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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个多世纪以来 , 随着国家政治变革和经济现代化发展 , 我国全国性民俗节日文化

遗产已经遭到较大的损害 , 有的被人为淡化 , 有的被扭曲变形 , 使几代人对全民族民俗佳

节失去了 “文化记忆” , 使当代青少年转而热衷于欢度西方节日。这是一个抛弃优秀文化

遗产的危险信号 。长期以来 , 端午节 、 清明节 、 中秋节 、 重阳节等传统佳节 , 没有被列入

国家的法定节日加以保护 , 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 令海内外绝大多数的有识之士和热爱我中

华文明的国际朋友扼腕叹息。其中 , 以端午节为例 , 就被片面割裂并淡化成支离破碎的节

日 , 或多或少失去了原貌 。其实 , 两千多年来 , 端午节一直是一个全民的多民族的防疫祛

病 、 避瘟驱毒 、 祈求健康长寿的民俗大节日 。为了继承端午节积极健康的民俗文化传统 ,

使古老的全民健身节日以其丰富的文化内涵进入现代生活 , 很有必要尽快抢救和保护其原

文化形态 , 刻不容缓 。

端午节又俗称端阳节 、 端五节 、 重五节 、 天中节 , 是我国古已有之的多民族民俗大

节。两千多年来 , 不仅海内外汉族或华人家家户户都要隆重庆祝 , 并在许多城乡社区村寨

举行丰富多采的节庆活动;同时 , 南北方还有满 、蒙 、藏 、苗 、彝 、畲 、 锡伯 、朝鲜 、 土

家 、 达斡尔等 28个少数民族也都各具特色地热烈庆祝这个盛大节日。更值得注意的是 ,

我国的端午节很早就传入了日本 、 朝鲜 、越南等周边国家 , 这些国家至今还在欢度端午佳

节。1967年 , 韩国江陵市端午节庆典被批准成为国家级 “第 13号重要文化遗产” 予以保

护 , 年年举行隆重的盛大庆典艺术活动 , 吸引了国内国际百万人次参与和观光。在节日

中 , 妇女用菖蒲水洗头发 , 用菖蒲 、艾叶装饰发髻辟邪等习俗 , 和中国极其相似。韩国的

文化部门已经准备把江陵端午节祭祀礼仪列入申报世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 。端午节已

经成为举世瞩目的东方佳节。

实际上 , 这个节日最早源于我国远古的祭龙日 , 用龙的威慑力驱除所有的灾疫邪祟。

它一直是以祛除病瘟 、躲避兵鬼 、 驱邪禳灾的吉祥节日传下来的。在端午节的活动中 ,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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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以来就有了赛龙舟 , 用五彩丝缠粽子 、缠手足腕 , 用楝叶包米粽 , 采插艾叶 、菖蒲 , 取

蟾酥 , 涂饮雄黄酒 , 调制朱砂酒 , 采多种草药 , 人身上及屋内各处悬挂香包 , 墙上张挂钟

馗画像或避邪符印等等 , 都和上述节日主题息息相关 。以后才渐渐加入了纪念地方性名人

的内容。例如 , 长江中游湖南 、湖北楚地纪念屈原 , 长江下游江浙吴地端午节纪念伍子胥

或纪念越王勾践及孝女曹蛾 , 又与屈原投江不相干。可见 , 端午节作为各地方的民俗节

日 , 分别加入了纪念地方历史人物的内容 , 是局部历史文化的延伸 。但是作为全民性的民

俗大节 , 端午节一直是以酷暑之前进行一次大规模的避瘟驱毒 、防疫祛病活动为其主要内

容的 。四川小凉山彝族在端午节 , 人们纷纷进山采集草药 , 做防病治病之用。仫佬族过端

午要抬着纸船到田间由巫师巡船赶走害虫 , 祝祷禾苗成长 。贵州苗族端午节除举行赛龙舟

外 , 还举行踩鼓舞 、 唱歌 、 赶山 、 游方等活动。藏族民间过端午节 , 青年男女到郊野游

乐 , 进行赛马 、 歌舞 、游戏等活动 。作为多民族的民俗大节 , 除了自古以来的避瘟驱毒 、

防灾去病的积极含义外 , 不可避免地掺杂了许多俗信色彩 。也正因为如此 , 这个民俗节日

的文化意味就更浓重了。

古人流行的端午日采艾悬艾 、 涂饮雄黄酒 , 其去瘟解毒的含义是十分明显的。但是 ,

系挂五彩丝的驱邪意义就比较复杂了。五彩丝绝不是五彩缤纷的花色丝线 , 而是确定了的

红 、 黄 、 蓝 、白 、黑五种颜色的丝线合并成的缕索。五月初五日这一天 , 成人们把它系在

肩臂上 , 或做成五色丝镯 , 缠绕在儿童手足腕上 , 或悬在蚊帐 、摇篮上 , 用以驱病驱邪 。

五彩丝 , 又俗称五色丝 , 古俗名称避兵缯 、 朱索等 , 系在蚊帐 、 摇篮上的又叫宛转

绳 、 健绳 。早在东汉应劭著 《风俗通义》中就已经记载说把它系在臂上可避除兵鬼 、不染

病瘟 。在 《续汉书》、《后汉书》中 , 端午日这天用朱索 、 五色印做门户装饰 , 认为可抵防

恶气 。五色丝的五色代表五行 , 汉代信仰五行阴阳之说 , 五色又代表了五方位 , 彼此相生

相克 , 具有神秘的驱邪迎吉作用。青色属木 , 代表东方;赤色属火 , 代表南方;黄色属

土 , 代表中央;白色属金 , 代表西方;黑色属水 , 代表北方 。以动物为标志 , 东方为青

龙 , 南方为朱雀 , 西方为白虎 , 北方为玄武 (龟蛇), 中央为黄龙 , 均为灵物 。五色丝可

以驱邪避瘟的象征意义远比实际功能明显 , 因为至今没有关于这几种色彩为什么会消灾去

病的具体说明。可见这是俗信中具有魔力和象征的神奇物 , 和节日用的艾叶 、 菖蒲 、雄黄

等的医药功用显然不同 , 纯属俗信求吉的需要。

但是 , 从另一方面看 , 节日的五色丝又充分表现了祝贺的含义。儿童用五色丝系脖

颈 、 缠手足腕 , 俗称长命缕 、 续命缕 、 百岁索 、 健索 。辽代北方民族妇女于端午日系五色

丝于手臂上 , 俗称合欢结 , 辽代妇女把五彩丝扎成人形簪在发髻上 , 也叫长命缕。辽 、 金

皇帝系五色丝 , 并遍赐群臣僚属五色丝 , 又称赐长寿缕。江南用纸帛折菱角方后再缠以五

彩丝 , 于节日相互馈赠 , 妇女将这种叫做 “襞方” 的节日饰物缀在胸前 , 以示妇女在女性

劳作方面的功绩 。这些习俗已经与避兵鬼 、 除病瘟关联不多了 , 更多的是从正面祝福祝寿

了。这正是端午节在驱邪避瘟的同时所具有的祝贺祈寿的积极主题 。

端午节的饮食习俗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吃粽子 。粽子 , 古称角黍 。早在公元 2 世纪

时 , 便流行这种食品了 。最早是用新竹筒盛米煮成筒粽 , 后来才改用楝叶 、 菰芦叶 、 竹

叶 、 苇叶裹粘米成尖角心形状 , 煮熟后食用 。此俗传入长江 、 汉水流域 , 与端午节投粽入

江中祭屈原或饲蛟龙的习俗相结合 , 流传为节日食品 。唐宋以来 , 粽子成为举国上下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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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节日美食和馈赠礼品 , 不仅家家争做 , 而且市场上也出售各种各样的米粽 , 唐明皇还

为此吟出了 “四时花竞巧 , 九子粽争新” 的诗句。节日期间供祭神佛和祖先也都用米粽。

一千七百余年以来 , 粽子的花样繁多 , 随着华人向全球各地移居 , 把粽子也带到世界各

地 , 成为中餐美食 、 快餐珍品 。粽子早已脱离了祭屈原 、 饲蛟龙的古俗文化束缚 , 成为当

代广泛流行于世的传统食品。

粽子作为节日食品 , 其原义不在于祭祀的需要 , 主要是节令的需要。在汉代的 《风俗

通义》里 , 关于粽子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往往被学者们忽略 。它认为粽子所以用菰叶裹粘米

和枣栗等馅 , 用灰汁煮熟食用 , 是 “取阴阳包裹之象也… …, 所以赞时也。” 《齐民要术》

也引述了 《风土记》的注说:“粘黍 , 一名粽 , 一名角黍;盖取阴阳尚相裹 , 未分散之时

象也。” 这是用阴阳之说解释这种节令食品的象征意义所在。农历五月初五 , 多是夏至前

后的节气 , 恰好是寒气终于消尽 , 热气达到饱和的仲夏季节 , 阴阳达到相互裹胁 、 均匀调

和的状态 。此刻的时令才是全年最适中的季节 , 为此 , 古时把端午节又称为天中节 。在这

个节令吃用粘米做的凉食 , 用菰叶 、苇叶 、 箬叶包裹 , 用灰汁煮熟后晾凉 , 色 、香 、味别

具特色 , 可以从中品验到这个节令阴阳相裹的风味。不然的话 , 人们何不照常做糯饭省时

省事 , 偏要费事耗时去包制各种各样的粽子呢  从这个古老的传统特色看 , 这粽子的发明

创造和吃粽子习俗的源远流长 , 倒很有适应自然生态环境 、选择相应生活方式的某些科学

道理 。李时珍在 《本草纲目 谷部四》中着意介绍了粽子这种食品 , 可见作为节令美食 ,

还有相当的药膳食品的养生价值。

最后说说龙舟竞渡。赛龙舟应来自古俗祭龙 , 以后又有记载说是为屈原招魂。这在楚

地相沿成习 , 丰富了有限的地方性活动 , 在当地具有一定特色 。在吴越地区 , 龙舟竞渡只

为祭伍子胥或祭孝女曹娥 。即使是在楚地的竞渡 , 也是很早从四月初八揭篷打船开始便进

入了划船比赛的准备 , 远比祭祀更加郑重 、 繁忙。在 《武陵竞渡略》和 《荆楚岁时记》

中 , 那种热烈紧张的竞技描写和赛事意义已经全然与为屈原招魂的传说无关 。龙舟竞渡

前 , 都分别请来 “山老师” (巫师) 祭神做法 , 占卜胜负 , 也与招魂无关 , 只是为了预测夺

标胜负 ,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龙舟竞渡原本具有的较强的竞技主题。这在江南水乡是十分显然

的 , 更何况在 《隋书》中记载:祭屈原的竞渡之戏是在五月十五望日举行 , 和端午无关。

我国北方各民族从来没有端午节竞渡习俗 , 更不知道南国汉族还有一位爱国大诗人屈

原 , 所以从来也没有过江南楚地祭江为屈原招魂那样的意识和信仰。但是 , 在辽 、金 、 清各

朝历史上 , 契丹族 、女真族和以后的八旗将士都有端阳节驰马射柳 、打马球的竞技遗俗。

驰马射柳在端午节清晨举行 。先设棵棵小柳树于校场 , 将柳树干中上部削去青皮一

段 , 使之露白 , 作为靶心 , 然后参赛者依次驰马拈弓 , 用无羽横镞疾射削白处 。比赛获胜

名次是:射断柳干后驰马接断柳在手者 , 为优胜 , 断柳而不能接到手中者为次 。另外射中

非白处 , 或射中削白处却未断柳者 , 与未射中者一样均为负。这种节日竞技实际上是一种

很好的军事技术的训练 , 相沿成习 , 直至清末。至于骑马击球 , 是在马上执鞠杖 , 杖头如

偃月形 , 兵分两队争击 , 射门取胜 , 和现代马球相似 。

如今 , 南国的龙舟竞渡活动已经发展成国际赛事 。而北方 , 随着封建帝国的灭亡 , 原

属于八旗兵将的骑马竞技活动并没有传入民间 , 自然也就自消自灭 。古老的节日赛事已经

失传 , 使北方的端午缺乏应有的热烈气氛。如果有条件进行抢救 、 挖掘 、 整理 , 把射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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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球的竞技与北方民族的传统骑射民俗结合起来 , 或许有希望成为北方端午节两项大型的

节日竞技活动。

多年来报纸书刊上介绍端午节的来历时 , 总是只讲它是一个纪念楚国爱国诗人屈原的

节日 , 这未免过分片面地强调特定地方的纪念性内容 , 夸大地利用其政治性的功利目的。

结果 , 在相当长的年月里 , 几代人不了解端午节的真实内容和全民防疫健身的内涵 , 逐渐
失去了美好的传统文化记忆 , 从整体上冲淡并损害了一个全民共享的祝福祝寿 、企盼吉祥

的美好节日。对于像端午节这样的多民族全民节日 , 应当恢复它两千多年来的防灾祛病 、

祈求健康长寿的本来含义 , 抢救并保护其原汁原味的文化形态。和现代全世界范围防治

“非典” 、 “禽流感” 疫情的大规模活动比照起来 , 完美地保护端午节的优秀文化遗产 , 继

承和发展端午节文化向往国富民强的优良传统 , 使端午节为增强各民族人民身心健康发挥

巨大的鼓动作用 , 应该说是最有可持续发展和振奋民族精神的重大意义了 。

据了解 , 端午节作为抢救和保护的文化遗产项目 , 已经进入了国家保护工程计划的视

野。我们期待着早日实施这项抢救工作并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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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Theory of Hui Scholar Training

———With a case of Tian Fang Xing Li written by

Liu Zhi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J i Fang-tong
Abstract:Liu Zhi’ s research on Hui scho lars alw ay s begins wi th the view points of reli-

g ion and philo sophy . This article , however , starts w ith the view point of Hui schola r

t raining and looks at the Hui Scholar research in dif fe rent aspects so as to make up for it s

inadequacies. By comparing the dif ference between the mental theo ry and the t raining the-

o ry , the autho r thinks that they are the same as the t raining theory o f science. The tw o

are no t only similar to the thought , ca tego rization and function of the mental theory but

also to the content , order and realm of the t raining theory . In fact , Hui’ s religion and

science are tw o different cultures w i th dif ferent features.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the

t raining theo ry is a key point in the study of Hui Scho lars.

Key words:Hui scholars;mental theo ry ;t raining theory ;Gong Fu;taste ;communica-

tion (*P.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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