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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本报记者 郝河庆

“现在很多年轻人都不知道
了，这是我市过去民间广为流传
的习俗：女孩掉床爱生病、男孩
掉床爱生赖，所以掉床孩子的家
人，就用100个麦粒串起来，套
在孩子的脖子上，找100个路人
咬掉，为孩子祈福。”6 月 18
日，我市民俗专家孟巍坚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表示。

6月 18日下午 2时许，在市
区泰山路与人民路交叉口，一名
年轻妈妈一手拉着小推车，一手
为抱着女儿的儿子打着伞，在雨
中寻找行人咬麦粒。

攀谈中，这名年轻妈妈告诉
记者，儿子今年 13岁了，小女
儿才两岁。6月18日早上，小女
儿在家里睡醒后，翻身掉下了

床，立刻大哭起来。随后，婆婆
赶了过来，一边哄女儿，一边很
是郑重地说：“今天是端午节，

小孩子掉床不好，一定要串 100
粒麦粒套在脖子上，让路人咬掉
为孩子祈福！”

“我跑到农贸市场买了 100
个麦粒，用温水泡软之后，费神
费力地串了起来。这不，从下午
一点半开始，让儿子抱着女儿，
我们打着伞在马路上逢人便让帮
忙，这才咬掉20粒。”这位年轻
的妈妈说，“婆婆说有这习俗，
虽然我有些不理解，但想着对女
儿好，咱就试试。”

“漯河有这习俗吗？有什么
来历吗？”记者采访了我市民俗
专家孟巍坚。据孟巍坚老人介
绍，这一习俗在漯河由来已久，
不过现在很多年轻人不知道。民
间有一种说法，就是农历五月是
毒五月，小孩子掉床要串100粒
麦粒然后让人咬掉为孩子祈福。

□文/图 本报记者 王 辉
李林润

端午节，除吃粽子、赛龙舟
外，人们还有佩戴香包的习俗。
家住市区新风胡同原一针家属院
一号楼一楼东的苏莲庆老人，就
喜欢给家人和邻居做香包，希望
小小的香包能给大家带来平安、
快乐和幸福。

虽然已是九旬高龄，听力还
不好，但苏莲庆老人手上很灵
巧，缝制的香包形态各异，香气
扑鼻。由于做香包做出了名，街
坊邻居们都叫他香包爷爷。

巧手爷爷 缝制香包30余年

6月17日，记者来到苏莲庆
老人家中。这是一套老式的楼
房，他和老伴王惠珍两人居住。

苏莲庆老人退休之前，在原
一针厂上班，干的是美工设计的
活，这也是为啥他缝制出来的香
包图案美观、做工精细的原因之
一。

“上班的时候没空缝香包，
也 是 在 退 休 之 后 才 开 始 缝 制
的。”苏莲庆对记者说，最开始

他看到街上有人卖的香包，手工
制作的质量比他的差多了，于是
每年在端午节前，就自己动手缝
制，至今已经缝制香包30多年。

“机器做的香包，有些里面
填充的是香精，既不利于健康又
不能长久保持香味。”苏莲庆老
人告诉记者，他用的香料都是自
己去药店精挑细选的，有檀香、
茴香、甘草、艾草等。

“最开始制作的香包也卖，

但我的目的不是为了挣钱，完全
是出于兴趣，是生活的一种消
遣。”苏莲庆老人说，从十几年
前开始，他就不再卖香包了。但
是，每年端午节前，他还是会缝
制一些送给家人和邻居。一些老
邻居去北京、香港住后，还念念
不忘他的香包，回家探亲还登门
求“包”。

家中遍挂香包 满屋飘香

在苏莲庆老人的指引下，记
者参观了他的家。

只见卧室的墙上、客厅的墙
上，挂满了花红柳绿的香包，天
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
既有传统造型的“十二生肖”、

“团团圆圆”、“长命锁”、“平安
扇”、虎头、绣球等，还有卡通
版的“福娃”、“圣诞老人”等，
更有代表美好寓意的“龙凤呈
祥”、“鸳鸯戏水”等香包。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萌萌
哒”的小挂件。

这些香包都是苏莲庆老人一
针一线缝制出来，有的还是去
年、前年缝制出来的，但依然香
气扑鼻。

苏莲庆老人说，他缝制的香
包，材质全部是绸缎。造型是他
自己做的，做好后用绸缎缝上。
工具用的是绣花针，有些针鼻小
得只有一条缝。缝好后，再绣上
亮片、吊穗和珠串，颜色鲜艳，
形态各异。

“现在老了，眼神也不比以
前了，现在缝制一个香包得花费
好几个小时。”苏莲庆老人说，
缝制香包对他来说，一方面是一
种兴趣爱好，另一方面也饱含了
他对老手艺的传承。

“端午节传承了几千年了，
我相信缝制香包的手艺也会代代
相传下去。”苏莲庆老人信心十
足地说。

□文/图 本报记者王辉

五月五，正端午。
6月18日是端午节。当

天早上，虽然下着雨，但是
市区各菜市场里热闹非凡，
不少市民起了个大早，赶到
菜市场购置粽子、糖角、菜
角等端午节特色食品。

在市区辽河路沟张农贸
市场门口，卖粽子、糖角、
菜角的商贩从早上5点多就
支摊做起了生意。

“端午节早上都兴吃粽
子、糖角、菜角，一家人聚
一块，高高兴兴吃顿早餐，
也算是过节了。”市民张先
生告诉记者。

□文/图 本报记者 尹
晓玉 姚晓晓

6月18日是传统的端午
节，市民们在忙着包粽子、
煮鸡蛋的同时，买新鲜的艾
叶挂门上这个习俗也一直保
留着。

端午节当天，记者来到
市区辽河路一市场发现，卖
艾叶的摊位前，很多人正在
挑选。“两块钱一把，剩的
不多了，拿一把吧！”卖艾
叶的商贩招呼着前来购买的
市民。“一周前我们就开始
卖艾叶了，但今天是端午
节，就数今天生意好，早上
六点多就有人来买艾叶了，
有的是回去挂门上驱赶蚊蝇
的，有的是泡水用来洗脚
的。”摊主赵女士说。

在购买艾叶的市民中，
记者发现周女士一下子购买
了9把艾叶。

“去年的端午节，我家
门口的艾叶就是邻居给挂上
去的。之前从来没有买艾叶
的习惯，今天来买菜，刚好
遇到，就多买点，回去给楼
道里的邻居家门口一户挂一
把，价格也不贵，邻居看见
也高兴。”说着，周女士就
抱着艾叶离开了。

清明插柳，端午插艾。
端午节在门前插艾叶，

可驱鬼辟邪招百福。那么，
除了求吉祥，艾叶还有什么
作用？副主任中医师原文涛
告诉记者，艾叶的香味，可
驱蚊蝇、虫蚁，净化空气。
中医学上以艾入药，有理气
血、暖子宫、祛寒湿的功
能。“最简单的，用艾叶煮
水泡脚，可祛火，能缓解甚
至治疗口腔溃疡、咽喉肿
痛、牙周炎、中耳炎等头面
部反复发作的疾病。”原文
涛说。

不是为了挣钱，完全出于兴趣

九旬老人 手工缝制香包30余年

苏莲庆老人及其手工制作的香包苏莲庆老人及其手工制作的香包。。

苏莲庆老人制作的虎头香包苏莲庆老人制作的虎头香包。。

端午节到 艾叶走俏

市民选购艾叶市民选购艾叶。。

菜市场里 端午节味浓

制作糖角制作糖角、、菜角等端午节特色食品菜角等端午节特色食品。。

孩子掉了床 请人咬麦粒

请人咬麦粒的母子三人请人咬麦粒的母子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