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端午情思散文诗(汇总8篇)
青春是我们体验各种情感和挑战的时期，我们从中懂得了友
谊、热爱和奉献的真谛。青春是一个展现自我才华的时刻，
我们应该发挥自己的优势。接下来是一些青春期的经典案例，
让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

端午情思散文诗篇一

五色新丝缠角粽，金盘送，生绡画扇盘双凤。

糯粽甜香，艾叶清凉。榴花欲燃，莺啼乘风。

端午，抱着五月糯米堆似的云块，划着五月龙舟似的风，在
蒸锅里氤氲着腾腾热气，在窗棂下弥散着悠悠清凉，在五色
丝线中纠绕，在雄黄酒香中起舞。端午，来了。

天高，云淡。早晨的公园，绿树荫浓，倒影池塘，帘动风起，
栀子满院香。孩子脆如风铃的笑声在不远处摇响，青石板上
的脚步声格外欢快。回头，瓦蓝瓦蓝的空中闪过一只燕子的
身影，定睛，才看清是一只风筝——“天淡纸鸢舞”。乘着
微微南来风，矫健的燕子在空中渐渐飞得高了。驻足，抬眼
静静看着。没多久，笑声铺满了公园的每一个角落，空中的
风筝也多了几只，追赶嬉笑，上舞下跳。

阳光遍洒，云霞漫天，一个暖呼呼的黄昏。晚风柔软，鸟絮
轻软，糯香细软，伴着一盘粽，坐凉亭石桌旁。几个四角小
粽，静静地躺在蓝底白花的瓷盘里，粽叶的尖儿上偶尔滑落
下一滴水珠，白气在亭旁草木间缭绕不散。解下丝绳，剥开
粽叶，指尖沾上了糯米粒的黏，莹白胖圆的粽子从几抹欲滴
的青翠中跃了出来。抹一勺金黄的桂花蜜，切开，豆沙馅鼓
得溢了出来，各种甜味在口中碰撞、交织、回响，回味而无
穷。



夜幕无声地降临了，太阳的最后几缕光辉也即将消失在远山
背后，苍茫的暮霭沉沉地压在山头，思绪千回百转，溯回两
千载前：屈原的身影，那个手足上垂着沉重镣铐的身影，那
个眼中喷射出怒火、对着无边黑暗嘶吼的身影，那个愤懑盈
胸、义无反顾踏上流放汉北之地的身影，那个衣衫褴褛、悲
痛难已、抱石从江边一跃而下的'身影，衣袂飘飘，仿佛正站
在山头上，望着西沉的落日，双袖挥起尽数收进天地，低低
苦吟着“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江湖翻涌，海
浪震怒，风呼啸着，雷爆裂着，电闪耀着，屈原！他站在时
代之巅，却遭陷害，洋溢着才华与抱负的壮年的生命在宇宙
中炸裂、燃烧，带来了万里清辉光明。

路灯次第点亮车水马龙的街，新月高挂当空，夜色明净如洗。
我听见，端午轻缓的脚步落在床头案边，又悄然飘去，消散
在一片深沉的黑中。

是呵，端午！明年今日，你又会在早晨叩开门扉，携着粽艾
交杂的香、和着浓浓情思，飞上我的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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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情思散文诗篇二

端午，我最喜欢的节日。

褪去春的点点滴滴的料峭，端端的，明媚的初夏，爽朗的如
约而至。像这会儿久雨后喧哗的风，到来的这样坦坦荡荡。

端午，我最喜欢的节日。

因为雨的丰沛，绿荫下的池塘河川，满满当当都是水，天生
女儿是水做的吗？就是发洪水都不会让我烦忧，倒是好久不
下雨叫我悲天悯人。这端午前后，就像热带雨林一般，霎时
风，霎时雨，霎时阳光，植物被催情般抚弄得摇曳生姿，情
不自禁，天地都是它们在肆意纵情，倒没有我们什么事了。

端午，我最喜欢的节日。

没有哪个节日是全民同一天做同一样的事的，你初夏只管招
摇，我也有事做，我包粽子。

如果说清明是去与天人对话，不免几许凄凉，端午的遥想就
增添了好多滋味，晶莹洁白的糯米，青翠欲滴的粽叶，清香
飘逸，包裹着崇敬，包裹着祭奠，包裹着心情，包裹着期盼，
包裹着爱恋，包裹着情谊，包裹着一份玩的心绪，包裹着清
清白白做人的美好愿望。

端午，我最喜欢的节日。

儿时是那么喜欢依偎在母亲身边，尤其是我，不能去哪里，
跑跑跳跳的游戏不能参加，满心里就想跟母亲依偎，哪怕是
骂骂我，说说我都行。可是她好忙，整天不着家，干活，买
菜，做饭，完了有空就去找她的一帮人玩，最可气的是不让
我跟着，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那么喜欢跟着母亲，跟她一帮
阿姨在一起，有时候也不知道她们在说什么，就傻乎乎地看



着她们笑得前仰后合，我也傻笑。现在想起来，小时候都以
为做了妈妈都是好大好大，好老好老，其实不然，她们也有
她们的秘密，恐怕我懂，恐怕她们自己不好意思，所以就不
愿意我跟着，而我就一心一意想跟着她。如果被母亲撵走，
就只能一个人，或者坐在井边看人家洗衣服，不然就去房头
青石板上坐下，看鹞子在空中盘旋，看杜鹃开得火红，看身
边的小草小花像我现在一样。心里面慢慢滋生着一些叫着幻
想和惆怅的东西。

母亲也不能总是跑，孩子多，家务事也多，赶着哪天，她不
走了，或者补衣服裤子，或者做点什么吃的。做针线时她会
叫我锁扣眼，或者叫我挑边，我不喜欢做，可是不行，母亲
总是怕我手笨嫁不出去，天天骂我：“十个指头没剪开，以
后有婆婆不骂死你。”

骂多了，就时常看自己的手，叹息着自己为什么这样笨？几
年后，许是长大了，母亲又这样说的时候，我没有了愧疚，
没有了自责，理直气壮地说：“笨就笨，你做呗。”

母亲忽然就钳口。从此这个事也让我释然了，这是后话。

我们这个年代的女孩为什么这样懂事，就是过早的理会了父
母的艰难。虽然我笨，也不喜欢干针线活，但是只要依偎在
母亲身边看她飞针走线，听她絮絮叨叨，心里就万分妥贴，
安安的，定定的，这会如果就是天塌下来，我想我也不会慌
张。

后来，这一切颠倒了过来，卧病在床的母亲一天就像小时候
我盼她一样地盼我。我一去，保姆就说：“阿姨知道你要来，
一天就高兴的不知道怎么办？”我听了心里酸酸的，她两只
眼睛看着我忙活，话里话外就是不舍得我走，我经常就陪着
她睡，那种依赖那种幸福那种自在，让我心里好沉重。

真的，这些都是后话了，母亲已逝，说什么不是后话呢？只



在暗夜中感觉母亲几乎失明的`双眼不见眼泪（已经没有眼泪
了），只见深深地眷念。人生就这样的循环往复，生生不息
吗？真的有点扯远了。

最喜欢的事儿，是端午到了，母亲给我们包粽子。糯米准备
好，粽叶准备好，母亲就开始包，我高兴地搬个小凳子在一
边坐着，也张牙舞爪蠢蠢欲动，其实吃还在其次，又能跟母
亲腻一会了才是真，觉得好幸福。

这时候的母亲最慈祥，不管我，只自己忙活着，我虽然不会
包，却一定找最好看的叶子来试，我们这里的粽子有两种包
法，一种是尖尖粽，一种是狗头粽，大叶子包尖尖粽，两片
小叶子就包狗头粽，我什么都不会，只能把形状弄完，捆就
不会了，急急地叫着：“妈，妈，你快点。”

我只管享受这片刻与母亲的私会，体验一种温馨与满足。因
为生活，因为性格，她真的太爱跑了，哥哥弟弟们更是爱跑，
爸爸是忙的影子都见不着，好像一辈子，都是我一个人在屋
子里空旷地踟蹰。

慢慢长大，工作、结婚、生子，母亲的身边已经没有太多的
诱惑了，粽子从来都不是我所爱，有就吃，没有也罢。一天
头脑里乱糟糟的，不能细品生活，不能捋清思绪，就连最爱
的文字都一放二十多年。

终于多病的母亲去了，揪心的孩子长大了，我也心力交瘁地
退休了。于是寂静中，拣起了文字，收拾了心情，当端午又
到时，我想包粽子了，不是想吃，是想应景，在我喜欢的这
个节日里干点我喜欢的事，不会包，叫来聪明的闺蜜，包自
己喜欢的口味。

第二年，准备好东西又准备包，坐在透着清香的叶子和米之
间，等着闺蜜，自己也有一搭无一搭的包着，忽然之间觉得
有神灵附体，心里一动，手里就包成了一个，不敢怠慢，屏



住呼吸，一个一个，啊，我会包了，虽然不是很好看，但是
结结实实的一个个小狗头，精精神神地看着我，我心花怒放，
赶紧给闺蜜打电话：“你不要来了，我会包了。”

连续三年我都包，年年总结经验，今天包的是我有史以来最
好吃也最好看的一次。

旧年间，看屈原，喜欢了楚辞，喜欢了橘颂，喜欢了：“路
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喜欢了那时代人的纯情，
当屈原衣袂飘飘纵身投入汨罗江的瞬间，我喜欢了端午。喜
欢了这么高雅的祭奠，喜欢了这民间的纪念，喜欢了端午丰
盈的水，喜欢了端午浓密的绿。

端午，是我最喜欢的节日，还是女儿节，清代端午极力打扮
小女儿，已出嫁之女也可回家归宁，称之“女儿节”。怎么
极力打扮呢？一辈子没有好好做女儿，没有好好做女人，绿
水盈盈的端午，天青地碧，清风徐徐，没有太冷不会太热，
华衣丽衫正好穿着，妖娆一回，妩媚一次，回味半夏，于是
端午在箬叶的清香里，糯米的甘甜中，细密的雨，温柔的风，
缱绻的心，给痴缠的满满都是情。

弄个香囊，辟邪，求爱。

其实就只是买了一束清苦回甘的艾蒿和菖蒲，挂在门口，祈
求平安吧。

端午情思散文诗篇三

还沉浸在郭沫若先生笔下屈原内心不屈的呐喊中，端午节的
独有加餐——一角小粽就送到了我的桌上。仔细捏住线头，
轻轻一抽，蜷缩在一起的粽叶就散了开来，如一朵荷花躺在
桌面上轻轻绽开，露出里面雪白的糯米，正如那句“小荷才
露尖尖角”一般。



入口之后，糯米仍是那熟悉的粘糯与香甜，轻轻咬下，藏在
其中的清甜尽数释放，充斥了整个口腔。伴着唇齿间残留的
香气，在寻找周围有没有同学不吃粽子的我发现粽叶上还有
一粒米，这让我如何能忍，立即凑近粽叶，不过先尝到的不
是那粒米的味道，而是粽叶与之又涩又利的手感甚不相称的
清味。

清，洁净也。不禁又想起了屈原先生。你开始觉得，清者常
清，又有谁相信那些阿谀小人的言语？可是，你错了。仅仅
一个张仪与郑袖，就能让楚怀王蒙蔽了双眼，与齐断交，与
秦交好。你又觉得，清者自清，虽然宫廷中人陷害自己，但
周围与自己共同生活的人总该信你。可是，你又错了。仅仅
一个靳尚，就能让群众百姓觉得自己疯了。在荒诞的招魂声
中，你走了，离开了这可笑的地方。那浩浩荡荡的洞庭湖，
也被搅浑了。你还觉得，清者终清，在东皇太一庙中，终于
遇见一个看似知心的郑詹尹，可是，你再次错了。他，只不
过是与那南后一伙，受人操纵的土偶木梗而已。最后，在秦
军攻破郢都的硝烟中，你终于发现，清者难清。纵使自己多
么高洁，在这浊世之中又有何用？纵使心中无形的长剑多么
锋利，难道就能劈开这比铁还坚固的黑暗吗？与抽刀断水又
有何区别？纵使你这黑暗中的光明多么耀眼，又能将这阴惨
的黑暗照亮多久、多宽呢？你彻底绝望了。在五月五日，在
周围浑水一片中，你这潭清澈终是撑不住了，你，屈原先生，
终是去了。

可清者真的难清吗？经过时光的洗涤，那些污浊被冲去了，
留在竹简上的，只有你们这些清者闪耀着光辉，而正是你们
留下的精神，如粽叶一般包裹着我们，保护着我们，才能让
我们如糯米一般晶莹，清香。

端午情思散文诗篇四

光影遥相互忆，无光不成影，无影不成光。若你是她生命中
唯一的光明，那她心甘情愿做你的影，与你生不相离，死亦



相随。

——题记。

单调乏味的生活无处不在，如影相随。昏暗的天空被阴霾笼
罩着，再也见不到一丝艳阳，昔日的欢唱被光阴研磨成一盒
胭脂，在你腮边泛着红。

她睡着了，昏睡地灵魂飘浮在朦胧的月色里，静候黑夜的遮
掩。在这曙光初露的时刻，赤祼祼的灵魂泛着金色的光，孤
零零地峙立着，无人应和，亦无人欢唱。

蔚蓝的天空，放晴了。她信手拈朵白云装饰你的伤城，婆娑
你的孤寂。你可知，她对你的爱从未停歇，也从未改变，一
如既往，此生不渝。遇见你是她一生的最美，是她一世的妙
忆。她愿意为生命为你播种生生世世的爱，用鲜血去浇灌，
期盼在你无垠的沙漠中开垦出绿色的生命。

光阴在她的额头上刻下了流年的皱纹，催老了她的娇颜，可
是她的心始终如一。她的心底，装着一个你，若你回眸，就
可在她眸里看见他的身影，原来是你。

你的心躺在冰封的极地，无声的绽放，那是一本染血的诗，
你灵魂的寄主。而她，注定要生生世世守望在海的彼岸，等
你，念你，忆你，最终却只能抱憾而逝。你的世界荒凉成无
人居住的伤城，满目疮痍，不见往昔繁华葱绿的盛景。在你
的心底，住着一个美丽的倩影，倒映着你一生的情深不寿。
只叹，命运翻覆，将你们生生分离。若爱有来生，愿苍天能
允她今生所求，盼来生能与你共结连理。

祭一场永不瞑目的爱，让她在爱中微笑地死去，永生地死去
吧。唯有死亡是她此生最末的归属，是她灵魂的寄主。她想
在死亡中忆起你，牵着你的手，再一次重温最初的最美。她
想在死亡中永生地爱着你，吟咏那封遥寄的情书。为你许下，



“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盟约。

灵魂寂静处牺息着孤独的森林，近处的葱绿，远处的蔚蓝，
融合在夜的深谷里，敲响你生命的琴声，而她是停歇你灵魂
孤寂处最末的一个音符。悲凉的月光被夜色笼罩，呐喊着不
可逆流的悲欢与孤苦的.命运。是谁的眸光，于一季又一季的
轮回中流连，自愿幽居在莲心的腹中，独守空闺。

苦涩的泪水中泛着甜，还独遗一丝咸味。炽热的心在岁月的
海啸中，逐渐冷却，雪藏。婆娑起舞的光影停歇在浓缩的岁
月里，化为夜的一声叹息。那些早被诗人遗忘的句子，跳跃
在灰色的回忆里，消弥为岁月的吻痕。你的短歌与她的哀诗
结合在一起，被刻在那块我们共同拥有的诗碑上，安静地谛
听着人间的悲欢离合。

端午情思散文诗篇五

端午情思朗诵稿（精选5首）

1、《端午节遐思》

有女人的地方就有水，

谁清谁浊？

只放一个个清脆的粽子，

看能否与世沉浮。

汨罗江畔，长影枯槁，

早在文字里凝固。

女人与水都在沸腾，一唱三叹。



而你，渔夫敲碎过的灵魂，

湿漉漉，曝晒在江边，

搁置千年。

惟有石头，你怀中唯一的厚重。

以最顽劣的姿势，

日夜守望，在秭归的梦里。

听江风号叫，千帆竞争，

只等一张炽热的网。

打捞，在这黑了又黑的夜空。

在这日夜奔腾的.江面，

为语言作一次清洗，

为目光作一次长久的铺垫。

2、《今年的端午节》

明天就是了端午节了，

今天就嚼一只粽子。

电视里正讨论着，

塑化剂的风暴。

而岳阳楼仍在，



洞庭湖却已口舌生烟。

今年的端午节，

就这样到来。

在我口袋开始干涸的时候，

在楼价无论怎样调整还如不倒翁的时候。

来了，艳阳高照。

来了，梦如火烧。

来了，端午节的绿。

在硫酸铜的颜色里。

淡淡的苦涩，

在蒸煮翠绿的粽子之后。

翻江倒海，胃肠贴地。

在看到那翠绿是硫酸铜的渲染之后。

而大地张着干渴的大口，

没有了淋漓的风貌。

天空拧着枯竭的奶罩，

无力偿还大地的泪泡。

后来，梦的汛期就决堤了。



电视新闻说：南方旱区大部降雨。

张了几个月的大口弥合了，

过于狂喜就咬断了好几处路桥。

洞庭湖又开始荡漾，

岳阳楼又开始笙响。

我嚼着那只翠绿的粽子，

对端午对明天又有了渺想。

想那蜡的味道，

想假我如蜡，内心的温热应该可以煨干几个五月？

3、《端午情》

是谁打翻了桌上的雄黄酒，

浇湿了整片大地。

白娘子的哭泣，

在山谷回荡。

锅里，

喧腾一片。

棕儿不因沸水而散落，

只因心中那怀念而奉献，



粒粒谷香惹人垂涎。

庭外，

欢声一片。

孩童们不因耀阳而惆怅，

只因胸前那香囊而喜悦，

阵阵芳香耐人回味。

门前，

忙碌一片。

菖蒲，艾蒿不因炎热而低头，

只因盼望那游子而等待，

片片青绿述说乡愁。

湖面，

震声一片。

龙舟不因湿漉而停留，

只因追寻那伟大的人儿而奋进，

朵朵浪花激起了爱国的情怀。

4、《端午节》

是平凡的一天，



一日又一日，

一年又一年，

一直推移到这一天。

没有花开得艳，

没有果结得甜，

没有人问候，

也没有人抱怨。

一忽儿，

火红的樱桃啊，

它玲珑地甜，

酸得你的舌尖直痉挛。

阳光在收割着漂浮的云朵，

又在交织着通透的绿荫，

彩蝶飘舞在光波里，

甜蜜涌溢在心海里。

打成结的粽子，

被花喜鹊衔着，

飞到高处，



驻了翅羽，

迎着阳光献给你。

艾蒿的香味顺风飘来，

吉祥的气色显耀在门楣，

鸟雀唧唧喳喳的，

在小孩子的腕上一晃又一晃的，

天使在地母的怀里撒娇呢……

5、《五月端午节》

一壶雄黄酒，

一碗浓浓的熬茶。

带有草芽香的，

手把羊肉。

香柴花的芳香中，

悠然地醉去，

这就是草原人的端午节。

五月的草原，

是少女圆润的乳房。

山花烂漫，



情歌翻飞。

蓄势而发的骚动，

被动情的云雀衔起。

季节合欢的序幕便，

被轻轻拉开……

公牦牛，

剑一样刺穿了远山的沉郁。

咂足奶水的羔羊，

惬意的睡在了山坳间。

布谷鸟发酵千年的伤感，

催动着疯长的庄稼。

只是一点雨珠，

击伤了农妇坚实的守护。

不觉处，

那是熬煎身心的思念。

五月，

每一块河石，

都锈满了绿苔。



翡翠与珍珠铺就的河道，

舞动着，

山溪优美的锅庄舞。

五月，

有一中力量。

在骨骼间传动。

有一中诱惑，

牵引着登高的欲望。

真愿登临那最高的冰峰，

好吮尽江南的粽子，

那绵绵悠长的甜香。

端午情思散文诗篇六

红艳艳的石榴花，像一个个小喇叭，热烈地为我们迎来了夏
季。初夏的时光，微风和煦，鸟语花香，春风春雨滋润了一
春的大地，已显得生机盎然，朝气蓬勃。

时间走到五月，日子里的话题，除了国家大事，油盐柴米，
在茶余饭后，挂在人们嘴上的，就要数端午节了。说起端午
节，平民百姓，大人孩子，首先想到的，一定是粽子。论起
来，粽子并不是什么顶级的奢侈品，也不是什么舌尖上的美
味，更算不上极品佳肴，但是却让很多人念念不忘，这里面
的道理，大致是不用说的。



临近端午，节日的气氛，便一天比一天浓郁起来。街道上，
集市上，小贩身前的蒸锅里，那热腾腾的，香甜软糯的带着
淡淡粽叶清香的粽子，让人垂涎欲滴，难忍购买的欲望。再
看卖粽叶，马莲草（包粽子用的），红枣、蜜枣等等所有有
关粽子的东西，还有卖艾草的，也都随行就市地招摇着，兴
奋着，此起彼伏的吆喝声，好不热闹！

在心里那隐秘的地方，住着最疼爱我的奶奶。

奶奶是聋哑人，虽然不会说话，但是心灵手巧，各种手工活
做的都特好。奶奶会绣花，奶奶绣的牡丹，娇艳欲滴；鸳鸯，
栩栩如生。奶奶做鞋子，先纳针脚细密的千层底，再用各种
面料做鞋帮，最后做成偏带的，方口的，圆口的鞋子，不仅
看着漂亮，穿着也舒服。家里的小菜园，在奶奶的细心照料
下，也是井井有条。大至白菜波菜，黄瓜豆角，茄子南瓜，
小到葱葱蒜蒜，庄户人家的日子所需，都能在小菜园中获取。

老人家故去，已很多年了。可她那慈祥的笑容，那一脸的皱
纹里蕴含的精气神，她干净利落的打扮，精神矍铄的样子，
炯炯有神的双眸……有时候，我甚至发觉，奶奶的一个眼神，
就让我懂得了她的意思。都说聪慧的眼睛会说话，想来奶奶
的眼晴，就是这样的一双吧！

至今，想起和奶奶一起打粽叶（其实就是比较宽比较长的苇
子叶)，包粽子的情景，好像就是昨天，一切都是那么清晰。

那时候的曹妃甸，名叫柏各庄农场。由于死水坑多，每年到
了这时，蚊子小咬便多了起来。这地方的蚊子小咬，不仅在
夜间会叮人，白天也同样会叮人。凡是皮肤裸露的地方，都
会被成群的蚊子死死叮咬。若是两手都在做事，腾不出手来
拍打，你想用嘴把蚊子吹跑，绝对白费力气！蚊子只要叮住
你，除非吃饱或被拍死，是决不会撒嘴的。尤其是苇塘里的
大花蚊子，见了人，嗅到了血的味道，会像战斗机一
样，“嗡嗡嗡”地群起围攻，被咬的人呢，撒开脚丫，边打



边跑，直到相离甚远，仍是心有余悸。

曹妃甸的土，多为盐碱地，大部分是盐土，土质盐碱粘重，
干的时候很硬，潮湿的时候，却很粘。那时候，路多是土路，
出行的人，能骑上自行车，就很是不错的了。每逢雨季，粘
重的泥坨不仅粘满脚，让你感受到什么叫步履沉重，要是骑
自行车呢，更是寸步难行，泥土把自行车盖瓦内和前后车叉
子间塞得死死的，车轮难以转动。这种时候，不要说骑车了，
你就是想把自行车推走，也是痴心妄想！于是呢，只有拿一
根小木棍，一边往下敲打，一边前进。更多的时候，简直想
把自行车扔在路边，徒步行走……难怪在曹妃甸这个地方，
蚊子、小咬和泥粘脚，被戏称为“柏各庄三宝”。

苇塘里面，果然如我所料，好热！没有一点风，还要被三宝
之一的蚊子群攻，我便只有挥舞小手，前后左右的抵挡蚊子
叮咬，至于帮奶奶打粽叶的事，早抛到了九霄云外。不一会
儿的功夫，我就被蚊子叮咬得哇哇大叫起来。奶奶微笑着走
近我，把凉帽摘下来给我戴上，长袖脱下来给我穿上，并且
把我领到苇塘外边的通风处，示意我在那等她。随后，奶奶
又钻进了苇塘。我在通风处，用苇叶编风车，做“红缨枪”，
边玩边等奶奶。奶奶呢，时不时的过来看我一眼，见我无事，
才又钻进苇塘，继续打粽叶。

也不知过了多久，奶奶拎着十来把粽叶，站在了我面前，笑
着示意我回家。奶奶的脸，被晒的通红，凡是露在外边的'皮
肤，都被蚊子叮咬得大包小包的，又红又肿。奶奶一边走，
一边不停地抓挠。见奶奶这副模样，我有些羞愧。奶奶伸手
抱了抱我，示意我她没事，指了指发黑的天，告诉我赶紧快
往家里走，不然会挨浇。

正如奶奶所料，走着走着的，就真的下起雨来了。那地方除
了苇塘，就是树林，连个正经避雨的地方也看不到！奶奶四
处瞅了瞅，拉着我走进了树林。在一棵大一点的树下，奶奶
把我搂进怀里，让我尽量少淋到雨。雨下得虽大，但依偎在



奶奶怀里的我，却没淋到雨。

还好，是一场阵雨，一会儿就停了。可雨虽然停了，路面都
变得泥泞不堪，鞋被泥沾的都不容易拔起，穿着鞋根本走不
了路。没办法，只得把鞋脱了，光着脚走。粘粘的泥粘在脚
上，光脚走在路上，稀泥下面的土，仍然硬实而光滑，脚趾
头使劲，也抓不着地，我便有点趔趔趄趄起来。奶奶见状，
赶紧把粽叶递给我，蹲下去示意我，要背着我走。我趴在奶
奶的背上，看着汗滴顺着奶奶的脸颊，流到了脖颈。奶奶背
着我，跌跌撞撞的，弄得满身泥水，狼狈不堪。

到了家，我才发现，奶奶的嘴皮已经咬破了，嘴角有淡淡的
血丝。我抱着奶奶的腿，哇地一声哭了起来。虽然我是小孩
子，可我也知道，奶奶嘴上的血，是为了背我费劲而咬出来
的。

那时候，爸爸妈妈忙着下地，包粽子的事，就落在了奶奶一
个人身上。

天刚刚亮，刚睁开眼的我，就闻到了粽叶的清香。起得床来，
看到奶奶正在淘头晚上泡的糯米，桌子上放着煮好的粽叶和
马莲草，还有一大碗泡好的白爬豆。白爬豆做馅，是我最喜
欢吃的豆馅粽子。有一碗泡好的花生，是为爸爸爱吃的花生
馅粽子准备的。此外呢，还有一小盆洗干净的小红枣。红枣
粽子，是大众口味，大家都喜欢的。

奶奶包粽子时，我就坐在一边看着。我看了一会儿，也拿起
粽叶，跟着学。只见奶奶拿起三片粽叶，两手反向扭，就折
成了漏斗形。奶奶先放个红枣在“漏斗”顶部，再抓把糯米，
再放红枣，直至填满粽叶漏斗，再把长出来的粽叶折过去，
盖住糯米，最后用马莲草绑好，一个粽子，就挺精神的出现
在我眼前。我依葫芦画瓢，可不是糯米漏出来，就是粽叶被
我弄破，看着盆里奶奶包的包裹得齐齐整整，中规中矩的粽
子，我耍着性子，把手里带着糯米的半成品粽子，摔进了泡



着糯米的盆里，起身就走，不包了！奶奶笑着，看着我，无
奈的摇摇头，把我扔在糯米盆里的粽叶和红枣捡出来，笑着
示意我，去玩去吧！

中午回来的时候，一大锅粽子，都已经煮熟了。奶奶拣了一
些，给左邻右舍的孩子们送去。我跟在奶奶身后，看奶奶笑
着，收获着大家的谢意，慈善的脸上显得更加和蔼可亲，而
我呢，也分享着这份欣喜，好像左邻右舍的谢意里，也有属
于我的一份。

送完粽子回来，我拿起一个粽子，解开绑粽子的马莲草，剥
掉粽叶，蘸点化开的红糖水，就狼吞虎咽地吃起来。粽子香
甜软糯，米里透着苇叶的清香，我吃的满脸都是糯米粒。奶
奶笑眯眯地看着我吃，一边示意我慢一点，一边帮我轻轻地
拭去残留在脸上的糯米粒。现在回想起来，端午的粽子里，
满满地包着奶奶对家人的爱，看着我们吃的香甜，是奶奶最
大的幸福！

时光荏苒，岁月流逝。昔日的盐碱荒滩，变成了鱼米之乡。
蚊子小咬呢，也少了许多，泥粘脚的土路，已基本上被柏油
路和水泥路代替了。实现了村村通，乡村的街道，甚至农田
机耕道也都硬化了。这时候的奶奶，因为年事已高，身体大
不如前了。但是，每逢端午，奶奶一如从前，仍然会亲手包
粽子给我们吃。只不过，这时的粽叶，是妈妈采回来或者我
买回来的。

记得那年端午，我由于加班，住在了姑姑家，奶奶竟然走了
近三里路，把粽子送到了姑姑的家里。见到粽子，我兴奋的
拿起来，解开马莲草就吃。可咬了一口，不是我爱吃的豆馅，
是红枣的，我立马耍起了脾气，把粽子举到奶奶面前。奶奶
见我脸色不对，打开粽子看了看，见是红枣的，显得有些意
外，继而是无奈。奶奶打着手势，告诉我拿错了！我不依不
饶，扔下粽子不吃了。奶奶依旧耐心的打着手势，说今天先
吃这个，等回家再吃豆馅的。



恰逢姑姑回来，见此状况，狠狠地训了我一顿：“你也老大
不小的了，奶奶那么大岁数，为了让你吃粽子，这么热的天，
走了那么远的路，就算是拿错了，不也是粽子么，这红枣的
不能吃么？你看看奶奶伤心不？你这么做对么？”面对姑姑
一连串的质问，我的脸热得发烫，真想找个地缝钻进去，不
想让她们看到我红得发烫的脸。奶奶赶紧阻止姑姑，打着手
势示意姑姑我虽然老大不小的，在奶奶眼里，还是小孩子呢！
我抱着奶奶哭了。这件事，极其深刻的印在了我的心里，一
旦碰触到，便是无尽的懊悔……一直以来，每每想起，我都
会自责。

时至今日，每年都能吃到粽子，但是感觉都没有奶奶包的味
道好！吃起来，总觉得不一样。现在想起来，那是因为，奶
奶包的粽子，有一份深深的疼爱，渗透在粽子里，便觉得格
外的香甜。奶奶的疼爱，就像紧紧包裹着糯米的粽叶，无论
走到哪里，她都会把你拥抱在怀里，不离不弃。

端午情思散文诗篇七

杨花落尽子规啼，古人大凡表达一种情思大概都会先来一番
风花雪月的烘托，之所以想起这句诗，应该是与刚刚过去的
端午节有关吧！最美人间是四月天，在我看来农历的四五月
最是惹人情思涌动的时节，且不说那散发着极清幽芳香的栀
子花让人神清气爽，且不说那红得极浓烈的石榴花让人心旌
荡漾，单就是弥漫着艾草香的端午也足够让人回味绵长啊！

前两天让学生写一写家乡的端午，突然发现我的情思学生未
必有啊！在他们看来，对端午的了解就是纪念屈原，所以要
赛龙舟、吃粽子、还要吃咸鸭蛋。至于其他，就一概不知了，
农历五月初五，正是万物卯足了劲肆意疯长的时候，乡下沟
沟渠渠里似剑般形状的菖蒲叶子仿佛一个个半大小子一下子
身材挺拔了起来，而野外大片大片的艾蒿也开始散发出那略
带药味的清香，季节就这样和我们的祖先默契的配合着，于
是端午就在这幽幽的淡香中一路从古走到了今，一路走来，



穿插上了关于文人屈原荡气回肠的忠君传说，端午也就更加
鲜活了起来。在我看来，乡下的端午味道更浓一些。

在我记事起，每到临近端午佳节，我的爷爷就会买回好多的
鸭蛋，然后去我家旁边的一个小山上挖回来一桶黄泥巴，我
的奶奶便把大灶里的柴火灰掏出来混合着黄泥巴，掺进盐，
拌匀了，然后把鸭蛋一个一个地用这拌好的泥巴裹上，放进
一个坛子里，我的爷爷还会在封坛之前撒点醇香的酒，只等
端午来临时开封坛子，小的时候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只
知道这样腌制的鸭蛋放的时间很久，但味道始终不会像现在
的咸鸭蛋那样会咸得难以进口，而我小的时候，端午这一天
前后，我们是不会吃到一个整咸鸭蛋的，奶奶会把一个咸鸭
蛋分成两份，有时甚至四份，我们大概就吃这其中的一份吧！
直到端午节这一天，我们每一个小孩那是人手一蛋了，记得
小时候姐姐们教我编蛋络子，用五彩线交错编成的，一大早
就把煮熟的咸鸭蛋装进去找小伙伴玩儿了，这样的情景，记
得教汪曾祺的《端午的鸭蛋》时，他老人家小的时候也有此
事啊！文中还有一句话我也是深有体会啊，那一天早上筷子
头一戳下去，“哧”红油就冒出来了，小时候的咸鸭蛋，的
确蛋黄是红色的.啊，放在粥里，立马会浮上来一层蛋黄油，
现在回想起来，跟我的学生说起，他们的嘴巴似乎也在咂巴
咂巴的了。

端午节除了咸鸭蛋，在我小时候，还记得二妈娘家人会做雄
黄烟，每每端午节来临的头两天，她就会回一趟娘家，拿来
一大篮子的雄黄烟，大约半米长一根，黄黄的圆筒状，比大
拇指粗一点点吧！到街上去不到半天就会卖完了，家里留着
的几根，往往放在大柜子底下，点燃了，说是可以祛除蛇虫
之类的有毒之物。端午节这一天的一大早，我的爷爷就会割
回来一大捆艾蒿，分成一小扎，每一扇窗户上都会放上一扎，
门顶上边也会横着一小扎，余下的，我的奶奶便会晒干了，
有时身上长痱子或其他脓疮，她就会煮了艾蒿水给我们泡澡，
后来，发现药店居然也有晒干的艾草卖，是一味良药，才觉
得爷爷奶奶真是了不起啊！也许这些也是他们的爷爷奶奶传



下来的吧！直到现在，我依然会留一些艾草，没事时，煮一
壶，满屋的艾草香里，让时光倒流一会，这些往事会在雾气
缭绕中一点一滴地浮现出来。

其实，我知道，我的学生是不会有我这样的情思的，今晚写
下这些文字，突然有点想起我的爷爷奶奶，后来的端午节，
实在没有他们在的时候感觉那么浓了。每次都是在娘家吃一
餐饭，然后回婆家又是一大桌子的好饭菜，也许当我的女儿
长大时，她记忆中的端午会是另外一番风味吧！

端午情思散文诗篇八

【路过一处池塘】

近处的荷花是灯盏

邀请我今夜灯下阅读，吟诗，听禅

捧一盏回去就够了

你在，我的余生将注满光明的力量

爱可以远去，梦可以远离，只有禅院的阳光

我要留着，守候在生命的深处

在晨曦的香烟里凝望鸟儿的踪影

在夕阳的余晖里看最后的'炊烟

在你的微笑里告别夏天，从容走入秋天

远处的荷花是萤火虫

你别在夏日的衣襟上



夏日是一个穿着花青色衣裳的女子

你如同她们迷人的眼睛

在我生活最暗的角落

你为我指路

我愿意集齐所有的邮票

把你的消息寄出去

让所有别离的鱼都知道

【路过一座河流】

雨一滴比一滴大

我很想找人喝酒

不要像两千年前的大夫

守着一条河流的孤独

最后比河流更孤独

我在河流边看到了龙舟

那插在舟上的旗帜

有风也飘不起来

那是雨打湿了它的筋骨

我想在这一天做一件特别的事情



后来我做到了

我在河流边做了一个梦

这梦就像一只粽子

解开粽叶，里面都是五月的神话

【路过一个人的名字】

举目所及

这名字就像紫薇花

我也许捡拾过

装在行囊里

像某一张人民币

压在箱底，偶然想起，不曾遗忘

像一杯酒

饮过之后情浓恨深

至今还在失眠的夜晚里

埋怨一只烦燥的蚊子

这名字像某一个夏天的风景

我深入了风景的深处

花都为我掉了



船也为我离开了

只有一张千年的帆

在一本笔记本里无法打开

此刻，我像午后的风

坦然而过，尽管心有不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