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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说仙界有个野神贪恋嵩山
千年人参灵芝，下凡盗采。被山
民驱逐。野神向玉皇谗言，嵩山
人心邪恶。玉皇不辨真假，命太
白金星到嵩山降灾。

太白金星到嵩山实地勘察，发
现与野神所言大相径庭，为拯救嵩
山民众，遂道出实情，要求大家在
家门头上插上几枝艾蒿，则百毒不
侵，免除灾难。太白金星话里有话
地说：“逢‘爱’免灾，有‘爱’不死。”
这个习俗一直沿袭到今天。

据了解，“艾蒿”属于菊科多年
生草本植物，茎直立，叶的背面呈青
白色，正面淡绿，生有茸毛，会散发
出一种特殊的浓郁香气。用艾蒿来
治病，我国很早就有记载。《孟子》一
书中，就有“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
的说法。到了夏季，把晒干的艾蒿
拧成“艾绳”，或做成“艾棒”，在蚁蝇
较多的时候点燃烟熏，既可用于消
毒，又可驱除蚊蝇，保持室内清净。
嵩山的“艾”又与别处不同，由于特
殊的土质，使得这里生长的艾蒿香

味浓郁，药用价值也更高。特别是
野生的，晒干以后，可以直接入药。

相关链接
天中节：唐宋时期，道教阴阳

术数谓五月初五午时为“天中”，
故而端午节即为“天中节”。

菖蒲节：古人认为“重午”是
犯禁忌的日子，此时五毒尽出，因
此端午风俗多为驱邪避毒，如在
门上悬挂菖蒲、艾叶等，故端午节
也称“菖蒲节”。

门头插艾端午节 美丽传说在嵩山

农 历 五 月 初
五，又叫重午、重
五、端阳节、天中
节、菖蒲节，是我
国传统的端午节，
登封民间多叫五
月端午。
见习记者 张朝晖/文
实习记者 刘会宾/图

除了纪念屈原外，登封民间端
午节风俗和避邪有关。当天人们
到野外采摘艾草、菖蒲、青麦、车前
子、猫猫眼、翻白草、燕麦、青皮核
桃等，到河边地里逮癞肚子蛤蟆。

艾草、菖蒲都要插在门窗上，以驱
邪避瘟，谓之“蒲剑”、“艾虎”。猫
猫眼、青麦、车前子、燕麦等一般都
挂在房檐下晾晒，晒干后收拾起来
做药备方。传说端午这天，蛤蟆都

跑到水里不出来，以防被逮住。太
阳还未出来时，还要吃煮熟的鸡蛋
和整个大蒜，据说吃后也能够败
毒。也有说鸡蛋象征龙蛋，吃鸡蛋
是对伤害过屈原的毒龙的惩罚。

端午插艾可避邪

登封市大禹文化研究会常
务副会长常松木介绍说，登封
是大禹文化之乡，为纪念大禹，
端午这天，人们还会制作骨内
藏三足鳖的香囊。“五色线象征
龙筋，也是表明对伤害过屈原
的毒龙的惩罚。”常松木说，“在
登封民间，戴五色线据说可避

蛇、蜈蚣等毒虫。”五月端午一
大早，家人们都要给小孩子们
胸 前 佩 戴 上 事 先 做 好 的 香 布
袋，脖子、手腕、脚腕上都要戴
上五色线。香布袋又叫香囊，
男孩子的香囊里除装有朱砂、
雄黄、香草外，还要装些五谷杂
粮，俗称料布袋，而女孩子的香

囊里则不装五谷杂粮。
另外，端午这天，在小孩的

鼻孔、耳孔、脑门、手腕、脚腕等
处还要抹上一些雄黄酒，雄黄
是一种药材，据说能杀百毒，抹
雄黄酒就是防止蛇、蜈蚣、蝎
子、壁虎、蜘蛛、蚰蜒等毒虫侵
害的。

纪念禹王戴香囊

逢“爱”免灾有“爱”不死

采艾

载归

交接 插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