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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文学家温庭筠的诗作《商山早行》，是文学史上写
羁旅之情的名篇，其中“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槲叶落
山路，枳花明驿墙”两联唯美飘逸，画面感很强，成了脍炙
人口的名句。

诗中的槲叶，即槲树的叶子。槲树为多年生灌木，主
要分布在中国豫西一带和陕西南部，其叶大如荷叶，是商
洛山区群众端午节包粽子的传统用材。因槲叶具有一种
独特的香味，用它包成的粽子不仅健康无污染而且醇香可
口，“槲叶粽子”便成了商洛山区的一道特色美食，其制作
工艺被列入商洛市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又 到 采 摘 槲 叶 时又 到 采 摘 槲 叶 时

离端午节还有好几天，商州区牧护关镇的黑龙口老街
上，就有很多老人将一筐筐煮好的黄棕色槲叶摆在街边叫
卖。自古以来，商洛山区的群众都喜欢用槲叶包粽子，每
到端午节前夕，他们就上山采摘槲叶，除了自家包粽子，还
拿到集市上售卖，不仅为即将到来的端午佳节营造出浓厚
的节日氛围，也体现出老一辈人尊崇传统的仪式感和深厚
的文化情怀。

6 月 19 日中午，应母亲要求，商州区杨峪河镇北城子
村大坪沟的邵亚军和朋友一起，回到老家的后山上去“打”

（采摘）槲叶。前几天的雨水，虽已在烈日下蒸发，但山中

落叶下的土壤仍略显松滑。午间的烈日，透过树叶的缝隙
烤在每一个人的脸上。同行的郭桂英说：“难怪现在的年
轻人不愿意自己打槲叶了，这山看着不高，但想在烈日下
打到适合包粽子的槲叶，还是很费工夫啊！”

郭桂英虽然已届知天命之年，心态却很年轻，戴好遮
阳帽和白色的线手套，就跳进山路旁的槲树林里仔细采摘
起来。“要采大一些的槲叶，四片左右就能包一个粽子那
种。”邵亚军看着她采摘的槲叶说道。她采摘的槲叶相对
较小，包粽子的时候就需要用更多的叶子。

“摘大一些的槲叶，这样小一些的槲叶还能继续生
长。”邵亚军又对同行的另外几个人叮咛道。他是考虑到
槲树的生长，从保护林木的角度来说的。因为移民搬迁的
缘故，这片沟里现在几乎没有住人，但从山上槲叶被采摘
的情况来看，还是有不少人来“打”槲叶的。较大的较适合
包粽子的槲叶，都在相对陡峭的坡上。尽管槲叶在包粽子
和其他方面有着广泛的用途，但这些槲树都是野生的，而
槲叶的采摘需要人工进行，如果采摘不当，就会对槲树造
成伤害，影响其生长。为了减少对自然生态的影响，避免
过度采摘是很有必要的。

“你摘的就不是槲叶，而是青㭎叶。”过了一会，邵亚军
看到郭桂英采摘回来的叶子，笑了起来，“看叶子的后背，
青㭎叶是光面儿，槲叶有绒毛，你仔细看看。”青㭎叶也是
一种可以包粽子的树叶，但有时候会使粽子发黑，并且不
像槲叶包出来的粽子那样有独特的清香，所以商洛人都用

槲叶，而很少用青㭎叶来包粽子。
太阳越来越晒，但山间偶尔吹

过一阵阵轻风。终于“打”够了槲
叶，邵亚军一行人又驱车赶往北城
子村的河边，去采包粽子时裹在槲
叶外边的芦苇叶。河边，扑面而来
的山风压弯了芦苇，也赶走了烈日
带来的炎热。

槲 叶 难 摘 粽 子 香槲 叶 难 摘 粽 子 香

端午前后，槲叶最大的用途就是包粽子。作为民间纪
念诗人屈原的传统美食，我国南方和北方的人都喜欢吃粽
子，但口味却大不相同，南方以咸口味为主，如咸肉粽等，
要趁热吃；北方以甜口味为主，要把粽子放凉，撒上白糖、
红糖或浇上蜂蜜吃。

商洛人最爱包的槲叶粽子，大多为长方体，用槲叶包
上用小米或糯米做底、点缀着大豆以及大枣等食材的馅
料，再用水蒸煮而成。

每年端午节前一个月左右，商州的一些民俗风味的饭店
就有源源不断的外地客户订购传统的槲叶粽子。面对大量
订单需求，直至6月21日，“商县十三花”几乎每天都要包不
少于 500个槲叶粽子。刚开始包粽子时，要用商南的槲叶，
因为商南天气相对较暖，槲叶长得快；后来等到黑龙口的槲
叶上市，就用黑龙口的槲叶。包粽子时，十来个员工将煮好
的槲叶在手上摊开，铺好小米、大豆、大枣等馅料，淋上水，包
成长方体，再在槲叶外面裹一层青绿色的芦苇叶，最后把马
莲撕开成条，将粽子捆绑起来。“小米、大豆、大枣提前用冷水
泡4个小时，槲叶煮半个小时再洗。刚买回来的槲叶是绿色
的，一煮就黄了。芦苇叶洗一下就可以。”正在包粽子的杜会
棉说，“我是黑龙口人，我家里的粽子也是这么包的。”

“还有一种三角形粽子，我们包得少。咱们商洛人一
般都是包来送给比较重要的亲戚，比如女婿娃给老丈人
等。”一旁手脚麻利、包得很快的鱼晓莉接过话说，“每天包
好的几百个粽子，要用水煮熟，并在热水中浸泡过夜，这样
槲叶的香气才入味儿，粽子更软糯可口。”

商洛的槲叶粽子，如今已经如商洛传统美食蒸碗儿一
样，受到全国各地人们的喜爱。“商县十三花”的槲叶粽子，
近几年在几个固定客户的带动下，已经通过冷链运输，销

往北京、上海、广东、四川、宁夏、新疆等地，每年都有十四
五万的销量。人们用美味的商洛槲叶粽子礼盒，表达对至
亲好友的节日问候。

人 间 烟 火 气人 间 烟 火 气 ，， 最 抚 凡 人 心最 抚 凡 人 心

商洛山里常见的槲叶，性味苦、涩、平，入脾、肺、肾经，
可入药，但最常见的，还是用它来包裹食材，经过蒸、煮等
方式，将叶子的独特清香浸洇到食材之中。

邵亚军的母亲邵有仓，已经 71 岁了。她使用自家原
始的大锅灶，用沟里引流下来的山泉水，为家人煮出了美
味的槲叶粽子。

“这个槲叶对人身体有好处。”她笑着说，“槲叶熬的水
能治风湿病等，还有就是我家里虽然没有冰箱，但像这么
热的天气，粽子里的米有槲叶裹着，四天之内都不会坏。
吃的时候在蒸笼里热一下，越热粽子越好吃，这样热了吃、
凉了放，又能延长保质期，能吃一个月左右。”

她家屋后的架子上，晾晒着采摘回来的槲叶。有一个
竹筐里，放着煮好了的槲叶，凑近去闻，能嗅到淡淡的叶子
清香。这样保存起来的槲叶，随用随取，可以用很久。

晒干的槲叶，不仅可以包粽子，还可以在平时蒸馒头、
包子的时候拿来当垫布用；更有美食爱好者将烫好的槲叶
包裹肉类，做蒸肉等食物吃。像粽子一样，槲叶的叶香入
味儿，用它垫着或包裹着做出的美食，会散发出自然的芬
芳香气，格外开胃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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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口老街卖槲叶的村民黑龙口老街卖槲叶的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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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打””槲叶是个细致活儿槲叶是个细致活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