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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草门挂散发节日氛围，端午礼
盒开启国潮风尚，龙舟古镇涌动消费
热力……这个端午假期，传统和潮流
碰撞出新仪式感、新潮味、新体验，掀
起假日消费新风尚。

仪式感：“粽”享艾香情，
推陈出新焕动能

五月五，过端午。点艾叶，挂菖
蒲，香草荷包五彩绳。祖辈传下的风
俗，在这个端午热闹地流行起来。

“小时候过端午，姥姥都会买把艾
草挂在家里，寓意驱邪纳福。”河南郑
州“00 后”女孩李梦圆说，“现在的门
挂既保留了传统寓意，还好看。”

端午前，各大电商平台、线下花店
等，新式艾草门挂突然“火”了。与菜
市场几元一把的艾草不同，这些新的
艾草门挂加上了菖蒲叶、黄金球等不
同花材，价格从几元到四五十元甚至
上百元不等。

记者在一些电商平台看到，不少
店铺艾草门挂月销量过万件。“传统也
需要加入新元素，现在的艾草门挂颜
值高，更有仪式感。”北京女孩小宋说。

在河南南阳市七台村艾草健康产
业 基 地 ，工 人 们 正 挥 动 镰 刀 收 割 艾
草。基地负责人赵遵义介绍，近年来
基地与云南花卉市场合作，生产的艾
草花束等销量很好，“今年端午期间销
售额同比增长了 50％。”

“彩线轻缠红玉臂，小符斜挂绿云
鬓。”节日的仪式感，体现在年轻人身
上，带热了香包、香囊、挂饰等商品。

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家店铺负
责人唐真说：“今年五彩绳手链、端午
红色手链都卖得很好，这几个月已销
售了上百万条。”

端午，粽子是少不了的主角。曾
经逢节必有的“咸甜之争”，在年轻人
对仪式感的追求中更显包容。对端午
传统习俗产生文化共鸣的同时，年轻
人个性化的品质追求，给假日带来推
陈出新的消费活力。

杨枝甘露、芋泥咖啡等新鲜口味，
香菜辣条、皮蛋鲜肉等奇特口味，“粽”
有一款满足你。

百年老字号五芳斋也加入了这场
粽子创新。年轻消费者喜爱的“爆料
粽”系列，今年推出了新口味，例如爆料
黑松露干贝蛋黄粽、爆料板栗豆沙粽
等。

“轻食风”也刮到了粽界。京东 6
日发布的《端午节消费观察》显示，低
糖低脂的乌米粽、紫薯粽、五色糙米粽
搜索关注度同比增长均超 100％。

“年轻消费者对消费品有了更多
情绪共情、文化共鸣的新需求，这是当
下消费市场增量和升级的重要突破
口。”长沙新消费研究院产业研究负责
人黄偲说。

新潮味：玩转 IP 联名，
新场景激发新增长

今年端午季，“撞”上了高考季，不
少商家颇具巧思。一举高“粽”、不负

“粽”望、送给最“粽”要的人……是卖

点更是祝福。
一些图书馆、博物馆推出了颇有新

意的端午文创产品。国家图书馆旗舰
店上架了菖蒲风铃挂饰，故宫博物院网
店上新了艾草养生锤，既有新意也有心
意。目前养生锤月销量已过万。

今年是生肖龙年，当“龙”与“端午
龙舟”相碰撞，擦出了新的消费火花。
京东《端午节消费观察》显示，龙舟拼
图、积木等玩具成交额同比增长均超
100％。适合团建项目的旱地龙舟成
交 额 同 比 增 长 超 2 倍 。 从 购 买 人 群
看，“00后”及“90后”人群超四成。

端午主打健康概念。南阳艾草企
业打造了一批端午节艾制品套餐，如

“艾草家纺大礼包”“端午除湿沐浴大
礼包”等。南阳市中医药发展服务中
心主任王晓星表示，据估算，端午期间
南阳艾草产业销售额将达到 18 亿元，
占艾草产业年产值的 12％。

设计精巧的端午礼盒，让传统文
化“飞入寻常百姓家”。湖南汨罗江食
品有限公司董事长伏泽诚介绍，翻开
形似古籍的“端午故事会”礼盒，屈原

及汨罗江粽子的故事在牛皮纸上被娓
娓道来，礼盒内除了牛角粽，还有川山
毛笔等文创产品。“据说，屈原正是用
川山毛笔写下了《离骚》和《天问》，这
类结合传统文化和创新设计的文创产
品，正受到年轻群体的追捧。”

新体验：彰显国潮热，汇
聚文旅八方客

“哇！这艘船好大！”在中国龙舟
之乡广东省东莞市中堂镇，学生们走
进霍沃培龙船厂，开启一场端午传统
文化研学之旅。聆听历史，触摸龙舟
精美纹路，百年不衰的龙舟文化刻进
孩子们的心里。

端午体验不只有龙舟，各地纷纷
上新端午新玩法：在广东佛山南海，亲
子家庭与世界冠军们一起扒龙舟，体
验水上“速度与激情”；在东莞，水乡
10 个镇街的 30 个景点串成一站式旅
游路线，推出民俗游、水乡游、研学游
等六大主题龙舟体验；在贵州都匀，游
客们正挑选端午节应景的服装造型和
古风妆容，准备体验打糍粑、钓粽子等
民俗活动……

推开贵州镇远县听荷轩民宿小院
的门，迎面飘来一阵粽米香，游客们围
坐一起包粽子、画鸡蛋，其乐融融。今
年端午镇远龙舟文化节期间，镇远县
接待游客预计超过 20万人。

汉服妆造约拍、园林茶馆点茶，汉
服主题酒店、国潮主题餐厅……端午

“民俗氛围”之下，北京、西安、南京等
文化名城，成为假期沉浸式“新中式
游”的好去处。

赛龙舟、吃龙舟饭、品尝各地风味
粽子……端午假期，许多小城小镇以
各类民俗体验活动，吸引更多周边城
市游客前来“短途游”。

河南省商业经济学会会长宋向清
表示，假日消费是观察经济活力的窗
口，端午节呈现出来的滚烫的消费热
情，尽显国内消费市场巨大潜力和强
大韧性。 （新华社北京6月9日电）

“ 粽 ”享 艾 香 国 风 浓
——看端午消费“新三样”

新华社记者 李文哲 张 璇 邓瑞璇 李黔渝 张 格 王自宸

仲夏始，端午至。老字号氤氲出
粽香，飘满神州大地。

浙江嘉兴，五芳斋产业园早早迎
来一年中的订单高峰。厂房中，裹粽
师傅双手上下翻飞，一个个精巧的鲜
肉粽就这样成为端午佳节很多消费者
餐桌上不可或缺的滋味。

“五芳斋有 36 道古法制作工序，
裹粽是唯一坚持手工完成的。”五芳斋
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徐炜说，
秉承匠心，是对顾客的负责，更是对文
化的传承。

甜 粽 ，是 很 多 北 方 消 费 者 的 偏
好。“以枣粽为例，糯米要粒粒精挑细
选，每斤红枣要控制在 150 粒上下，误
差不能超过 5 粒。”北京稻香村副总经
理石艳表示，在粽子制作过程中，原料
清洗、手工包制、熟制灭菌等所有环节
精准控制，才能呈现最佳口感。

记 者 调 研 发 现 ，虽 然 各 色 口 味
网 红 粽 子 涌 现 ，不 少 消 费 者 仍 习 惯
到 老 字 号 买 粽 子 ，寻 找 儿 时 记 忆 的
味道。

端午前几天，北京稻香村“零号
店”，市民胡女士照例光顾。“父母喜欢
咸粽，我喜欢甜粽，但甭管咸甜，买粽
子就认老字号。有这一口滋味，才是
传统佳节！”

老字号代代传承的匠心，和中华
民族绵延数千年的文化，就在这各异

而又和谐的滋味中交织，沿着时间长
河流向未来。

时间向前，市场在变，受众也在
变。老字号长盛不衰，靠匠心筑牢基
础，更需要守正创新开路。

小红书上，陶陶居官方账号的多
样化活动成为亮点，其议题设置别出
心裁：“一笔连粽”迷宫、看图作诗等活
动益智而兼具文化色彩，吸引了众多
年轻人在评论区回复，与官方账号形
成深度互动。

陶陶居相关负责人表示，希望打
造年轻化的营销场景，营造更“好玩”
的陶陶居形象，提升粽子等产品在年
轻人中的知名度。

中国数据研究中心调研显示，国
内粽子消费人群持续上升，年轻群体
成为粽子的消费主力。2024 年粽子
市场总量增幅将达到 8％，市场规模
达到 103亿元。

小粽子，大市场。记者调研发现，
多家老字号今年纷纷出招，让“寻味端
午”更精彩——

口味花样翻新。稻香村推出“奶

黄软心粽”，诸老大联名遇见小面推
出“微辣火锅小长粽”。市场上，杨枝
甘露、香菜辣条等独特口味粽子层出
不穷，低糖低脂的乌米粽、紫薯粽等
备 受 关 注 。 粽 香 中 ，多 了 时 尚 与 健
康。

营销丰富多彩。多家老字号开启
线上直播，展示粽子制作工艺；知味观
推出“龙飞粽舞”等主题礼盒，让舌尖
上的香味萦绕传统文化之美……

科技赋能生产。五芳斋打造真空
粽数智化集成工艺示范车间，实现“真
空烧煮灭菌二合一”工艺技术革新，持
续提升粽子产品口感和生产效率，相
关产业链不断向数字化、智能化、绿色
低碳方向升级。

粽子的产销焕新，背后是老字号
直面消费新趋势、新场景、新需求，创
新技艺、产品与管理模式的行动。

“科技助力、文化加持、完善市场
布局……这些都是五芳斋守正创新的
方向，也是很多食品老字号在市场突
围的秘诀。”徐炜说，“下一步，五芳斋
还将通过加强品牌合作、与技术企业

合作等举措，吸引年轻受众，光大中华
传统文化。”

老字号走向未来，也需政策支持。
2024 年 2 月，按照《中华老字号示

范创建管理办法》的程序和要求，商务
部会同相关部门将 382 个品牌认定为
第三批中华老字号，其中不乏方家铺
子、老盛昌等兼具地域特色与知名度
的饮食品牌。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例行
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通过打造更多
沉浸式、体验式消费场景，持续加强中
华老字号日常管理，深挖老字号文化
底蕴，讲好老字号传承故事等方式，推
动老字号守正创新发展。

各地也积极推出相关政策举措：北
京印发《进一步促进北京老字号创新发
展的行动方案（2023－2025 年）》，上海
扶持老字号企业成立非遗工作室，四川
建立老字号的梯级培育体系……

政策给力，企业发力，众多老字号
正在以高质量供给创造更多有效需
求，在新时代呈现旺盛生命力。

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将采
取切实措施，推动老字号发挥主体作
用，守住以人民为中心的“根”，传承优
秀传统文化的“魂”，借好先进适用技
术的“力”，加快创新发展，拓展更大市
场，满足更多需求。

（新华社北京6月10日电）

端午粽香 老字号做出新滋味
新华社记者 魏弘毅 俞 菀 丁 乐

6月 8日，游客在四川省成都市彭州市海窝子古镇体验包粽子。
新华社发（罗国杨 摄）

6 月 9 日，福州市长乐区三
溪村，龙舟在南溪上穿村而过

（无人机照片）。
6 月 9 日，福建省福州市长

乐区三溪村夜赛龙舟民俗活动
如约而至。随着夜幕降临，三
溪村民及远道而来的龙舟爱好
者们组成的龙舟队驭舟飞驰，
挥桨竞渡，南溪两岸及石桥上
人潮如涌，热闹非凡。

三溪村独特的夜赛龙舟民
俗已沿袭 600 多年，成为远近
闻名的端午文化盛会。

新华社记者 姜克红 摄

福建三溪村：

夜赛龙舟
过端午

端 午 临 中 夏 ，时 清 日 复 长 。
国人赛龙舟、食粽子、佩香囊、挂
艾草菖蒲，迎接端午佳节。与此
同时，龙舟竞渡也在世界各地上
演，在水花四溅的挥桨竞技之间，
中华文化的深厚内涵与世界各国
丰富多样的人文传统相互交织，奏
响世界文化多元融合的交响曲。

端午节是中国四大传统节日
之一。2009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将端午节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作名录，这是中国首个
入选世界非遗的节日。近年来，
中国文化的热度不断升温，端午
节也在海内外同频共振。

近年来，来自不同文化背景
的各国民众共同参与端午庆祝活
动 ，在 沟 通 交 流 中 汲 取 文 化 营
养。在中国多地举办的端午节系
列活动中，国际友人的身影随处
可见。孟加拉国留学生阿凯在重
庆参加端午非遗体验活动，深入
了解中国民俗；土耳其姑娘佳楠
在天津生活多年，她在龙舟竞技
中感受拼搏和团结的力量；菲律
宾布格卡门龙舟队领队查哈亚格
参加 2024 年中国－东盟国际龙
舟公开赛时说，中国是龙舟活动
的发祥地，对他们的年轻队员来
说，能来中国参加龙舟赛是一次

“圆梦之旅”。
今年端午前，荷兰侨界举办龙

舟节，舞狮表演精彩纷呈；德国举
办首届法兰克福国际龙舟友谊赛，
美因河畔热闹非凡……跨越地域、
语言、民族、文化等差异，以桨会
友，端午节走向世界，向人们展示
了其独特魅力，也反映出当代中国
人的文明追求与精神风貌。

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人文
交流已逐渐成为国家之间互动的
重要形式。文化和体育交流活动
日益丰富，为各国民心相通提供
更大舞台，进一步加深各国相互

了解、促进各国民众相互尊重，为
推动不同文化相互融合、不同文
明交流互鉴作出了贡献。法兰克
福市市长约瑟夫在首届法兰克福
国际龙舟友谊赛上致辞表示，热
络的民间交往、蓬勃发展的文化
交流和科研合作让德中两国人民
增进理解、互利共赢。

中国传统文化在全球范围的
热度不断上升也是中国软实力提
升的生动体现。近年来，中华文
化的独特魅力在与不同文明的交
流碰撞中日益凸显。中华文化蕴
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
范，不仅是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
内核，其对解决人类问题的重要
价值也日渐为国际社会所认识。
中国积极搭建不同文明间对话交
流的平台，以经济发展的强大活
力为不同文明共同繁荣发展创造
机遇，一个可信、可爱、可敬的中
国形象在国际社会逐渐树立，不
断向世界展现中国文化的多元魅
力与蓬勃生机。

今年端午节恰逢联合国刚刚
设立的文明对话国际日。7日，第
78届联合国大会协商一致通过由
中国提出的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
决议，宣布每年 6 月 10 日为文明
对话国际日。世界各国在文化交
流中相通相融、互鉴互惠，是各国
人民生活更加美好、世界家园和
谐平安的重要前提。中华文明将
同各国文明一道，充分发挥连接
世界的文化纽带作用，为人类提
供正确的精神指引和强大的精神
动力，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更
大贡献。

（新华社北京6月9日电）

端午节，感受连接
世界的文化纽带

新华社记者 尹思源

“时维五月兮，节届端阳……
竞渡龙舟兮，吊古忠良……”五月
五，端午节，在屈原诞生地——湖
北省秭归县，传承 400 余年的三
闾骚坛诗社近百位诗友举行端午
诗会，共同吟诵诗社名作。

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
为屈原。“关于端午节起源，影响
最广泛的是纪念屈原说。”武汉大
学特聘研究员、秭归民俗文化专
家郑承志说。

战国时期楚国政治家屈原，
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爱国诗人。
他所作的《离骚》至今广为传诵。
在楚国，屈原一度得到重用，但因
政见不合，遭到排挤，最终被流
放。

公元前 278 年，秦军攻破楚
都郢。相传，听闻这个消息，屈原
于五月初五在绝望中抱石自沉于
汨罗江。楚国百姓哀痛异常，纷
纷到江边凭吊。渔夫们划起船
只，在江上来回打捞，并抛洒饭团
食物防止鱼虾啃食他的身体。以
后每年五月初五，人们都举行盛
大的活动来纪念他，并逐渐形成
了龙舟竞渡、包粽子等习俗。

“关于端午节起源，除了纪念
屈原的说法，民间还有凭吊伍子
胥、曹娥、介子推等说法，也有‘辟
邪说’‘祭龙说’。”郑承志说，在屈
原诞生地和投江区域，端午习俗主
要是纪念屈原；在江浙一带，以纪
念助吴伐楚、后因吴国政治斗争被
赐死的春秋末期吴国大夫伍子胥
为主；在浙江绍兴，也有纪念入江
救父的东汉孝女曹娥的说法；而在
山西、河北一带，人们则缅怀追随
晋文公流亡十九年不求功名利禄
的春秋时期晋国贤人介子推。

“端午节纪念人物的说法各
有不同，但都蕴藉着浓浓的家国
情怀——屈原代表爱国情怀，伍
子胥、介子推和曹娥代表忠孝，这
些都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内容。”浙
江省非遗保护协会副会长、浙江
师范大学教授陈华文说。

至于“祭龙说”，是指端午节
来源于天象崇拜，由上古时代的
龙图腾祭祀演变而来。而“辟邪
说”，指端午节正值仲夏，在古人
的观念中，五月是“毒月”，毒蛇、
蜈蚣、壁虎、蜘蛛、蟾蜍等“五毒”
渐渐复苏伤人，相当一部分端午

民俗与避疫有关。现在看来，这
一解释也是最接近端午节的原初
意义，后来逐渐与纪念人物融合
在一起。

据文献记载，端午节的最初
形成时间是战国时期，历经 2500
多年，如今逐渐发展为龙舟竞渡、
吃粽子、挂菖蒲艾叶、饮雄黄酒、
做香囊等习俗。

“端午比年大，一个端午三次
过。”在秭归，端午节过得比春节
更隆重——五月初五“头端午”，
五月十五“大端午”，五月二十五

“末端午”。“头端午”以祭祀屈原
为主，“大端午”举行隆重的龙舟
竞渡，“末端午”则举行放河灯、送
瘟船等民俗活动。

楼台亭榭精心扎制，雕梁画
栋工艺精致、气势宏伟……在黄
石市，民众每年自发举办一项有
着千余年历史的文化活动——以
消灾、祛病和求平安健康为主题
的神舟会。持续月余的活动丰富
多彩，祈求神舟带走疾病、带走瘟
疫、带走灾难，祈盼一年吉祥、幸
福、安康。

“祭伍子，迎水仙”。在江苏
省苏州市，每年都要在江河划龙
舟。龙舟开赛之前，各支队伍都
要拜祭伍子胥，并邀请有名望的
人士“点龙眼”。龙舟竞赛结束，
还要举办送神仪式，称作“拔龙
头”。

2009 年，“中国端午节”入选
《世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作名录》，这是我国传统节日首次
跻身世界非遗名录，由湖北省秭
归县“屈原故里端午习俗”、湖北
省黄石市“西塞神舟会”、湖南省
汨罗市“汨罗江畔端午习俗”和江
苏省苏州市“苏州端午习俗”组
成。这三省四地的端午习俗于
2006 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目录。

“世易时移，历久弥新。如今
传承千年的中国端午节，逐渐成
了世界的节日。”郑承志说，划龙
舟、包粽子等端午习俗漂洋过海，
在东南亚甚至欧美受到热捧，以
热爱祖国、家庭，崇尚健康浪漫为
主要内容的端午文化，构筑起中
华民族精神内核的同时，也正在
得到世界的认同。

（新华社北京6月10日电）

端午时节话端午
新华社记者 李思远 冯 源 喻 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