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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明年当然还要继续做！”
美食和典故，台州老人过端午的“必备节目”

一年一端午，一岁一安康。端午节，是拜神祭祖、祈

福辟邪、欢庆娱乐和饮食为一体的民俗大节，它源远流

长，清晰地记录着古往今来人们丰富而多彩的社会文化

生活，也积淀着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内涵。

在老人们看来，端午节是一个庄重的传统节日，虽

然今年的端午已经过去，但是关于端午的记忆，仍然留

在老人们的心中。对于明年端午，他们心里也充满了期

待。

来年还要自制食饼筒

说起端午节，很多人首先想到的便是端午节要吃粽

子，甚至还有很多年轻人把端午节称为“粽子节”。其实，

端午节不只是吃粽子的节日，除了粽子，端午节还有很

多传统习俗。

在台州的一些地方，端午吃的不是粽子，而是食饼

筒。

家住椒江的江荷萌今年66岁，照顾着一家的三餐饮

食。他们家每逢端午节都要吃食饼筒，江荷萌已经坚持

了好几年自制食饼筒。

食饼筒是台州当地的特色传统小吃，江荷萌的手艺

也是从老一辈人手里学过来的。将面粉搅成细腻的粉

浆，用专用工具将粉浆在平底铁锅中摊开，摊成薄薄的

一片食饼皮，便可以往食饼皮中加入许多配料，卷成美

味的食饼筒。

做好食饼皮后，取其中的几张当晚吃掉，剩下一些

可以冷藏放到第二天。在江荷萌看来，做食饼筒的过程

忙碌却有意义。

“为了包好食饼筒，我在端午当天还要到菜场采购包

食饼筒所需的各项食材，猪肉、豆腐干、韭菜、豆芽……回

到家，我一整个上午都在厨房忙忙碌碌。”虽然辛苦，江

荷萌的言语间却透露着幸福，“记得端午那几天，我忙得

大汗淋漓，脚不着地，但是内心却充满了满足。”

江荷萌说，自己家里做的食饼皮会比外面卖的厚实

一点，原料有保障，吃起来也踏实。江荷萌家里有两个还

在读小学的小朋友，江荷萌告诉记者，小朋友最喜欢“包

食饼筒”这个过程，至于包出来的味道怎么样，卖相如

何，不在他俩的考虑范围内。

“明年？明年当然还要继续做！”江荷萌笑着说，她的

自制食饼筒手艺得到了家人的肯定，“我很享受这个过

程，家人们吃得开心，吃得放心，我自己也开心。”

对明年端午节充满了期待

食饼筒包罗百味，是不少台州人漂泊在外的

念想与寄托。有些人不方便自己在家做，便会选择

出去买。今年 69岁的曹香娥已经摊了 41年食饼

皮，对于明年的端午节生意，她有信心，也有期待。

“端午吃食饼筒是当地人的习惯呀，把食饼皮

买回家去，自己包进去各种食材，又好吃又有意

义。”曹香娥告诉记者，在端午期间，基本上每天都

有人打电话给她预定食饼皮的，她最早能收到清

晨6点多的订单，因此凌晨四五点就要起来摊食饼

皮了。

“每年都是端午前后生意最好，所以对于端午

我肯定有期待。”提起平时的生意如何，曹香娥言

语间有一丝落寞，“平时生意不算很好，食饼筒不

是家常食物，有着季节性。所以我现在就等着明年

端午，那时候生意最好。”

还能包粽子，便会一直包下去

端午这阵子，家住椒江的洪梅芳非常忙碌，她

的粽子小店开在椒江花园新村，在端午节前几天

已经收到了 3000个订单，端午当天还有将近 3000
个订单，她每天凌晨三点钟就起床了，和老伴一起

包粽子。

“来店里买粽子的顾客哪里人都有，除了椒江

内，还有路桥的、黄岩的……端午节大家都要吃粽

子，有些人自己做自己吃，有些人便出来买现成

的。”洪梅芳说，端午带火了粽子生意，“一整年就

端午期间和春节期间生意最好，这两个时间段吃

粽子的人非常多。”

蜜枣粽、红枣粽、猪肉粽、蛋黄粽、白粽……南

北粽子的甜咸大战已经持续了好几年，在洪梅芳

的粽子小店，两个“阵营”的人能够达到暂时和解，

因为这里什么口味的粽子都有，甜口、咸口，任君

选择。

洪梅芳已经包了 38年粽子，坚持一如既往纯

手工包制，她的双手已经起了一层茧子。38年来，

她也见证了人们对粽子的喜爱。她告诉记者，这几

年，一些年轻人加入粽子“大军”，这些年轻人不满

足于传统的粽子口味，喜欢尝试新奇的味道，她便

也紧跟潮流，推陈出新。

“像这个金橘口味的，就是我自己发明的。”洪

梅芳一脸骄傲，她手里拿着一个外表平平无奇的

粽子告诉记者，这个口味第一次卖，就大受欢迎，

很多人都喜欢。

被问及这么多的订单自己能做完吗？洪梅芳

很自信，“当然可以，每年端午节期间粽子生意都

相当好，我现在包粽子也很熟练了，一个小时能包

80-100个，3000个粽子我一天内就能做完。”

“我感觉自己还能一直包下去，老顾客都少不

了我这一口粽子。”洪梅芳骄傲地说，她的顾客里

有很多都是老生意了，“明年的粽子订单还会这么

多，我有信心。”

年复一年向后代讲述端午故事

“端午啊，是人们纪念屈原的日子。当年屈原

跳下了汨罗江，为了防止水里的鱼虾吃掉屈原的

身体，人们便往水里投掷粽子，希望鱼虾们吃饱以

后就不再伤害屈原的身体……”家住椒江的陈芳

今年 68岁，她的孙子小李上小学了，端午放假，陈

芳的儿子带着小李回去看她，陈芳高兴得不得了，

又一次向小李讲述带着些地方特色的端午典故。

“后来，在这一天，我们要赛龙舟、吃粽子、点

雄黄酒、挂菖蒲……”虽然这已经不是陈芳第一次

说，但是小李仍然听得津津有味。

“有些雄黄泡酒是可以吃的，但是现在吃的比

较少，点在你的额头上也可以驱蚊虫、避蛇。”陈芳

告诉小李，端午节还要点雄黄酒。她

将雄黄在白酒中搅和开，用筷子点了

几滴在小李的额头上，小李乐得咯咯

直笑。

“端午嘛，合家团聚最重要，这一

天晚辈们都回来了，我和老伴两个人肯定都很高

兴的。”陈芳告诉记者，在她儿子小的时候，她也经

常和儿子讲述端午节的典故，“现在儿子有自己的

儿子了，我就和孙子说，每年都说，乐此不疲。”

明年还会继续说吗？陈芳很肯定地说：“会！”

向后代讲述端午故事，已经成了陈芳每年端午的

“必备节目”，她的后辈们听着陈芳年复一年的念

叨，耳边好像多了几分热闹气儿。

端午节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节日，也是一个

带有家庭情感的节日。老人们认为无论多忙都要

回家与家人团聚，表达对家人的思念之情。端午节

是充满了温馨氛围，在这个节日里，全家团聚在一

起，一起品尝美食，一起出游，一起快乐地度过这

个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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