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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粽子做成大产业

赛龙舟，是端午节的主要习俗。汨罗是龙舟文
化的发祥地，享有“端午源头·龙舟故里”美誉。每
年这里举行的国际龙舟节，吸引着全国乃至世界的
瞩目。年已六旬的许桂生出生于“龙舟世家”，是市
级非遗保护项目龙舟制作技艺传承人。

以前造龙舟没有统一标准，都是根据制造者多
年的经验设计制造。为了发展龙舟制作工艺，许桂
生到沿海进行深造学习，经过 10 年钻研，1988 开
始生产国际通用标准的比赛专用龙舟，走在行业
的前列。

由于起步早，技艺娴熟，2004 年许桂生率先成
立汨罗第一家龙舟生产厂，如今他的龙舟制造厂年

产量达 200 多艘，销往北京、内蒙古、云
南等国内各地区，远销马来西亚、新加

坡等地，成为 2009 年中华龙舟大赛

总决赛及历届汨罗江国际龙舟赛专用龙舟。他研
发的龙舟制造技术申请多项国家专利，被誉为“造
舟大师”。2010年，他应韩国政府邀请，参加江陵端
午祭祀活动，现场演示了龙舟制作过程中的仪式。

身为传承人，许桂生一直在龙舟制作的技艺上
精益求精，提高龙舟的竞技速度和安全性。“以前是
客户找我买龙舟，现在是我到客户推售。”许桂生介
绍说，今年受疫情影响，全国许多地方应防控需要
取消龙舟赛，加之当地龙舟制造厂竞争大，龙舟的
销售没有往年好，端午期间只销售了五六十条，销
量比去年少了一半。

不过，许桂生并没有灰心，他相信市场会慢慢
复苏，龙舟赛的盛况将会再现。“不管遇到什么情
况，我都会坚持下去，让龙舟文化发扬光大。”许桂
生充满信心地说。

父亲的乐园
□刘朝朝

父亲有一个他很得意的乐园,那里
有蔬菜,还有果树。那里有耕耘,还有收
获,父亲把它当成一块情感栖息地了。
他曾经很自豪地为乐园题诗“舍恋西山
入东岑，旧楼新居却有情。馨德少比刘
禹锡，收豆多于陶渊明”。真让人无限
感慨呵!

十年前，父亲执教的乡村中学与另
几所中学合并，他搬出学校家属楼，买
了新房子,便在房后开辟了果园,此后就
没有到我们子女家住过一次。他总是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其理由是家里的
鸡要喂，菜地要浇水，果园要打理……
其实，我们知道父亲最舍不得的是那块
果园。他精心管理着果树，在果园里养
了十多只鸡。果园里还有一块菜地，用
铁丝网围起来种菜，一年四季都有新鲜
的蔬菜。

初春,园内桃花红、李花白、菜花
黄。暮春时节，品种多样的柑橘，开出
米粒大小的白花儿，层层叠叠，暗香浮
动。闲时端把椅子坐在小院里，拿本
书，或者放段音乐，真让人赏心悦目，流
连忘返。

夏天,果园的景致不但美丽妖娆,还
妙趣横生。桃子熟了，一层薄薄的红
粉裹在面上，像新媳妇的脸蛋。熟透
的李子红彤彤，半熟的黄澄澄，红橙黄
绿交错，令人目不暇接。它们把一个
小小的院子挤得热热闹闹，看得人眼
花缭乱。

秋天，父亲的果园丰收了。忙着
给孩子们打电话：“你们快抽时间回来，
果园里的果子都熟了！”到了双休日，姊
妹一行赶紧回去摘果子。父亲已经把
一部分好的果子送给了四邻好友，他
说：“好东西大家分享，十人吃了十人
香。”我们把摘下来的柑橘柚子摘回来，
用保鲜袋包装好储存起来，等来年开春
时再吃，虽然烂掉了一部分，好的还是
多数，吃起来味道纯正，甜得醉人。

冬天，是果园管理的重要环节，尤
其橘树，要防冻、施肥、培土。在立冬之
前，父亲就从周围的稻田里收来一些稻
草，均匀地撒在树枝、树顶上遮霜御
寒，还把桔园所有地面翻挖，给桔树施
肥、培土。树下的那些大白菜、大蒜、
白萝卜、红萝卜在冬霜里长势旺盛，生
机蓬勃。

今年春天，因为新冠肺炎疫情，不
能出门。我一直宅在家里，心里总是惦
记着父亲，询问弟媳妇,才知道父亲天
天守在他的果园里，天阴时，就拿把锄
头在果园里翻挖。出太阳时，就在果树
下看看书，或修剪整理树枝，整天乐呵
呵的。

菜花刚谢，一缕清风掠过枝头，我
们终于踏上了回故乡的路。年近八旬
的父亲，依然精神饱满，神采焕发。
茶饭后，他急着领我去看他的果园,还
很专业地换上了工作鞋和衣服，我走
进果园，发现没有以前那么丰富了,萧
条了许多。我正纳闷时，父亲就开始
津津乐道他翻新果园的事。他把一
些“杂牌军”都挖掉了，例如桃树逗害
虫，李子树、柿子树年迈力竭，只留了
一棵结实的柚子树和几株味道好的
脐橙, 而且年前都埋下了有机肥料，
修剪好了树枝。

每根枝头都挂满了绿色的棉桃
一般大小的幼果。其他的都是新栽
的，父亲说，新栽植的这些小树苗称
沃柑，叫爱媛 38，是最新品种。嫩绿
的树苗儿沐浴在五月的阳光下,是一
道迷人风景线。父亲指着沃柑树苗,
接着说：“别看新栽的这些树苗小，只
要管理得当，长起来很快，两年后就
会枝繁叶茂，开始挂果呢。”他娓娓道
来，俨然一个经验丰富的老果农在指
点。这个果园让他格外精神,晚上居
然和老歌友开始 K 歌啦！一首屠洪刚
演唱的《精忠报国》，父亲唱得字正腔
圆，韵味悠长,歌声一阵接一阵,在果
园的夜空飘荡着。

一弯银月悄悄悬挂在瓜架上，几
颗 调 皮 的 星 星 闪 烁 着 ，似 乎 窃 窃 私
语，池塘里的青蛙在低吟浅唱。晚风
携着夜露，夹着泥土的清香，一阵阵
向我袭来，令我陶醉。站在父亲的果
园里，我再次想起他写的那首诗，由
衷地为他老有所乐感到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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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册
页》是文化行旅
笔记，从作者熟
悉的江南水乡
到辽阔的大江
南北，黄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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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既有大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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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 念 紫 禁
城建成600周年
推荐读物，中国
版的《博物馆奇
妙夜》，是首部
以 故 宫 、怪 兽
为主题的魔幻
探 险 童 话 ，破
解中国千年神
兽密码，以孩子
喜闻乐见的方
式解读故宫里
的怪兽文化，为
小读者了解历
史、走进历史打
开大门。

端午节里观“非遗”
□本报记者 黄 梅

端午节又称“龙舟节”，是中国民间四大传统节日之一，也是中国首
个入选世界非遗的节日，食粽子、划龙舟、挂艾草，是端午节的传统习
俗。让我们通过 3 位非遗传承人的故事，感受民俗文化的魅力和浓浓
的端午情。

粽子，古称“角黍”，最早记载于1600年前西晋新
平太守周处所写的《风土记》，其云：“仲夏端五，方伯
协极。享用角黍，龟鳞顺德。”于是口口相传，相沿成
俗。

包粽子对汨罗人来说是一件大事，每逢端午节，
家家户户到山上采新鲜的粽叶，并用当地的糯米制
成。与其他地方的粽子不同的是，汨罗粽子外形呈
牛角状，粽体颜色橙黄，晶莹透亮；入口糯软略粘，清
香味甜。

周红勇是汨罗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粽子制作
技艺”的传承人，也是当地的粽子生产商。几年前，
他在浙江嘉兴做服装生意时，看到这里天天有粽子
吃，有粽子买，感到很奇怪，而自己的家乡汨罗却只
在端午节吃粽子，于是2012年他和妻子回乡开办了

一个作坊。
“我们的粽子选用优质的本地‘三粒寸’糯米为

原料，红枣、红豆、鲜肉作肉馅，并采用纯手工的方
式，是原生态无污染的绿色食品。”周红勇介绍说。
经过几年的发展，小作坊升格为食品企业，粽子有了
真空包装，品种也越来越丰富，企业年收入突破2000
万元。

去年10月8日，国家知识产权局批准对“汨罗粽
子”实施地理标志产品保护。“汨罗是粽子的发源地，
发展产业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这几年汨罗粽子发
展势头足，但跟江浙一带产业规模比，差距还很大，
希望能将粽子产业做大做强，成为汨罗文化产业的
一张名片。”周红勇说，他希望通过办企业，将粽子的
制作手艺更好地传承下去。

端午时节，佩戴内有芳香避秽草药的香囊成为
传统习俗。6月23日晚，在《入“香”随俗，书乐端午》
的读书会上，非物质文化遗产“汨罗香囊制作技艺”
代表性传承人戴芸伊从汨罗香囊的前世今生探讨香
囊与屈原的关系，并现场分享香囊制作技艺，受到听
众们的好评。

作为一名“90后”海归，戴芸伊守护着小小的香
囊。“我一直在问自己，身为一个中国人，身为一个湖
南岳阳汨罗人，我的文化自信在哪里？”戴芸伊在法
国留学时，接触到法国人使用香水的习惯，第一时间
就想起了家乡的香囊。屈原的文学作品中出现了大
量香囊的身影，屈原也是她心目中香囊的代表性人
物，在她看来，香囊代表了高洁的品格和高尚的追
求，是体现屈原精神和文化的一张重要的实物名片。

2017年回到汨罗后，她从屈原入手对汨罗江畔
生活美学进行挖掘，重新梳理了汨罗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最终决定将关注点回归到代表屈原、代表端午
文化的“香囊”文化研究上来。通过收集、研究大量
的资料、进行田野调查、走访当地老人，她不断完善
香囊制作技艺的传承体系，同时研发《九哥·诸神赐
福》等新的产品。如今，这些产品已入驻三荷机场

“流动非遗展厅”、汴河街的众创空间，受到市民、游
客们的青睐。接下来，还将入驻汨罗屈子文化园。

2019年，戴芸伊接受中央电视台第一频道《溯源端
午话传承》之《追溯端午香囊的渊源》专访。谈及未来，
她期望研发出更多的产品，有更多的人参与到香囊文
化的传承上来，让这张非物质文化名片更加闪亮。

小香囊传承屈子文化

龙舟故里话龙舟

家家户户包粽子过端午。

做工精美的小香囊。

许桂生在龙舟制造技艺上精益求精。

（本文照片均为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