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端午诗词
端午是极富民族特色的传统

节日， 至今已有两千多年历史。

它的节俗活动丰富多彩， 诗情浓

郁， 不但在民间广为流传， 在过

去的皇宫中也颇受青睐。 而且，

由于皇家的特殊需要， 一些节俗

又有新的发展， 增添了一些新的

内容。 这一变化， 在唐代以后尤

为明显。

唐代宫廷中的端午习俗， 大

多已将原有的特定意义淡化， 演

变为一种以娱乐为主的活动。 如

唐宫中过端午也吃粽子， 粽子不

但品种多， 而且别出心裁。 唐玄

宗开元年间， 宫中就制作出一种

可供娱乐的“粉团” 粽子。 将

“粉团” 置于盘中， 再从稍远处

用小弓箭射击， 被射中者便可取

而食之。 因“粉团” 又小又滑，

较难射中， 玩起来比较有趣， 这

一游戏很快从宫中传至民间， 成

为广泛流传的端午习俗。

端午在唐朝已成为一个重要

节日， 皇帝也十分看重， 常常会

在这一天大赏群臣。 皇帝赏赐的

常用之物是扇子。 据 《唐会要》

记载， 贞观十八年 (644 年)端午

节这天， 唐?宗御笔亲题“鸾”

“凤” “蝶” “龙” 四个字于

“飞白扇” 上， 赐给司徒长孙无

忌和吏部尚书杨师道， 并说：

“五月旧俗， 必用服玩相贺。 今

朕各遗卿飞白扇二枚， 庶动清

风， 以赠美德。” 除扇子外， 服

饰、 食品、 药品等也可作为赠

品。 有一年端午节， 在朝中任左

拾遗的杜甫就得到一件唐肃宗赐

的夏衣。 杜甫在 《端午日赐衣》

一诗中写道： “宫衣亦有名， 端午

被恩荣。 细葛含风软， 香罗叠雪

轻。 自天题处湿， 当暑著来清。 意

内称长短， 终身荷圣情。”

宋代皇宫中的端午节过得更为

隆重。 据吴自牧的 《梦粱录》 记

载： 端午节前， 宫中专设的造办机

构要精心制作一些红纱彩金匣子，

匣中放着用菖蒲或通草雕刻的天师

御虎像， 四周围着五色菖蒲叶。 匣

中还放着珠翠做成的蛇、 蝎、 蜥

蜴、 蜈蚣等毒虫， 四周用专门降服

它们的菱叶及葵花、 榴花等花朵簇

拥着， 象征对它们进行剿灭。 皇帝

在这天按惯例赏赐大臣经筒、 符袋

等物品， 内装各式糖果、 金花、 巧

粽等， 意在禳毒消灾， 祈求平安吉

祥。 南宋偏安小朝廷端午节这天的

活动也很奢华。 据 《乾淳岁时记》

记载， 每至端午节， 宫内都要插食

盘架， 摆设供奉天师、 艾虎的山子

数十座， 还将五色蒲丝、 百草霜盛

在三层的大盒中， 里面装着珠翠、

艾草及葵花、 榴花等各种花朵， 以

及用珠翠做成的蜈蚣、 蛇、 蜥蜴、

蝎等毒虫。 这一天， 宫中还将插着

葵花、 榴花、 栀子等花的几十个大

金瓶环绕着殿阁摆放起来， 用以驱

毒去邪。 皇上这天要向后妃、 内

侍、 诸阁臣僚行赏， 赏赐的物品有

珍珠玉翠、 绫罗绸缎等。 从赏赐的

豪侈上也可看出， 当时的节俗已离

原来的纪念意义相去甚远。

元代宫中过端午， 受汉族传统

影响， 也举行庆祝活动， 除保留插

艾虎、 悬硃符、 赠画扇、 赛龙舟等

节俗外， 又增加了射柳和捶丸等新

内容。 射柳就是骑在马上用箭射柳

枝。 端午这天， 在祭拜过天地后，

宫中便进行射柳比赛： 先在广场上

插两行柳枝， 参赛者按尊卑长幼排

成几队。 比赛时， 参赛者骑马飞

奔， 用无羽簇箭射柳。 既射断柳枝

又能手接断柳飞驰离去者为上等，

只射断柳枝而不能接住断柳者为中

等， 射不断或射不中者为下等。 上

中等为胜， 下等为负。 那火爆场

面， 恰如明代诗人高启所写： “不

设画熊侯， 营前折条短。 一发万人

呼， 青青正中断。” 捶丸又称步打

球， 即徒步挥杖打球， 与现代打曲

棍球相似。 这两项活动在元代都比

较兴盛， 因而也成了端午节宫中娱

乐的重要内容。

明代宫中的端午节， 从五月初

一起， 一直过到五月十三日。 这期

间， 宫室的大门两旁都摆放着插有

菖蒲和艾蒿的花盆； 门上悬挂的吊

屏上， 画着天师、 仙子、 仙女执剑

降五毒的故事， 悬一整月方撤。 宫

眷内臣们也都穿上绣有五毒、 艾虎

的补子蟒衣， 用这种节日装束来向

“毒虫” 宣战。 到五月初五这天，

活动达到高潮。 午饭时， 宫中的眷

属臣僚都饮用朱砂、 雄黄、 菖蒲酿

制的药酒， 吃粽子和加蒜过水的温

淘面。 后妃宫女则佩戴艾叶， 身上

画着治病符， 兴高采烈地到后花园

观赏盛开的石榴花。

清代宫中的端午节习俗与明代

大同小异， 只是更为隆重热闹。 届

时， 各宫殿都挂起五毒吊屏， 门上

插着菖蒲棒， 房中贴着五毒符， 挂

着天师、 钟馗像； 皇帝及亲眷头戴

艾蒿， 腰佩绘有五毒和龙舟等图案

的荷包， 以此驱邪避恶， 祈求平

安。

这天的节俗活动， 最主要的是

登龙舟、 吃粽子。 一份清宫档案这

样记载雍正皇帝在圆明园过端午的

情景： 这天一早， 王公大臣便云集

勤政殿向雍正皇帝行叩节礼， 随后

陪同皇帝出宫到圆明园， 登上数十

艘龙舟， 在波平如镜的湖面上由东

海至西海畅游。 装饰一新的龙舟

上， 琴瑟声声， 锣鼓齐鸣， 场面十

分热闹。 雍正皇帝将蒲酒、 粽子等

分赏给群臣， 与之共食共乐， 直到

傍晚才返回宫中。 再一项活动就是

赏赐朝臣。 端午这天， 皇帝照例要

把羽扇、 食品、 药物、 茶叶等赐给

大臣们。 另外， 宫中这天还用演戏

来庆贺节日。 演出的剧目主要有

《阐道除邪》 《灵符济世》 《怯邪

应节》 《采药降魔》 《奉敕除妖》

等， 热闹有趣， 进一步活跃了节日

气氛。

（来源： 齐鲁晚报、 诗词名句网）

《端午日赐衣》

[唐] 杜甫

宫衣亦有名， 端午被恩荣。

细葛含风软， 香罗叠雪轻。

自天题处湿， 当暑著来清。

意内称长短， 终身荷圣情。

《竞渡歌》 (节选）

[唐] 张建封

五月五日天晴明， 杨花绕江啼晓莺。

使君未出郡斋外， 江上早闻齐和声。

使君出时皆有准， 马前已被红旗引。

《端午日》

[唐] 殷尧藩

少年佳节倍多情， 老去谁知感慨生。

不效艾符趋习俗， 但祈蒲酒话升平。

鬓丝日日添头白， 榴锦年年照眼明。

千载贤愚同瞬息， 几人湮没几垂名。

《乙卯重五》

[宋] 陆游

重五山村好， 榴花忽已繁。

粽包分两髻， 艾束著危冠。

旧俗方储药， 羸躯亦点丹。

日斜吾事毕， 一笑向杯盘。

《端午即事》

[宋] 文天祥

五月五日午， 赠我一枝艾。

故人不可见， 新知万里外。

丹心照夙昔， 鬓发日已改。

我欲从灵均， 三湘隔辽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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