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阳节重阳节我们的节日我们的节日·· 新闻编辑中心主编
责编/方雨平 美编/黄武圣

A04
2023年10月21日 星期六

九月九九月九九月九九月九九月九九月九九月九九月九九月九九月九九月九九月九九月九九月九九月九九月九九月九九月九九月九九月九九月九九月九九月九九月九九月九九月九九月九九月九九月九九月九九月九九月九
又是一年又是一年又是一年又是一年又是一年又是一年又是一年又是一年又是一年又是一年又是一年又是一年又是一年又是一年又是一年又是一年又是一年又是一年又是一年又是一年又是一年又是一年又是一年又是一年又是一年又是一年又是一年又是一年又是一年又是一年又是一年又是一年 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重重重重重阳阳阳阳阳

还来就菊花
王同举

夜凉如水，月色溶溶，我在窗前静坐读
诗，读到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重阳席上赋白
菊》：“满园花菊郁金黄，中有孤丛色似霜。还
似今朝歌酒席，白头翁入少年场。”

读罢掩卷，脑海里还原出1000多年前的
那个场景：时值重阳，菊花开满园，空气中弥
漫着浓郁的花香，一位白发老者“聊发少年
狂”，混迹于一众少年之中，和少年们一起饮
酒赏菊、载歌载舞，其乐融融。因有了这群富
有青春气息的少年相伴，年迈的诗人受到了
极大的感染，得以抛却世俗羁绊，重拾青春情
怀，以乐观豁达的心态欢庆佳节。

重阳、菊花、老人……相关的记忆片段重
现叠加，勾起了我心中的一段陈年往事。

20多年前，我刚刚大学毕业，被分配到某
个山区乡镇政府部门工作。闭塞的山区小
镇，陌生的生活环境，语言不通，难以融入的
人际圈子，工作内容也与所学专业完全不沾
边……种种不如意，以至于我心中非常苦闷，
总是想着逃离这个地方。

时逢重阳假期，我只身到公园散步。那
时，公园里的菊花开得正盛。我注意到一位
身形瘦小、头发花白的老人。他将一盆盆菊
花从三轮车上卸下来，搬上台阶，按心字型摆
放整齐。老人动作迟缓，显得很吃力的样
子。我心中不忍，主动上前帮他。花盆布置
完毕，老人拉着我坐下聊天。细谈之下，我了
解到了老人的一些基本情况。老人是外地
人，老伴已去世，孩子们都外出工作了，如今
退休，孤身一人在这里生活。闲时，老人就在
自家院子里种种花草，除了自娱自乐，还会在
节日里拿出来摆放，供人欣赏。

也许是因为同为外乡人，彼此之间有了
一种天然的亲近感。老人一边说着话，一边
紧握着我的手。一股暖流从老人粗糙的手掌
间传过来，我感到心头热乎乎的，瞬间卸下所
有的防备，把自己心中的不快一股脑倒出
来。老人很平静地听我诉说，不时地拍拍我
的手背。老人告诉我说，刚从工作岗位上退
下来的那段日子里，他也一样感到不适应、不
快乐，但自从在院子里开了一小块地，每日里
莳花弄草，与花草相伴，心性就慢慢安定下来
了。

“你知道吗，不同品种的菊花，对土质的
要求是不一样的。也许你会觉得它们过于挑
剔。其实，只要根植于泥土，它们都能成长，
或许，有些会长得不如人意，但它们对生长的
渴望，都是一样的。”我记下了老人的话。

就这样与老人熟络起来。此后，我经常
去老人家的小院里，陪老人说说话、喝喝茶、
下下棋，还跟老人学习盆栽。老人也会把一
些花籽送给我自己养。我渐渐地喜欢上了盆
栽，在我的眼里，那小小的泥盆中，栽下的不
仅仅是花，还有希望，它兜住了一束阳光，一
束能照亮我内心的光。我把花盆摆放在单位
宿舍的窗台上，每日里清理花盆、浇水、培土，
专注一朵朵花的成长，看枝叶间爆出红的、黄
的、紫的色彩，日子一天天变得明亮起来。因
有了盆栽的陪伴，心有所系，心存希冀，烦闷
得以消融、躁动得以平复。

半年后，我因故离开了那个小镇，辗转各
地，为生活劳碌奔波。多少年过去了，每每思
及远方那位善良的老人，思及那一盆盆带给
我温暖和希冀的菊花，心中惆怅不已。

“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又是重阳，
那个小院子里，应该是金黄一片了吧。如果
有机会，我还想去一趟那个小镇，去看看老
人，看看那些菊花。

重阳节忆往昔
陆月如

在我们当地有这样一种说法，重阳节登高
需要连续登三年才能步步高升、健康长寿，虽然
说法有点牵强，但重阳节前后秋高气爽，约上家

人或好友，走在盘山小路上，咏着王维的重阳诗，就着
陶公的菊花酒，在山间或林中小径拣拾一片素黄落叶，
采撷一束野菊小花，摘下一串酸甜山稔子，是何等的烂
漫有趣啊！然而每到重阳节，我脑海里总会忆起那段酸
涩的往事……

1995年我就读小学五年级，重阳节前夕班上要好的
小伙伴们相约重阳当天下午到学校附近的云沁山登高
游玩，想着能与好朋友一道登高望远又能在山间吃到酸
甜可口的山稔小果，实在高兴，然而没过几分钟，我就高
兴不起来了，因为我脚上只有一对坏了的胶凉鞋，登高
都需要穿上布鞋才好走路，怎么办好呢？

我怀着忐忑的心情回到了外婆的家，心不在焉地淘
米煮饭，患有眼疾的外婆隐约感觉我的异样，便细声地
询问，得知原因后，长长的叹息从外婆的嘴里直穿我的
小心脏，我颤颤地往灶里推了两把禾草，又把火钳塞了
进去，顿时两颗饱满的泪珠里晃动着一片火苗。我大力
地吸了一下鼻子，取出火钳烫在胶鞋那条坏了的带子
上，随着一股难闻的焦味，断了的带子被重新黏合在一
起。

看着别扭的胶鞋，我轻轻地说胶鞋黏好了，不用买
布鞋了。小小的我一直寄住在生活拮据的舅舅家里，而
父母耕作的田地光景甚是惨淡，一直欠着我的生活费，
我又怎么好意思开口要一双价值10元的布鞋呢？那一
晚，我的梦里全是五星布鞋，早上起床时才发现枕头湿
了一片。

翌日放学回到外婆家，照例准备生火做饭，外婆却
让我去百货公司帮忙买洗衣用的肥皂（百货公司是当时
外海镇上一所较大型、品种较齐全的杂货日用商店，是
小孩子特别向往的地方），然后从内衣口袋里掏出了12
元，外婆轻轻地摸了一下我的小脑袋说，秋凉了脚要保
暖，余下的钱买双布鞋吧。我紧握着手中那一叠皱巴巴
的钱，内心一阵狂喜和温热，丢下书包便兴冲冲地跑向
百货公司。

高大的百货公司商品琳琅满目，我买好了肥皂就径
直跑上二楼，在卖鞋的柜子前贪婪地看着一双双好看的
布鞋和凉胶鞋。我要了一双五星牌布鞋试穿，软软的橡
胶鞋底、纯白色的鞋布面，鞋两侧各印着几颗红星……
我激动得泪儿花花。提着布鞋和肥皂回到家，推开门之
际，正在洗菜的表姐直勾勾地看着那对崭新的布鞋，外
婆闻声叫道：“买肥皂了吗？你妈妈给钱买布鞋，买了没
有啊？”我随声应答后，表姐走过来看了看我的新布鞋，
笑了笑就忙活去了。

重阳节那天，我穿着崭新的布鞋与同学们行走在云
沁山的小径上，布鞋踩在杂草上发出了好听的“喳喳”
声，在越过一些小石堆，翻过一块块大石头的时候，布鞋
又像一只小精灵般轻盈。就这样，我们活泼的身影穿梭
在一片片低矮的灌木丛里或是茂盛的山草间，那些或紫
或青的山稔果子都没逃过我们的馋嘴，一路上银铃般的
笑声为山林增添了不少生气。

登到山顶上已是近黄昏了，我们坐在石头上分享着
各自带来的饼干、水果等小零食，扯开嗓子开怀地唱起
了《让我们荡起双桨》《春天在哪里》等儿歌，整个山间回
荡着美妙的童声，我们情不自禁地摆动起双脚，那一双
双或新或旧的布鞋被镀上了一层金黄，快乐的笑声让夕
阳都不禁沉醉其中而迟迟不下山。那一次登高游玩，虽
然崭新的布鞋在同学们眼里不值一提，但当时我是队伍
里走得最快、高兴劲儿最足的人，同学们说少见我这么
快活，他们哪里知道我脚上那双布鞋是多么的来之不
易，那是母亲用一只能下蛋的母鸡换来的10元钱给我
买的布鞋啊！

那一次登高后我们又约定接下来的两年重阳节都
要一起登高，一起步步高升。然而计划赶不上变化，第
二次登高已是上高中的时候了，儿时的玩伴也各奔东
西，再后来我忙于学业和工作，就再也没有在重阳节登
高了。

如今又到了一年重阳时，不惑之年的我穿上舒适运
动鞋，带着老母亲和孩子们来一次说走就走的登高游
玩，母亲穿上了我给她买的老人鞋走在铺砌整齐的石级
上，高兴得像个孩子，而我的孩子们早就在蜿蜒的山路
上肆意奔跑开来，享受着如今幸福温暖的阳光……

古诗词里话重阳
杨肖坤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
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那天，在幼儿园和书本上学会
了不少古诗词的女儿，跟我念起了王维的名篇《九月九
日忆山东兄弟》。“最后一句的‘少一人’，少的是谁呢？”
我笑了，顺势而问。“作者自己。”女儿不假思索地笑着
回应。重阳，这个始于远古，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形成
的传统节日，多少年来一直为文人墨客所青睐，登高、
饮酒、怀念，这些习俗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名家的作品
中，代代相传。也许很多年龄尚幼，还没参与到登高活
动中的孩子，对重阳最早的认识就是通过古诗词，而女
儿便是其中一员。

前人以重阳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很多，且描写的细节、
刻画的情感也不尽相同。如开篇所提到的《九月九日忆
山东兄弟》，就是王维独在异乡过重阳，想象故乡兄弟登
高、插茱萸等习俗活动，用“唯独缺少自己”的独特“反向”
角度，抒发自己对家人的深切思念之情。相比而言，苏轼
的《定风波·重阳》则是另一番情绪。“与客携壶上翠微，江
涵秋影雁初飞，尘世难逢开口笑，年少，菊花须插满头
归。酩酊但酬佳节了，云峤，登临不用怨斜晖。古往今来
谁不老，多少，牛山何必更沾衣。”苏轼同客人带酒登山，
长江水倒映着秋天景物的影子，大雁刚刚从这里飞过。
在这大好的秋日景色中，苏轼认为人活在世上难遇开心
欢笑时刻，趁年轻时应插满菊花玩个痛快回来，更以大醉
来酬谢重阳节日之景，朝着高耸入云的山去登高，用不着
去怨太阳快落山了。最后，他直言百年人生谁能不死，没
有必要像齐景公登牛山触景生情而哭泣。面对无法改变
的大自然规律，苏轼不消沉不伤感，展现了其为人所称颂
的恬淡达观情怀和心态。同为宋人，李清照则又是另一
番姿态。在《醉花阴》中，首句便是“薄雾浓云愁永昼”，一
个“愁”字为通篇定调。接着“佳节又重阳，玉枕纱厨，半
夜凉初透”，表达重阳节又至，丈夫不在身边的李清照独
自卧在玉枕纱帐中，而半夜的凉气浸透全身。在经历了
东篱边把酒赏菊后，最后以“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
黄花瘦”收尾，本来美好的黄花此时成了作者用作参照物
的凄凉意象，烘托出一种寂寥的氛围，表达了因思念丈夫
而产生的寂寞与孤独。苏轼是北宋文学家，性情旷达乐
观，而李清照亲历了北宋到南宋的由盛转衰局面，婉约之
情愈加浓郁，再加上当时男女之别，故造就了其词作中对
重阳的不同感受。

在其他重阳题材诗词代表作中，王勃《九日登高》是
异乡游子对故园的思念，抚无法南归之心，反问鸿雁又为
何还要从北方来；晚年的杜甫于《九日蓝田崔氏庄》中书
写自己面对秋色，在与众人欢乐间感叹“明年此会知谁
健”，可谓百感交集；杜牧《九日齐山登高》借登高气爽之
意展现超然豁达的人生态度，苏轼《定风波·重阳》就是对
其的致敬与传承；岑参《行军九日思长安故园》展现了其
边塞诗人的本色，字里行间思家忧国，在重阳佳节中深深
反映出其结束战乱的渴望和对民生疾苦的关切，超出了
个人情感的范畴，打开了新的艺术意境和思想格局；到了
毛泽东主席的《采桑子·重阳》就尽是一片豪迈之气，所以
才有“战地黄花分外香”“寥廓江天万里霜”的壮阔绚丽之
诗境和昂扬振奋之豪情，一扫古人惯于悲秋的衰颓萧瑟
之气，唤起人们为理想而奋斗的英雄气概和高尚情操。

正如“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艺术”，每个时代的重
阳也会在历史洪流中，被人们唤起新的面貌，赋予新的情
感。然而，变与不变又是共生共存的，“思念”这个主题，
始终是重阳给人最初也最深的感受。它早已流淌于中华
民族的血脉之中，随着历史长河延绵至今，生生不息。因
此，每当“九九”之日，我们依然会约上一家老少或三五知
己登高同饮，去庆祝彼此欢聚，去笑叹时光飞逝，而此时
此地，你我依然安好。

人生易老天难老
麦秀芳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
……”读六年级的小侄子在声情并茂地朗诵
着毛主席的词，他说自己将代表他们班参加
学校举行的“重阳敬老”活动。不知不觉中，
我已在沧桑岁月中滑过了不惑之年，一句“人
生易老天难老”深深地触动了我，不禁感慨万
千。

重阳节，是绕不开“孝敬”这个话题的。
《尔雅》对“孝”下的定义是：“善事父母为孝。”
孟子曰：“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不顺乎亲，
不可以为子。”的确，一个“孝”字体现了华夏
文明的根。时光流转，时代更替，而民族的基
因不会变。但不可否认的是，现代社会物欲
文化思想正在冲击、分解着孝文化。有些人，
因为谋生和求学，忽视了父母的渴求与需要
……我的思绪不由飘向了远方……

“二大姑，我们去医院看奶奶啦！”小侄子
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思绪。

对了，我80岁的母亲在前两天起床时不
慎跌倒，正在住院，弟媳在医院照顾她呢。

走进病房，我看到了母亲。她，穿着一身
又宽又长的病服，腰间束着黑色的护腰带，像
一只长尾巴的蟑螂。她那双枯瘦的手吃力地
抓着床沿，试图自己坐起来，结果以失败告
终，弟媳连忙扶起母亲，用枕头垫着她的腰部
坐起来。老年人的身体就像一台严重磨损的
机器，曾在时间的长河里不分昼夜地运转，自
然，身体的脆弱、疏松、失衡是全方位的，而不
仅仅是骨骼。

“妈，感觉怎样？”我迫不及待地问。
“没有什么大碍的，在家里休养就行了。”

母亲幽幽地说。
“阿妈总是惦记着家里的花草，惦记着小

朋友的三餐……”弟媳叹道。
“奶奶，您安心住院好了，到时候，我要拿

个‘一等奖’的奖状来接您出院。”
“啧，啧，啧，丰丰最懂奶奶的心了！”我们

不禁对小侄子刮目相看。
“我是轻伤，左边这位婆婆才严重。”母亲

在对比中逐渐恢复了一点她原本的倔强。
我巡睃了一下整个病房。母亲的左右两

边病床躺着的都是80岁左右的婆婆。这时，
我的目光停留在左边病床的一幕：

一个面容清瘦、鼻梁笔直的小伙子正在
伺候病床上的婆婆。他，挽起袖子，轻轻地帮
老人家洗脸，擦身。到了清洗下身时，只见他
用一只手抬高老人家屈曲的腿，另一只手迅
速移开她屁股下面的纸尿裤，换上新的纸尿
裤，然后放上尿壶，待老人家小解后，再小心
翼翼地给她清洗……一套动作行云流水。

我们都惊讶了。倏忽之间，我的眼前如
在沙漠中流过一股清澈的泉水。

“我母亲住院后，由我们五兄妹的家庭成
员轮流服侍她。他是我大哥的儿子，大学毕
业生呢……”小伙子的姑姑来“接班”时跟我
们说。

听着，听着，我的心早已盛满了阳光。
母亲出院那天，刚好是重阳节，我们几兄

妹都陪她回乡下吃饭，家里比过年还热闹。
那天，小侄子果然带了一张重阳敬老活动获
奖的奖状来。母亲高兴得像个小孩，那张像
霜打过的茄子一样的脸一直舒展着。

饭后，我得回去属于我为稻粱谋的城市。
回望来时路，秋之景致入帘。远处，群山

苍茫，落日熔金；近处，田畴交错，禾黄稻熟；眼
前，秋菊灿然，牌坊矗立。我觉知到这一片优
美的秋景与时代的色彩和谐共生。“人生易老
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在这个庄重、深
沉、丰收的金秋时节里，愿我们在前行的路上，
于光阴的缝隙里，传承着温良与敬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