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历的5月不知不觉就已经到来了，再过几
天便是端午节。一提到端午节，谁第一个想到
的不是粽子呢？然而粽子的出身和一位伟人息
息相关。

战国时期一位人民英雄用尽毕生心血来报
效祖国，但最后出于悲愤，背负重石落入江里，
也因此而逝世。人们知道后，担心江里的鱼儿
吃他的躯体，就用河边的叶子包上米饭，扔下水
中，喂江里的鱼儿，以此来祭奠他为国捐躯。他
就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屈
原，粽子也就因此而诞生了。每年的五月初五，
家家户户总是会包些粽子，纪念这位伟人。

每逢端午节，人们总是会忙着采购或去河
边采摘新鲜的芦苇叶子来制作粽子。粽子的包
法也不尽相同，就连口味也因地域的关系有所
不同，常见的有蛋黄的、豆沙的、花生的，今年还
别出心裁地推出了小龙虾粽子，而我的最爱依
旧是云腿粽子。

每年的这个时候，外婆总会带我一起包粽
子。云腿粽子的做法也相当有讲究，首先将白
糯米放入干净的水中浸泡一夜，准备上好的宣
威火腿切成豌豆大小的丁状，新鲜的粽叶上火
蒸10分钟备用，这样蒸过的粽叶不容易在包裹
过程中裂开或者烂掉。拿出一张蒸好的粽叶，
将底部卷成一个圆锥形，放入泡好的糯米，中间
放入一小撮宣威火腿，再加入糯米压实，用一张
粽叶接上，把它包裹严实。最后用绳子“五花大

绑”起来，串成串就可以上锅蒸了，大约50分钟，
不用打开锅盖，粽叶的清香夹杂着火腿的香气
已经弥漫在每一寸空气中。趁热剥开一个，白
白胖胖，晶莹透亮，在白糖里滚上一圈，用力咬
一口，香甜软糯，咸香适中，糯米还格外有嚼
劲。白糖的甜蜜跟火腿的鲜香中和在一起，简
直无比美妙，吃起来更是别有一番滋味，令人回
味无穷。

每一次蒸好，外公都要吃上两三个呢，当然
我也不例外。吃粽子的乐趣，大多也来源于和
外婆包粽子的过程，在每一次食材的准备中，不
仅追思先人，更让中国的传统文化在我们这一
代少年身上得以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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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
端午节在我眼中，
就是一个个粽子，
是那剥落下来，
还透着清香的粽叶。

幼儿园时，
端午节在我眼中，
就是丰富的民俗活动，
是那色彩绚丽，
满载着选手们的龙舟。

现在
端午节在我眼中，
是爱国诗人屈原，
是他那名垂千古的《离骚》。

我对妈妈说，
节日是有味道的。

“什么味道？”
“春节是甜的，
端午节是黏的，
冬至是香的，
中秋节是酸的。”

“怎么说？”
“春节吃年夜饭，
端午节吃粽子，
冬至吃汤圆。”

“那中秋节吃什么？”
“中秋节吃石榴！”
“哦！天才宝贝！”

小 记 者 眼 中 的 端 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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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味道的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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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节的粽子

每年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又称端阳节、五
月节、五日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也是我最喜
欢的节日，因为端午节可以吃到很多香喷喷的
粽子。

今年我要向姥姥学习包粽子。姥姥说：
“包粽子先要把糯米和粽子叶在水里泡一天，
这样粽子既好包又好吃。”所以端午节前一天，
姥姥就去菜市场买了粽子叶、糯米、蜜枣、花生
等配料。

开始包粽子了，姥姥拿起两片粽子叶叠放
在一起，卷成一个冰淇淋的形状，然后把糯米、
蜜枣、花生依次放入“冰淇淋”筒里，用粽子叶把
粽子包裹好，最后用绳子捆紧，粽子就包好了。
我仔细看了姥姥的示范后，也忍不住地拿起粽
子叶开始尝试起来。我把粽子叶对折，放入配

料，顿时我的粽子像沙漏一样，糯米全部散落出
来。姥姥笑着说：“小伙子，馅儿要放得适中，而
且手要握得紧一点，这样才不漏米。”我又重新
拿起两片粽子叶，吸取了上回的教训，馅儿放得
不多也不少，小心翼翼地包起来。最后绑上绳
子，虽然形状还不太好，但看着我包的第一个粽
子，我高兴极了。

姥姥把包好的粽子放在锅里煮熟后，打开
锅盖，满屋都飘着粽子的清香，让我闻得口水直
流个不停。我迫不及待地剥开自己包的“丑八
怪”粽子，味道还真不错。可能夹杂着自己动手
后的喜悦滋味吧！

我一边吃自己亲手包的粽子，一边自言自
语地说：“明年端午节，我一定要包一个形状完
美的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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