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星霜屡移，日升月恒。随着树树皆
秋色，山山唯落辉深秋壮美景色的盛大
登场，一年一度的重阳节如期而至。

重阳，阴历九月初九，古人以九为阳
数，故称九月初九为重阳节。民间在这
一天有登高的习俗，又称“登高节”，还有

“菊花节”“祝寿节”“重九节”等别称。由
于九月初九是“九九”，谐音“久久”，有长
久之意，所以这一天要举行祭祖与敬老
活动。相传重阳节的风俗始于东汉，唐
代文人的登高诗词大多是描写重阳节习
俗的。

重阳节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宣扬敬亲
爱老的思想，传承和弘扬这一优良传统，
使之发扬光大，体现了中华民族独特而
朴素的自然道德观。

相信不少人对那首《训子诗》耳熟能
详。那位早年丧妻，含辛茹苦地将儿子
抚养成人，并为儿子娶了媳妇的私塾先
生，却被儿子和儿媳赶出了家门，过着衣
不遮体，食不果腹的生活。一天，当老人
隔窗看见儿子儿媳正高兴地为小孙子喂
饭时，触景生情，思绪万千。于是，一首

《训子诗》脱口而成：“隔窗望儿儿喂儿，
想起当年我喂儿。我喂儿来儿饿我，当
心你儿饿我儿。”这首诗通俗明白，寓情
于理，将自家祖孙三代的关系描写得淋
漓尽致，发人深省。当儿子和儿媳看到
贴在墙上的这首类似绕口令的诗后，想
到自己的所做所为，羞愧难当。于是将
老人接回家中精心赡养，安度晚年。这
首《训子诗》振聋发聩，其教育意义德厚
流光。

今天的重阳节，已被赋予了新的含

义。1989年，我国把每年九月初九定为
“老人节”，这一天成为尊老、敬老、爱老、
助老的老人节日。一些村镇、社区会组
织老人吃长寿面，欣赏文艺节目，秋游观
景，登高健身，充分展现和赓续了文明古
国崇尚礼仪的传统文化。

快手上一位耄耋老人拄着拐杖为
102岁的老母亲送饭的情景，感动了无数
网民。那一声“娘啊，给您送饭来了”的
亲切呼唤，让多少人热泪盈眶。这个现
代版孝老敬亲的经典案例是一部鲜活生
动的教材。有诗赞曰：“耄耋策杖唤亲
娘，大碗盛来跪乳香。扶坐期颐忙递箸，
笑听喜鹊唱夕阳。”中华民族的孝道文化
就应该人人亲力亲为，世代相传，绵延不
绝。

是啊，人是不能忘记父母的养育之
恩的。一针一饭育儿艰，春去冬来白发
添；跪乳之恩施孝义，传承世代报椿萱。
羊有跪乳之恩，鸦有反哺之义，何况人
乎？

然而现实生活中，因为赡养老人，儿
女互相推诿甚至对簿公堂之事时有耳
闻；老人独守空房，生活无人问津的事
更是屡见不鲜；养老院中护工虐待老人
的事也偶有发生。凡此种种，表明敬老
爱老良好社会风尚的形成还任重道
远。尤其是我国即将进入老龄化社会
的今天，关爱老人已成为一个重大课题
摆在了各级政府的面前。这需要全社
会共同努力，多措并举，让老人安度晚
年。

重阳敬老送安康，人似少年要癫
狂。其实重阳节敬老爱老的风俗从唐朝

就有了，白居易的《重阳席上赋白菊》一
诗为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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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诗写得新颖而别致，词约而意
丰。以花喻人，生动形象。作者将那朵
雪白的菊花比作是参加“歌酒席”的老人
和“少年”一起载歌载舞，赞美了这位老
者充满青春活力的精神状态。

红叶黄花，秋意向晚。重阳节正值菊
花盛开之时，赏菊成为欢度重阳不可或缺
的习俗，也为人们带来多重的精神享受，
更成为历代文人墨客赋诗填词的重要素
材。

伟人毛泽东1929年10月11日创作的
词《采桑子·重阳》大气磅礴，绚丽多姿，催
人奋进。“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
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 一年一度秋
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
里霜。”

人生容易衰老，但苍天却永不老
去。年年岁岁度重阳。又逢今年重阳佳
节，战场上盛开的菊花格外芬芳。一年
一度的秋风正在吹拂，这大好的秋光不
似春光，却胜过春光，辽阔的江天洒下万
里秋霜。

整首词熔诗情画意、野趣、哲理于一
炉，描绘出重阳节生机盎然的意境，彰显
出诗人兼豪迈旷达的情怀。

重阳节是一个思念亲人的节日。宋
代词人李清照的《醉花阴·薄雾浓云愁永
昼》就是代表作。“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
销金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厨，半夜凉
初透。 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
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作为宋代婉约词的代表人物，李清
照的词自辟蹊径，语言清丽典雅。这首
词非常有名，是词人婚后所作。通过描
述重阳节把酒赏菊的情景，表达了作者
思念丈夫孤独与寂寞的心情。上篇咏节
令，写别愁；下篇写赏菊情景。作者在自
然景物的描写中，加入自己浓重的感情
色彩，使客观环境和人物内心的情感交
织。尤其是结尾三句，用“黄花”比喻人
的憔悴，以“瘦”暗示相思之苦，含蓄深
沉，言有尽而意无穷，历来广为传诵。

重阳节还是一个登高的日子。最著
名的古诗当属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
兄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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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诗是王维 17岁时所作，当时独
自一人漂泊在洛阳和长安之间。他是蒲
州（今山西永济）人。蒲州在华山东面，
所以称故乡兄弟为山东兄弟。他凭借此
诗名满天下。这首诗非常朴素，真切地
抒发了游子在节日之际登高望远、思乡
念亲的情怀。“每逢佳节倍思亲”成为千
古传诵的名句。

重阳之后，便是霜降。这是季节的
一个节点，也是生命的一程过往。此时，
大地万物萧瑟，沃野辽阔。苍山如海，残
阳如血。抬眼望，山明水净夜来霜，树树
摇曳泛彩光。重阳为那行将隐退的晚秋
绘出一幅瓜熟果香，成熟丰美，万类霜天
竞自由的绝美图景。挥手别秋去，人间
重晚晴。老年朋友应自我珍重，从容享
受当下。在天高云淡的重阳节日里，送
上最美好的祝福：让身心健康同在，愿吉
祥平安相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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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年前，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
志愿军跨过鸭绿江，踏上抗美援朝、保家
卫国的征程。两年多的时间里，无数战士
牺牲宝贵的生命永远长眠在那片异国的
土地上，他们是最可爱的人，他们的故事，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

一
奋力猛扑堵枪眼，
生死光荣一瞬间；
清障除险凯旋道，
英武豪迈敌胆寒；
侠骨丹心铸军魂，
神勇浩气冲霄汉；
民族英雄黄继光，
丰碑永在灿人寰。

二
英雄血沃上甘岭，
代代相忆情愈浓；
梦中犹闻冲锋号，
红旗指处霞光红；
风云叱咤今又是，
不惧帝寇逞霸凌；
往事非烟应牢记，
试看神州百年兴！

每年的农历九月初九是中国的传统
节日重阳节。“九”数在《易经》中为阳数，

“九月九”两阳数相重，故曰“重阳”。因
日与月皆逢九，故又称为“重九”“九九重
阳”。

庆丰收、登高赏秋与感恩敬老是当
今重阳节日活动的主题。2006年 5月 20
日，重阳节被国务院列入首批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2年全国人大常
委会修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
人权益保障法》规定每年农历九月初九
为老年节。

在民俗观念中“九”在数字中是最大

数，有长久长寿的含意，寄托着人们对老
人健康长寿的祝福。

古代的文人墨客有大量的诗词咏颂
重阳节，其中流传最广的是唐朝王维的

《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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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诗一开头便紧切
题目，写在异乡异土生活的孤独凄然，因
而时时怀乡思人，遇到佳节良辰，思念倍
加。接着诗一跃而写远在家乡的兄弟，
按照重阳节的风俗登高时，也在怀念自
己。诗意含蓄深沉，既朴素自然，又曲折
有致。其中“每逢佳节倍思亲”更是成为
了千古名句。

古人咏颂重阳节比较有名的诗句还
有：“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
（杜牧）；“九月九日望乡台，他席他乡送

客杯”（王勃）;“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
花”(孟浩然);“菊花何太苦，遭此两重阳”
(李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厨，半夜凉
初透”(李清照)等。

《礼记》中有：“季秋之月，鞠有黄
华。”菊花与重阳习俗有密切关系，重阳
节也被称作菊花节。早在西汉，我国就
有重阳节登高、饮菊花酒的习俗。重阳
节登高赏菊，也是千百年来诗人吟咏的
传统主题。如王勃《九日》：“九日重阳
节，开门有菊花。不知来送酒，若个是陶
家。”杜甫《复愁》：“每恨陶彭泽，无钱对
菊花。如今九日至，自觉酒须赊。”苏轼

《南乡子·重九涵辉楼呈徐君猷》：“佳节
若为酬。但把清尊断送秋。万事到头都
是梦，休休。明日黄花蝶也愁”。

“睹落叶而悲伤，感秋风而凄怆。”春

夏秋冬四季中，秋以萧瑟凋敝、满目苍凉
等特质给人以悲伤之感。绝大多数古代
诗人每每将悲情愁绪与草木摇落、万物
凋零的秋景联系在一起，以萧瑟的清秋
意象传达人生的烦闷、生命的忧患。无
论是风格婉约的柳永、李清照，还是词风
豪放的苏轼、辛弃疾，在红衰翠减、万物
凋零的秋天，都禁不住感伤身世，悲从中
来。

现在我们生活的时代，老百姓安居
乐业，老年人更是过着“莫道桑榆晚，为
霞尚满天”的幸福晚年，过重阳节，咏读
古代文人的诗词，真是高兴！

我喜欢重阳节，不仅是因为这是传
统的中国节日，是成为老年人的我的
节日，还是我的生日,您说，能不高兴
吗！

农历九月初九，是我国传统的重
阳节。

重阳节临近晚秋，天高云淡，清
风送爽，这时候观赏大自然，确有一
种心旷神怡的感觉。因此，自古以
来，许多人喜欢在重阳节这天登高望
远，观赏“无限风光”，呼吸新鲜空
气。吟诗填词、举怀痛饮，更有一番
情趣。说到重阳登高还有一段传说
呢。

东汉时期，汝河有个瘟魔，只要
它一出现，家家就有人病倒，天天有
人丧命，这一带的百姓受尽了瘟魔的
蹂躏。一场瘟疫夺走了青年恒景的
父母后，他自己也因病差点儿丧了
命。病愈之后，他辞别了心爱的妻子
和父老乡亲，决心出去访仙学艺，为
民除掉瘟魔。恒景四处访师寻道，访
遍各地的名山高士，终于打听到在东
方有一座最古老的山，山上有一个法
力无边的仙长，恒景不畏艰险和路途
的遥远，在仙鹤指引下，终于找到了
那座高山，找到了那个有着神奇法力
的仙长，仙长为他的精神所感动，收
留了恒景，并且教给他降妖剑术，还
赠他一把降妖宝剑。恒景废寝忘食
苦练，终于练出了一身非凡的武艺。
这一天，仙长把恒景叫到跟前说：“明
天是九月初九，瘟魔又要出来作恶，
你本领已经学成，应该回去为民除害了。”仙长送给恒景一包
茱萸叶，一壶菊花酒，并且密授避邪用法。恒景回到家乡，在
九月初九的早晨，按仙长的叮嘱把乡亲们领到了附近的一座
山上，发给每人一片茱萸叶，一盅菊花酒，做好了降魔的准
备。中午时分，随着怪叫，瘟魔冲出汝河，但是瘟魔刚扑到山
下，突然闻到阵阵茱萸奇香和菊花酒气，便戛然止步，脸色突
变，这时恒景手持降妖宝剑追下山来，几个回合就把瘟魔刺
死剑下，从此九月初九登高避疫的风俗流传下来。梁人吴均
在他的《续齐谐记》里曾有此记载。

后来人们就把重阳节登高的风俗看作是免灾避祸的活
动。另外，对“登高”一说也另有解释，即高者并不一定是高
山，也可以是高台、高会等；至于重阳节的其他一些民俗，比如
吃重阳，也有食“糕（高）”“寿糕（高）”的含义在里面，即双九还
有生命长久、健康长寿的意思，所以后来重阳节被立为老人
节。

重阳节的尊老敬老，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新中
国成立70多年来，尊老敬老政策和社会风尚随着经济社会的
发展不断深化，老干部局、敬老院、养老保险、老年大学、老年
活动中心、老年报纸杂志、夕阳红视频栏目等应运而生。现
在农村老年人可以享受高龄补贴，60岁以上老年人可以享受
免费乘坐公交车、免费游览风景名胜的优待。逢年过节，各
部门和组织以及晚辈们对老人的敬老慰问活动蔚然成风。

酷热从记忆中悄悄地溜走，凉爽的喜
悦洋溢在脸上，牧民扬鞭赶着羊群行走
夕阳的余晖中，炊烟袅袅升腾，在傍晚遇
见了纷至沓来的秋风。

从辽阔的大草原走到了乡村，这里是
我的老家。我喜欢故乡的秋天，故乡的
秋天从夜晚开始，暮色微醺，热烈远走，
凉爽扑面而来。

秋天是属于文人墨客的，读秋，必读
秋诗。读刘沧“秋尽郊原情自哀，菊花寂
寞晚仍开。高风疏叶带霜落，一雁寒声
背水来”，品其清冷；刘彻“秋风起兮白云
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怀其幽远；曹丕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感
其冷寂；柳永“漏箭移，稍觉轻寒。渐呜

咽，画角数声残。对闲窗畔，停灯向晚，
抱影无眠”，深秋是何等寂寥！

城中无秋。水泥墙、柏油路，虽有叶
黄，但少有凝眸读秋的人，人来人往，熙
熙攘攘，喧嚣的烟火气，春夏秋冬四季，
成为人们的过客。

农家的院里有树，秋就有深意了。树
多，便秋得浓烈。院里一棵棵高大的柿
子树，还绿叶青果，郁郁葱葱的。仿佛一
夜间，却只剩金黄的柿子耀眼地挂满光
秃秃的枝头，秋意在不知不觉中爬上了
枝头！

阳光和空气一分为二，一半热烈，一
半凉爽。每一天都有相同的地方，也有
不同的地方。举头眺望一群群大雁排成

行，向着南方飞呀飞，北雁南飞，传唱出
一首经典的歌曲——雁南飞。

秋雨翩然而至，雨打叶落。同样是淅
淅沥沥的雨，春季，草木在雨中朗润了起
来 ，夏 季 ，枝 叶 在 雨 中 越 发 滴 翠 。 而 此
刻 ，满 地 是 枯 叶 ，心 中 是 愁 绪 。 手 指 太
宽，时光太窄，感喟岁月太匆匆。

中秋节，夜幕低垂，月亮渐渐地露出
妩媚的笑脸，村里上空绽放出五光十色
的烟花，鞭炮的劈里啪啦声此起彼伏，家
家户户院中摆着供月的祭品——大月亮
和各式应季的水果，中秋节的气氛进入
了高潮。人们用这种方式来祭月、拜月，
寄托着对丰收的祝福。

月亮渐渐地升起来了，气氛的热烈也

逐渐平息，村庄也恢复了原来安静的模
样，只有一轮圆月在天空中徜徉。

中秋的月，恬静而朦胧，置身于此种
环境，对我而言，能产生抒情写作、挥洒
文笔的灵感，好多好多绝美的文字自然
会跃然纸上。

我独坐在老家的院中，月光溶溶，好
似轻柔的纱，笼在有黄有绿的树叶上，洒
在挂满硕果上，抬头梦中望月，低头雾里
看花，这种境界只有我独享！

秋天的味道写在风里 ，人生的故事
写 在 四 季 里 ，愿 晨 有 清 远 暮 有 余 闲 ，心
有 清 欢 岁 有 安 暖 ，满 腔 的 热 血 、坚 定 的
信 念 ，皆 是 任 尔 东 西 南 北 风 的 乾 坤 定
力！

明朝名臣杨博的父亲杨瞻做过商人，以往
在淮扬地方经商，当时有一位从关中来的盐
商，将一千金的钱寄放在杨家，请杨瞻暂时代
为保管。不料那盐商离开以后，竟然一去不
回，杨瞻不知如何才好，便将那一千金埋藏在
花盆中，上头种植花卉，并派人到关中去寻找，
之后找到了盐商家，不料那位盐商已经去世
了，家中仅有一个儿子。

杨瞻得知消息后，便邀请那位商人儿子到

杨家来，指着花盆说：“这是你父亲生前所寄托
的金钱，此刻就交由你带回去吧！”那位商人的
儿子感到十分惊奇，不敢收取。杨瞻说：“这是
你家的财物，何必推辞呢？”于是说出原由，那
商人的儿子十分感动，于是叩谢后携带那笔金
钱回去。

之后杨瞻生了儿子杨博，中了进士，官至
吏部尚书；杨博的儿子杨俊民，也中了进士，官
至户部尚书。杨瞻受人之托，自始至终忠人之

事，虽然托寄人发生变故，不来取回，可是杨瞻
不为钱财所动，不但一介不苟贪，并且千里迢
迢，寻访其人，并将财物交还遗孤，具有能够托
孤寄命的人格操守。在中华五千年神传文化
的奠定和传播过程中，上天要推崇和期望人们
具有的就是这样的品格，因而上天对于能到达
其要求的人，必然要给予肯定和奖励，所以杨
瞻能够得到贤德的子孙，并世代贵显。足证天
报厚德，丝毫不爽的道理。所以当我们跳出具

体的事情去看问题，才能明白上天的旨意。
古人历来重视道德修养，把诚信作为人修

养道德最基本的资料，古语云：“忠信谨慎，此
德义之基也；虚无谲诡，此道之根也。”古往今
来，凡是品德高尚的人，都是诚实守信的`，仅
有诚信的人，才能心智清明，择善而从。而诚
信一旦缺失，就失去立身之本，并且还会影响
一个国家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一言足以兴邦，
一诺岂止千金。 （静辑）

杨瞻诚信无私杨瞻诚信无私

构建诚信教育体系·诚信文化

我们的节日·重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