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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清明插柳，端午插艾。”明天又到端午节。
然而，说到端午节，不得不说说“艾草”，因为艾草，在民间应用最广泛的

当是端午节的时候。艾草，又名艾、家艾、艾蒿，是菊科植物。它的茎、叶都含
挥发性芳香油。它所产生的奇特芳香可驱蚊蝇、虫蚁，净化空气。中医学上
以艾入药，有祛风湿的功能。而民间也有熏蒸艾草，治疗风湿病的偏方。

据了解，端午节是自古相传的“卫生节”，插艾和菖蒲是有一定防病作用。端午时节，将家中打扫
干净，再将艾叶和菖蒲插于门楣或悬于堂中，是一项很古老的端午习俗。另外，端午节所佩戴的香
囊，也主要是将艾叶、榴花、朱砂、香药、雄黄缝制在精美的丝布内。其味道清香宜人，对蚊虫而言则
是致命的气味。用丝线相系佩戴在身上，既可作为一件佩饰，又可起到辟邪驱瘟的作用。

有关专家说，端午插艾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艾草可以杀除和抑制病原微生物的生长繁殖，千百年
来，每逢端午节，家家户户都要在门前悬挂艾草，而艾草也伴随着各种优美的传说，成为中华
民族传统节日里必不可少的一个美好见证物。 晚报记者 董子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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