这四方洼"

外方内圆 "说明 &生 '

之道理#又见四方洼"

人葬于此"棺木为方"

坟墓实圆"外圆内方"

说明&死'之去向))

黄安 从 梦 中 醒
来"露水打湿了衣衫"

爬起来往家赶$ 推开
门"已是下半夜了$把
灯点着" 看见自己的

左手拎着一件东西$ 这是什么( 足有
一斤重"自己咋就没有感觉到呢( 想
起来了"自己到四方洼"跪下后"就觉
得垫着一块石头"随手一摸"是空心
的石头"也就用手抠起来$

黄安把这个东西拿到灯下看"确
实是一块石头$ 四方的石头"长约三
寸"宽约两寸"高约半尺"中间有一圆
孔#再往外看"光洁透明"外圈还有一
道血红色的花纹$ 花纹是天然的"又
像是用刀刻上去的"如一道彩霞$ 花
纹旁边"有文字"像甲骨文$

黄安想"这东西"看来年代久远"

像是个文物$此时"黄安的哥儿们"曾
二虎叩门了$

二虎说"大哥"你到四方洼去了(

怎么这长时间才回来呀( 你不怕吗(

黄安说"那有什么怕的(那地方"

让我活了下来" 说明那地方是生门"

去祭奠一下$ 二虎贤弟"你
看" 无意中还捡到了块石
头"说不定是件宝物$

李春天窝在这个巴掌大的编辑
部里想选题"改稿子"成天盼着社会
名流互相死掐% 文人们没事码架"至
于基地领导又发表了什么讲话"飞机
场又发现了液体炸弹这些她却不甚
关心"她负责报纸的副刊"只管发些
鸡毛蒜皮哼哼唧唧的文章$

下午三点多"李春天急匆匆地从
会议室出来"打开手机一看"不得了"

张一男一口气打来了二十多个电话"

一个没接着$

屁股刚挨着椅子坐下" 正琢磨着
是先回电话还是先喝口水的时候"张
一男已经怒气冲冲地推开了办公室的
门" 不等李春天开口便叫喊起来!&这
日子没法过了"我要跟刘青青离婚* '

李春天愣住" 咽了口唾沫!&离
婚( 你说))你要离婚( '

她这么一问"张一男立刻变得含
糊了"撇了撇嘴"态度还是很强硬地
说!&没错"我就是要跟她离婚* 谁也
甭劝我"你们劝了也没有用* '说着
话"张一男从口袋里掏出两张打印纸
扔到李春天眼前!&这是我刚打好的
离婚协议书" 你帮我
看看还有什么需要改
动的地方" 待会我就
去找她* '

李春天接过来 "

扫了一眼" 又看看张
一男"没作声$

张一男双眼通
红 !&你什么意思啊 (

看啊* '

李春天为难地皱
了皱眉头"&你跟刘青
青根本就没结婚 "怎
么离( '

&没结婚(我们没
结婚( 不能够啊))

我记着"领证儿了呀))'张一男愣
了好一会儿"才喃喃自语似的嘟囔出
来这两句"&戒指我都给她买过好几
个了))民政局我们好几年以前就
去了))哦" 那次我没带户口本"没
领成))'说到这"张一男像突然被
谁踩到了尾巴似的跳起来往外走"一
边走一边嚷嚷!&对呀* 没结婚"我们
根本没结婚* 你等着"我这就回去跟
丫分手* 叫她跟我拔份儿* 兔子急了
还蹬鹰呢))'

张一男前脚离开"编辑部里的同
事们&呼啦'一下就涌到了李春天的
办公桌前"一双一双的眼睛里全都闪
烁着贼光$ 李春天愣了片刻"连忙向
同事们解释!&这事儿跟我没关系"那
是我哥))们儿))'

同事们的脸上都挂着某种猜测
得到证实了的满足"李春天的解释让
他们更加确信刚才跑出去的那个男
的跟她有着非一般的男女关系$这也
没有办法"女人如果年纪大了还没结
婚都是这种下场"李春天只得叹了口

气自言自语了一句 ! &这是什么世
道* '

是啊"这是什么世道$ 张一男跟
刘青青同居了八年"八年啊"我们的
民族已经打赢了世界上最伟大的一
场卫国战争"这两个却连那点男欢女
爱还没掰扯清楚"这让李春天怎么也
想不明白"难道这二人之间的恩怨比
民族仇恨还要复杂(

张一男走了还不到五分钟"刘青
青也踢开了编辑部的大门"拿起李春
天的水杯子一通狂饮" 抹了抹嘴"打
了个水嗝" 气呼呼地说!&不过了"没
法过了"我跟他一天也待不到一块了
))我待会就回去收拾东西* '

李春天瞪大了眼睛"说!&你要跟
他离婚( '

&呸* 离婚( 美死他* 谁跟他结过
婚啊( 我就算瞎了眼也不会跟他结
婚* '

李春天忍不住笑了出来!&哎呀"

看来在男女关系方面还是女的强"永
远不糊涂"理智并且富有战略眼光$ '

刘青青没听明白她的话"站在桌
子跟前琢磨" 不像要
坐一会儿" 也看不出
来马上要走的意思 "

于是李春天站起来又
去给她倒了一杯水 "

&再喝点儿水"消消气
儿" 待会儿回去了不
管文斗也好" 武斗也
罢" 都能充分地保证
体力$ '

刘青青一听 "急
了" 翻着白眼大叫 !

&李春天*你到底安的
什么心( 臭不要脸的
你盼着我跟张一男散
伙* '

她这么一叫"编辑部的同事&哗
啦啦'又一次围了过来$

&激动"她有点激动))她跟刚
才那男的是一家))'李春天向同事
们解释到$

同事们悻悻地离开之后"李春天
压低了声音问刘青青!&那你的和好
条件是什么"你跟我说"下了班我去
找张一男传达))'

&没这个必要* '刘青青一口回
绝$

李春天有点恼火" 心里暗想"那
你还不快滚" 在这儿给老娘丢人现
眼*

一眨眼的工夫再看刘青青"她的
脸上分明流露出一副 &万事好商量'

的表情$ 她看了李春天一眼" 又说!

&除非))除非))'

&除非什么( 痛快点儿说* '

&除非他跟我结婚$ '刘青青说这
话一点都不脸红"仿佛她之
前说的&就算瞎了眼也不会
跟他结婚'的话是在放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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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 峰

随笔单位举办过大型活动后" 布置主
席台的花花草草也该退场了$

等我赶到的时候 " 一些好看的
有名有姓的花 " 早被同事们 &抢 '

走了 " 只剩下一盆盆叫不上名字的
草 $ 没有花的映衬 " 这些草更显得
寻常" 甚至卑微$ 我随便端了两盆 "

回去$

办公室的窗台被整理出来" 清掉
了原来堆积在上面的材料和文件" 两
盆草放上去" 室内顿时充满了生气和
温暖的颜色" 我的心情也随之清爽亮
堂了许多$

见我室内摆放着两盆草" 一位同
事笑着揄揶道! &呵呵" 你养它们干
什么" 无香无色的" 干脆扔掉算了$'

我赶紧说! &不" 不" 草也有它的生
命呢$'

每天" 我都会在闲下来的时候 "

用饮料瓶自制的喷水壶给我的 &花 '

洒洒水" 再拿剪刀剪去一片片变黄变
枯的叶子$ 一簇簇尖尖的嫩绿的叶片
正从那些暗绿的叶子中间萌发出来 "

看着它们" 我的心中总不免涌起一股
暖意" 一种希望$

冬天里 " 它们默默地低垂着叶
子" 许多到我办公室的人" 或许意识
不到它们的存在# 春天到了" 一些叶
子逐渐枯黄" 更多的叶子努力生出 #

如今" 夏天来了" 正是它们茂盛的时
刻" 一片片叶子交叉着" 葳蕤着" 彼
此依扶着$

那些有名有姓的花呢( 在芬芳过

热闹过之后" 有的" 没过多久" 便花
干叶焉" 被主人丢到垃圾桶里" 化为
尘泥# 有的即使幸存下来" 也只剩下
稀落的几片覆满污垢的叶子 $ 一天 "

又一盆枝叶见绿的花" 被同事拎了出
来" 我上前问道! &好好的" 干吗要
扔掉呢(' 同事却无奈地说! &如今"

花没了" 和普通的草有什么区别('

&精心养养" 说不定来年还会开
花$'

&这是花工的事" 我需要的只是
花$'

&))'

&再说了" 这些娇贵的花" 很多
时候" 费心巴力的" 也不一定能再像
过去一样美丽了" 或者就根本开不了
花了$'

花草人生$ 花" 人们看重的只是
花+++只是花的芬芳" 花的妩媚" 一
旦失去了花 " 就丧失了全部价值 $

草" 也许一开始" 人们就对它没有那
么多期望 " 有时连心态都是平静
的+++草" 温暖人心的" 唯有绿色$

很多情况下 " 草要比花幸运得
多" 草" 才得以顽强地生存下来$

人生花草$ 人的一生" 如花的妙
龄毕竟短暂" 更长的是平凡如草的岁
月$

人如花草$ 如果你是一株花" 你
大可不必悲伤" 因为你曾经芬芳过 #

如果你是一棵草" 你更要庆幸" 因为
完整的一生 " 才是人最高的生存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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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永坤

端阳佳节" 我国各地
都有吃粽子的风俗 # 而且
都和纪念屈原联系在一
起 $ 这说明我国人民有一
个共同的爱国主义的民族
精神 $ 不过粽子的起源却
是很早的 " 在屈原之前就
有了$

古书上的粽子 " 叫做
&角黍'$ 角" 是牛角的意
思$黍"是我国北方主要的
粮食 "亦称 &黄米 '$ 在商
周时期的农业社会"牛 "是
主要的生产 &工具 '"是很
受劳动人民爱护的 $ 当夏
天粮食丰收的季节 " 农民
就要用主要的粮食 &黍 '"

制成像&牛角'一样的尖形
食品" 作为一种奉献祭祖
的供品 $ 这也表示农民在
丰收时也不会忘记&牛 '的
功劳$ 在,吕氏春秋-一书
中 "记述西周时代 "每年

"

月黍米收割时 " &天子 '也
要参加尝黍祭祖的仪式 $

这就是粽子的起源 $ 当

时吃粽子 " 时间也不是
在端阳节 " 而是在夏至
的节令 $ 南朝人梁懔的
,荆楚岁时记 - 中 " 即有
&夏至节日食粽 ' 的明确
记载 $ 在司马彪的 ,后汉
书.礼仪志 - 中 " 则进一
步说 " 汉代五月初五的习
俗" 来自夏商周时期的夏
至节 $ 只因后来爱国诗
人 屈 原 " 在 五 月 五 日
/农历 0 投江而死 " 人民
为了纪念屈原 " 才把吃
粽 子 的 时 间 " 推 移 到
&端阳节 ' 这一天来了 $

这个风俗是从南北朝以
后才开始的 $ 因为南朝
梁吴均所著的 ,续齐谐
记 - 一书中 " 记述楚国
人民怎样在端阳节这一
天制作粽子 " 投入江中
以祭祀屈原的详细经过 $

从此开始 " 我国的民间
风俗 " 就把夏至尝黍祭
祖 " 变成了端阳食粽祭
屈原了 $

老

陈

提起我国传统节日端午
节的名称" 有几种称谓人们
是知道的" 但是为什么这样
称呼"就不一定尽知了"还有
的称谓则可能知之者更少$

&端午'本来为&端五 '$

&端'有&初'%&始'之意$ 按农
历讲"每月的五日%十五日%二
十五日中"第一个逢五的日子
叫&初五'"也叫&端五'$据传"

唐玄宗生于八月初五" 为避
&五'讳"端午节的&端五'便以
&端午'代之"古字&五'与&午'

通" 故这样取代既避其讳"亦
不失原意"后来&端午'倒成为
传统的称呼了$

端午节亦称&端阳节'$古
人以十二地支记时辰" 半夜
&子'时相当于北京时间的

#$

点到
%

点" 依次类推"&午'就
是中午的

%%

点到
%&

点$这个
时间"太阳高照"古人便称&午
时'为&阳辰'$ &端午'称&端
阳'即由此而来$另外"&端阳'

亦有阳气始盛之意"到农历五
月初的时候"天气亦开始大热
起来$

古时"端午亦称 &重午 '

或&重五'"至今有些地方还
称&重午'$ 我国古时曾以地
支纪月"以农历十一月为&子
月'"十二月为&丑月 '"依次

类推"五月则为&午月 '$ 因
此"&五月初五'亦即&午月端
午'$ 这样既&重五 '"又 &重
午'"故而得名$

古时有的地方称端午节
为&天中节'$明代田汝成,西
湖游览志余-二十记述!端午
为天中节" 人家包黍秫以为
粽"束以五色丝彩$

有的地方则有五月初一
至初五日以新衣彩带极力装
扮小女儿" 并以簪大红榴花
为乐事" 出嫁女儿归宁等习
俗"据,康熙大兴县志-载!是
日少女佩带灵符"簪榴花"已
嫁之女亦各归宁" 故又称女
儿节$

&五月五日午"天师骑艾
虎" 蒲剑斩百邪" 鬼魅入虎
口'$ 端午节 " 人们爱把菖
蒲% 艾叶悬于门上避邪 %除
秽" 因此又称之为 &菖节'%

&蒲节'$

%'%(

年" 民国成立后"

曾行文规定!&阴历四节"藉
使民时"以元旦为春节"端午
为夏节"中秋为秋节"冬至为
冬节$ ' 故端午又称为 &夏
节'$

因为端午是五月里的节
日" 所以有些地方就干脆叫
它&五月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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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瑞明

郑州地理

信息学院路位于金水区 "

南起农业路 " 穿越东风路 "

北至北环路 " 全长近
&

公里 %

宽
)*

多米 " 是上世纪九十年
代以高等院校名称命名的又
一条道路$

信息学院路最初是文化
路两侧小铺村村民们下地干
活 " 后延伸通往市区的一条
土路 $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 "

国家选址小铺村南的一片地

块 " 筹建全国重点理工科高
等 院 校++信 息 工 程 学 院 "

加之文化路的繁荣和周边众
多的老牌院校 ! 河南农业大
学 % 河 南 财 税 高 等 专 科 学
校 % 河 南 公 安 高 等 专 科 学
校 % 河南财经学院 % 郑州轻
工业学院 " 使这一区域逐渐
热闹起来 " 也带动了小铺村
这个对外封闭多年的城中村
经济发展 $ 村民们看到附近

院校每年输出的毕业生有相
当一部分融入 周围的城中村
租房 &安家 '" 租房收入相当
可观 $ 村民开始拆除老房旧
屋 " 改建成适合出租的现代
化高层楼房 " 而且这种拆房
建楼热潮持续了几年 $ 从此
这里昔日的宁静被打破 " 村
中的简易道路也应时之需不
断拓展和延伸 $ 随着人来人
往 " 村中的路被口耳相传叫

了小铺路 $ 之后 " 由农业路
到俭学街的一段 " 被解放军
信息工程学院出资修筑成柏
油路 " 方便了群众的出行 "

当 时 群 众 都 把 它 叫 & 爱 民
路 '$

%''+

年
%

月 " 市地名办
公室根据这里有解放军信息
工程学院 " 正式命名叫 &信
息学院路 '$ 随着郑州城市建
设迅速发展 " 从信息学院路

往北的小铺路开始打通到东
风路 $ 路通一段时间后 " 群
众还习惯把小铺路 % 东风路
联在一起称呼 $ 直到

#***

年
从小铺路东风路又打通到北
环路 " 全路从南向北贯通 "

本着一条路只有一个名字的
命名原则 " 仍叫信息学院路 $

从此 " 小铺路的叫法才慢慢
消失 $

现今的信息学院路 " 发

生了令人可喜的变化" 往日狭
窄弯曲的村中小路" 变成了又
长又宽的柏油路 $ 这条路上 "

大学生作为一支消费主力军 "

催生了服饰专卖店 % 餐饮馆 %

礼品屋% 化妆品坊% 书店% 网
络家园% 动漫公共娱乐等服务
性的商店 " 购物者熙熙攘攘 "

买卖兴隆$ 今日这条路已成为
北部地区一条繁忙的交通支
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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