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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节可以互祝“快乐”吗？

众望所归的时代倡议

■新华时评

■廖省：林越

x

今年6月10日，恰逢农历
五月初五端午节，端午与春
节、清明、中秋被称为华人四
大传统节日，有着非常悠久的
历史。近来文友们赋诗缅怀，
感慨万千；群组里互相祝贺，
热闹非凡。与往年一样，互联
网上又再出现“端午节快乐”
可不可用的争议；有的认为

“端午安康”已是约定俗成，但
另一部分援引古籍典故，认为

“端午快乐”不应被排斥。
我本人多年来是以“端午

安康”致意的，但并非不接受
“端午快乐”。只因考虑到
2015 年端午节前微信热传：

“端午节是个祭祀节日，这天
伍子胥投钱塘江，曹娥为救父
投江、屈原投汨罗江。端午节
千万不能互祝快乐！你知道
吗？”文章还援引“非遗专家杨
广宇”的说法，称端午是祭祀
节日，不适于“互祝快乐”，所
以避免让亲友们感到为难。

当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

授张颐武随即连发微博质疑
“端午节不能祝他人快乐”的
传言。他说：“其实端午和清
明不太一样。虽然纪念屈原，
但也有祛病祝吉祥，让大家快
乐的意义。”并援引歌谣“五月
五，是端阳，门插艾，香满堂；
吃粽子，洒白糖，龙舟下水喜
洋洋”驳斥道，这有什么不能
快乐的？乐观开朗是这个节
日的应有之义，无须太拘泥。

此外，他还引用晏殊的
《端午诗》、唐玄宗《端午三殿
宴群臣》诗的序，来印证“许多
古人诗文都讲到欢喜快乐过
端午”。多位专家认为，祝他
人端午快乐，完全没问题。一
些传统节日在历史过程中被
附加了带有倾向性的事件，比
如“屈原投江”这种悲壮的情
节。

对于“非遗专家杨广宇”，
张颐武表示“这个专家无从了
解，百度了也不知其人”。媒
体在网上搜索，也未能找到

“非遗专家杨广宇”的个人资
料及其他言论。大家努力考

查后，只找到一位上海交大研
究生物学的杨广宇，另一位是
武汉大学研究数学的杨广宇，
但就是没有研究历史学或者
民俗学、人类学的“杨广宇教
授”，显然只是一个网络谣言。

《潍坊日报》于 2022 年 6
月3日报道，民俗专家王娟称，
北方很多地方端午也是“小女
儿节”，完全可以互祝快乐。
还有多位学者解析，端午本不
是一个祭祀性的节日。至于
纪念屈原、伍子胥等历史人
物，是先有传说故事还是先有
节日，学界仍有争论。况且，
纪念古人的习俗，只是端午节
习俗和文化内涵的一部分，所
以应该可以互祝“快乐”！

广州《羊城网》于去年 6
月 28 日称，端午节的起源是
不是为了纪念屈原投江呢？
上世纪初就有不少中国学者
研究过这个问题。闻一多先
生在《端午的历史教育》、《端
午考》、《屈原问题》等几篇文
章中，认为端午节应起源于南
方吴越民族部落祭龙的习俗。

后来的民俗学者也对端
午节的起源提出过适应季节
说和驱疫避邪说。总的来说，
学者们认为包粽子和赛龙舟
这些端午习俗是早于屈原的
时代就有了，至于纪念伍子
胥、孝女曹娥等传说，是后人
的穿凿附会。端午和很多历
史悠久的节日一样，伴随时代
背景和生态环境的改变，而被
不断修改，文化意涵也随之改
变，这也是端午的主题不断更
换的原因。

回顾 1963 年，香港秦兴
书局出版黄石先生的《端午礼
俗史》。书中提出，端午节如
涓涓之水发源于远古时代的
夏至日，三代汇为川流，秦汉
扩为河，唐宋纳百川而成湖
海。

端午节源于夏至说闻世
后，学者从更广泛的视野去研
究。1983 年，刘德谦先生的

《端午始源又一说》认为端午
来自夏、商、周时期的夏至，提
出端午节中“斗百草”“采杂
药”等与屈原无关。并提出其

他理由：首先，权威性的《荆楚
岁时记》未提到五月初五吃粽
子的节日风俗，却把吃粽子写
在夏至节中。至于竞渡，隋代
的《玉烛宝典》把它划入夏至
日的娱乐活动，不一定是为了
打捞伟大诗人屈原。《岁时风
物华纪丽》对端午节的第一个
解释是：“日叶正阳，时当中即
端午节正是夏季之中，故端午
节又可称为天中节。”

2006 年12 月在韩国首尔
举办的国际学术会上，中国社
科院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所的
研究员何星亮先生，再度完善
夏至说的证据，提出端午节即

“夏至”，得到国际专家认可。
在屈原投江后两千多年

的历史，典籍中找不到端午节
只能表达安康而不能表达快
乐的记录。相反，唐玄宗《端
午三殿宴群臣探得神字并序》
写道：“叹节气之循环，美君臣
之相乐。”杜甫《端午日赐衣》
诗曰：“宫衣亦有名，端午被恩
荣。细葛含风软，香罗叠雪
轻。”

苏东坡《浣溪沙·端午》
词：“轻汗微微透碧纨，明朝端
午浴芳兰。流香涨腻满晴
川。”陆游《乙卯重五诗》诗：

“重五山村好，榴花忽已繁。
粽包分两髻，艾束著危冠。”敦
煌出土的《端午相迎书》写道：

“喜逢嘉节，端午良辰，献续同
欢，传自荆楚。”《贺端午献物
状》：“端午良辰，辄申续寿之
仪，用贺延长之庆。”都表达开
心喜庆的祝贺。

退一步说，如果端午节时
真想“祭祀屈原”，可以继承

《离骚》《天问》《九歌》的精神
做些有益于国家、人民的事，
而不是纠缠在“不可以快乐”
的牛角尖。然而现实是，劝学
总是要比“追捧”来得更费劲
更困难，而“辟谣“似乎不如谣
言传得更快速更广泛。

想起弘一法师的开示：
“所得所不得，不如心安理
得”。端午祝贺“快乐”或“安
康”，都是一杯雄黄；共浴龙湫
水，喜闻粽飘香。蘸红糖吃了
几个碱粽，参悟“心安理得”。

新华社北京6月10日电
题：众望所归的时代倡议——
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的时代
意义系列评论之一

新华社记者谢彬彬
近日，第 78 届联大协商

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设立文
明对话国际日决议，并将6月
10 日设立为文明对话国际
日。在多重危机挑战交织叠
加，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
的当下，文明对话国际日的设
立推动世界聚焦文明对话议
题，促进不同文明间增进交
流、和睦相处，可谓正逢其时、
众望所归。

环顾当今世界，人类社会
再次来到历史的十字路口。
随着地缘政治矛盾升温，地区
冲突此起彼伏，和平赤字、安
全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
有增无减，人类共存面临多重
挑战。找到文明和谐共处之
道，成为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
课题。2023年3月15日，中国
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全球文
明倡议，向世界发出深入推动
文明交流互鉴、促进人类社会
文明进步的真挚呼吁，得到国
际社会积极呼应。此次联大
关于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的
决议，充分体现了全球文明倡
议的核心要义。联大决议强
调，所有文明成就都是人类社
会的共同财富，倡导尊重文明

多样性，突出强调文明对话对
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
展、增进人类福祉、实现共同
进步的重要作用，倡导不同文
明间的平等对话和相互尊重，
这些理念都与中国主张相呼
应。

联大决议通过后，14个国
家参加决议核心小组，83个国
家参加联署，充分表明全球文
明倡议顺应时代潮流、契合时
代需求，中国理念和中国方案
正越来越多地成为国际共
识。叙利亚政治问题专家马
希尔·伊赫桑认为，联大通过
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的决议，

“体现出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
倡议正不断落地生根，转化成
更多服务于全人类的公共产
品”。

如何对待不同文明，事关
人类文明进步，事关世界和平
发展。文明之间要对话，不要
排斥；要交流，不要取代。唯
有平等包容的文明对话交流
才能消除歧视偏见、增进理解
信任。不同国家、不同民族、
不同文明之间，你了解我，我
懂得你，道理就会越讲越明
白，事情就会越来越好办。中
方倡议联大设立文明对话国
际日，就是要充分发挥文明对
话对于消除歧视偏见、增进理
解信任、促进民心相通、加强
团结合作的重要作用，为人类
社会团结应对共同挑战注入
正能量。泰国泰中“一带一

路”研究中心主任威伦·披差
翁帕迪认为，决议的通过体现
出各方在尊重文明多样性方
面存在重要共识，文明对话国
际日的设立在推动人类文明
交流互鉴、世界和平发展的进
程中具有重大意义。

面对气候变化加剧、生物
多样性遭到破坏等全球性挑
战，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
对，需要各国同舟共济、通力
合作，通过文明交流互鉴凝聚
共识，从不同文明中寻求智
慧、汲取营养，寻找化解之
道。为此，各方应根据联大决
议规定，倡导尊重文明多样
性，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重
视文明的传承和创新，积极推
动人文交流与合作，实现人类
文明共同繁荣进步的美好愿
景。

在各国前途命运紧密相
连的今天，不同文明包容共
存、交流互鉴，在推动人类社
会现代化进程、繁荣世界文明
百花园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
用。面对共同挑战，人类只有
和衷共济、和合共生这一条出
路。

在前进的道路上，中国将
与世界各国一道，以文明交流
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
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
文明优越，在包容“不同”中寻
求“共同”，在尊重“差异”中谋
求“大同”，携手谱写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

——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的时代意义系列评论之一

今年 6 月 6 日 559 期的
《东盟文艺》，刊载了莎萍先生
的五首小水滴。

这期发表的五首小水
滴，和以往发表过的小水滴诗
作，具有很大的差异，表现手
法神奇，首首精彩，给人留下
极其深刻的印象。值得广大
读者关注。

一、《有些人》
第一首小水滴《有些人》

共 6 句。诗短小而内涵精
深。诗人写了两种人天差地
别的人生观。

诗人运用了鲜明对比的
表现手法。其中一种人，活着
行善积德一心为公；另一种
人，则为了个人的名利。诗结
尾写,盖棺定论，前者，死后名
留千古,并载入史册中。而后
者，为历史所抛弁。

在写作技巧上,诗人运用
了鲜明对比的表现手法，突出
地肯定了活着.行善积德,一心
为公者,留下了巨大的历史价
值。

诗结尾，诗人有意识地号

召人们，活着要多从事公益,
为人类的进步事业，作出更大
的贡献

二 、《海》
第二首小水滴《海》共10

句。
诗中，诗人运用了递进的

表现手法。先写海的深浅颜
色，接着写海包容的特性，最
后才写海能载舟也能覆舟的
威力及其无私无情的本性。

我看，诗人不是单纯写
海，其实间接写人民大众。人
民大众同样有着宽容的特性,
也有无穷的威力。这使我联
想到最近的台湾局势。民进
党及其头头,只要承认台湾是
中国的领土、一个省。中国人
民政府是包容寬大的,可以和
民进党领导一起坐下来进行
和平谈判，解决和平统一向
题。

中国人民政府还警告，民
进党头头赖清德,若一意孤行
投靠美日势力，必然遭到"覆

舟"的命运。
三、《夜》
第三首小水滴《夜》共 8

句。
我看,《夜》这首小诗，在

五首中写得最精彩。诗人成
功地运用了语言生动形象的
表现手法，给我留下报其优美
而又深刻的印象。

诗曰:"黄昏刺伤了夕阳/
血染红了西边天上/夜慌茫拉
起黑色的帷幕/散落了满天的
星星和月亮"这是多美的诗句
啊！

诗人黄昏入夜的描写，组
成一幅无比美丽的图景,使人
看见"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而且在字里行间，流露了活灵
活现神奇之感。其中所用的
动词"刺伤"、"血染红了"、"拉
起"、"散落"用得恰到好处。

又第二节,诗人.所描写的
夜色别有洞天。诗曰:"梦来
了有人开始忘记自己/巷口的
街灯瞪着眼睛探望/谁能读懂

自己就不会/似灯蛾对着光晕
乱撞"诗人描写的夜多迷惑
人！同样运用的动词"瞪着"、
"乱撞"，用得十分贴切，而且
富有拟人的意味。这里暗示
人们，夜里也要有警惕之心。
否则随时还会有危险。夜对
人是个挑战。

我认为《夜》是一首精
品。不管在思想内涵或写作
技巧,都富有特色，值得学习
和切磋。

四、《火车》
第四首小水滴《火车》共8

句。采用了含蓄意象的表现
手法。

第一节写火车出发前的
情景；第二节/写火车抵站的
情景。

诗开头写月台。离别者
和送别者来到月台，彼此依依
不捨有的甚至流下悲伤的眼
泪, 道出声声叮咛、祝福。直
到火车的苗声鸣响。

诗人意象地写出彼此内

心的惆怅。
第二节，写火车入站，离

别者即将走向新的岗位，满怀
新的期待。

可见，诗人不是单纯写火
车，更重要的是写人,离别者
和送别者的内心思想感情。
其间诗人运用了意象的描
写。意，是指诗人的审美意识
和人格情趣；象，是指审美客
观的物象。

诗中，诗人通过月台写了
"泪滴和亲情"；通过火车笛声,
写了内心的惆怅；通过轨道，
意象写抵站的期待。

总之人生就是一条漫长
的旅程。有诞生.有离别、有
重逢、有相会.....其间交炽着
喜悦、流泪、惜别、盼望、欢笑、
痛苦.....

诗人有意识地要人们，珍
惜人生，热爱生活，敢于和困
难斗争，牢记父母、长辈的寄
托和期望。做个对社会、国家
有用的人才

五、《蝉》
第五首小水滴《蝉》共8句。
诗人运用了象征比喻的

表现手法。
诗题《蝉》。蝉一种昆虫，

雄的腹部有发声器，能连续不
断发出尖锐的声音。幼虫生
活在土里,吸食植物根的汁
液，成虫刺吸植物的汁。

蝉的幼虫变成虫时，蜕下
的壳,可入药。

由於蝉发出的声音:"知
了，知了"因此称为"博士"，它
自鸣清高,以为什么都懂。

世间，像蝉一样的人大有
人在，往往就是一窍不通

第二节，写自高自大的
人,一贯很不 谦虚，总是高高
在上。

诗结尾:"穷一生所有.只
能成为蝉壳入药。"诗告诉我
们，做人要谦虚谨慎。凡事不
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

即使是个聪明人、智慧者
也得脱下骄傲的外衣，表现得
谦虚一些。

可见，这首小水滴《蝉》不
仅写蝉,更重要的是,讽刺了一
种自鸣清高,自高自大的人。
具有高度的教育意义。

手法神奇手法神奇 首首精彩首首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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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诣不凡的印华诗坛前辈造诣不凡的印华诗坛前辈
——喜读诗人钟逸佳作《诗人节谈诗》

■巴厘：意如香

钟俊仪（钟逸）宗亲，
是苏北棉兰的诗坛前辈，
与江恭沈、戴俊德、平鸣、
雨村等，属同一时代。当
时 我 在 棉 中 读 初 中 与 高
中，后在母校棉华中学执
教，对钟逸宗亲等的诗作，
早已耳熟能详、敬佩不已，
经常从棉兰华文报民主日
报、苏门打蜡日报，以及后
来的好报、讯报等，拜读品
味他们的古诗词佳作，我
当时对古诗词一窍不通，
却也因受钟逸宗亲等对中
华古诗词的热爱，而深受
感染影响。也深受棉中老
师 沅 若 辛 、林 光 荣 、李 炯
安、马素珠等语文教师的
精心培养所熏陶，让我从
小就萌发了对中华传统文
化的追求热爱。可以说是
拜托了钟逸宗亲等的诗文
启蒙，让我至今对中华文
化学习追求不舍。

在此特向尊敬的宗亲
致以亲切的致意问候，愿
您能继发挥特长，进一步
把《硕河桥》唱和诗祖，多
多给予提携指导，让后起
之辈，沿袭您们开辟的中
华古诗词的脚印，迈开大
步前进，让唱和诗永远唱

响在千岛大地上，永放中
华古诗词光芒。

如今喜读钟逸宗亲发
表在《硕河桥》的佳作《诗
人节谈诗》，更惊讶于宗亲
的诗词造诣，不愧是出道
较早的苏北棉兰诗坛佼佼
者，所论述关于古诗词的
见解不凡，诚是富有独特
品味的诗坛高手，不同凡
响 ，再 次 令 我 由 衷 敬 佩 。
中国经典古诗词，是一门
精深难懂的古典精品，没
有下一番苦功，要准确掌
握平仄押韵的古诗词，谈
何容易，但一旦学而入门，
却能让人学而不舍放手，
而紧紧跟随古人的脚步，
对古诗词玩味无穷了。这
就是古诗词深深吸引人的
秘诀所在，是中华古文明
博大精深的文化品味，学
而不倦，乐而不舍也！

当 下 印 华 文 坛《硕 河
桥》期刊倡导的唱和诗，一
石激起千层浪，吸引了印
尼各地近四十位老文人，
纷纷加入唱和，也即刻引
起 各 家 华 文 报 的 高 度 重
视，纷纷第一时间予以转
载刊登，使得沉寂已久的
中华古诗词，从新在千岛
大地上唱响起来。但无可
否认，除少数几位有造诣

前辈文友的诗作，比较符
合中国古典诗词的韵味，
平仄押韵较为工整外，一
般新手作者的唱和诗，内
容虽然都能紧随时局，与
时俱进，但离古诗词的用
词高雅，韵味盎然，尚还欠
缺 那 么 一 点 点 的 意 境 高
华，以及能让人琅琅上口
的诗词吟唱的高境界。当
然要达到此一高境界，尚
需诗坛前辈们如钟逸、许
箐栽等的不惜指点批评，
以激励诗坛新手们虚心学
习，勇攀高峰，进入佳境就
有待假以时日了。

印 华 文 坛 是 需 要 提
倡健康的文艺批评，对唱
和诗的批评指点，尤为必
要，我们还需多多学习平
仄押韵，多多学习对仗工
整 ，多 多 学 习 古 典 词 汇 ，
多 从 经 典 著 作 里 吸 取 养
分，但愿钟逸宗亲长与许
箐 栽 学 长 ，能 多 加 关 注
《硕 河 桥》唱 和 诗 祖 的 健
康发展，您们的诚心有益
指 点 ，多 多 发 表 评 点 作
品，必能让唱和诗友获益
匪浅，以便达到大家的共
同提高，铸造对古诗词永
恒的热爱，功莫大焉！是
为 一 员 唱 和 诗 友 晚 辈 的
殷切厚望！拜托！拜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