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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版面，您是主角
身边发生的逸闻趣事烦恼悲伤，想找人说说，我们倾听。

拍的照片、画的漫画、写的博客，尽管发来。

请拨本报热线67659999
请加上本报QQ407659842 群号7738277、87496334
稿件、图片请投入本报邮箱：cjy@zzwb.sina.net

QQ主题聊

本周群主 李丽君

□晚报记者 李丽君 实习生 孟丽君

知道吗，昨日是中国的传统节日“姑姑节”，
但记者调查发现，知道这个节日的人可谓少之
又少。这个节日从何而来？该怎么过？有什么
习俗？这引起晚报众网友的极大兴趣。

“姑姑节”，很冷门
郑州晚报：今天（7月27日）是姑姑节，大家

知道不？
愛就愛暸：不知道，没听说过啊。
夏天好冷：每年的六月六是我们村的庙会，

姑姑节还是第一次听说。
钱多多：什么是姑姑节？不会是姑姑的节

日吧，有没有舅舅节啊，男士的节日太少了。
墨迹：有母亲节，父亲节，姑姑节我还是第

一次听说，这种节日一般都是老人过过，现在的
年轻人都不清楚！

该放弃就放弃：这个大部分人可能都不知
道吧，我以前听姥姥说过，就是不知道什么意
思，是不是每逢六月六把姑姑接回来啊？

轻舞飞扬：我说今天婆婆怎么打电话要我
回家，说我老公的姐姐来了,不知道是不是这
事？我问有事没，她说没事。

傲霜：可能你婆婆知道姑姑节。
轻舞飞扬：现在的节日太多了，一不小心俺

又过个节。

这个节日，历史长着呢
小籽：姑姑节就是“六月六，请姑姑”。过

去，每逢农历六月初六，农村的风俗都要请回已
出嫁的老少姑娘，好好招待一番再送回去，这样
就能保佑一年平安无事。

该放弃就放弃：“姑姑节”是这样来的，相传
在春秋战国时期，晋国有个宰相叫狐偃。他是
保护和跟随文公重耳流亡列国的功臣。每逢六
月初六狐偃过生日的时候，总有无数的人给他
拜寿送礼。就这样狐偃慢慢地骄傲起来。时间
一长，人们对他不满了。但狐偃权高位重，人们
都对他敢怒不敢言。

狐偃的女儿亲家是当时的功臣赵衰。他对
狐偃的作为很反感，就直言相劝。但狐偃听不
进苦口良言，当众责骂亲家。赵衰年老体弱，不
久因气而死。他的儿子恨岳父不讲仁义，决心
为父报仇。

第二年，晋国夏粮遭灾，狐偃出京放粮，临
走时说，六月初六一定赶回来过生日。狐偃的
女婿得到这个消息，决定六月初六大闹寿筵，杀
狐偃，报父仇，并把计划告诉了妻子。

从此以后，狐偃的女儿整天心惊肉跳，她恨
父亲狂妄自大，对亲家绝情。但转念想起父亲
的好，亲生女儿不能见死不救。她最后在六月
初五跑回娘家告诉母亲丈夫的计划。

六月初六寿筵上，狐偃说：“老夫今年放粮，
亲见百姓疾苦，深知我近年来做事有错。今天
贤婿设计害我，虽然过于狠毒，但事没办成，他
是为民除害，为父报仇，老夫决不怪罪。女儿救
父危急，尽了大孝，理当受我一拜。并望贤婿看
在我面上，不计仇恨，两相和好！”

为了吸取这个教训，狐偃每年六月六都要请
回闺女、女婿团聚一番。老百姓纷纷仿效，也都
在六月六接回闺女，应个消仇解怨、免灾去难的
吉利。年长日久，流传至今，便成为“姑姑节”。

叶县有个蚂蚁节？
郑州晚报：六月六还是什么节日？
来来往往：我家是平顶山叶县的，我们不叫

六月六，叫“绿月绿”这个音，这一天是蚂蚁节，
吃饭都喂蚂蚁一点。小的时候这一天家里总是
焙焦馍，吃的时候就掉一些渣让蚂蚁吃。

冰雨：在古代，农历六月初六还是另外一个
节日，叫“天贶（贶：kuàng，赠，赐）节”。此节起
源于宋代。宋真宗赵恒是一个非常迷信的
皇帝，有一年六月六，他声称上天赐给他一
部天书，并要百姓相信他的胡言，乃定这天
为天贶节。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在的“天贶
节”已失去原来含义，而晒红绿的风俗尚存
（家家户户翻箱，把四季穿用衣服拿出来，
挂在绳上，搭在树枝上暴晒，红红绿绿，所
以叫“晒红绿”）。又称“六月六”、“回娘家
节”、“虫王节”等。

默默：好像在少数民族地区六月六过节的
较多，也很丰富。

冰雨：是的，他们同样举行具有自身民族特
点的各种活动。

□晚报记者 汪永森 董洪刚/文
晚报记者 白韬/图

“枸树老朽折断，正好砸在小区电线上，现
在居民来来往往的，情况很危险。”昨日，汝河路
办事处巡防队致电本报，桐淮小区一棵至少
生长了 20 多年的枸树树干被虫蛀空折断，
给居民出行安全带来威胁，希望有关部门尽
快将其移走。

记者随即与中原区绿化队取得联系，工作
人员表示桐淮小区内枸树的产权单位为六冶公
司，并不归他们。“枸树既然归我们处理，我们就
不会让它伤到居民，估计下午就能把它移走。”
中午，一名自称六冶公司工作人员的男子到场
察看了枸树倒下后的情况，表示将向公司请示对
其进行移除。 线索提供 李红跃

父亲节母亲节，还有一个姑姑节
就是昨天，农历六月初六

网友说，这一天在平顶山叶县还叫蚂蚁节

站累了，请移走我吧

枸树：桑科枸树属中的一个种，多年生
落叶乔木。古名楮，又名谷浆树，树皮为造纸
的原料。枸树分布于中国黄河、长江和珠江流
域地区；也见于越南、日本、朝鲜等国；欧洲及
美洲东部有少量栽培。果称楮实子，与根皆可
入药，有补肾利尿，强筋骨的功效。嫩叶可喂
猪。枸树能耐二氧化硫、氟化氢和氯气等，适
宜在有气体污染的工矿区做绿化树栽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