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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宝庆

重阳节也叫登高节，每到
这一天要沿袭登高望远思念
亲人的习俗。

说起重阳节，我听到过民
间有这样一个传说。东汉时
期，汝南县的一个村庄，有位
叫桓景的年轻人。那年汝河沿
岸闹起了瘟疫，桓景的父母染
上瘟疫不幸身亡。邻居告诉桓
景，这场瘟疫是汝河里的瘟疫
作恶引起的。桓景听后决定为
民除掉瘟魔，使村民不再受
害。当时，东南山隐居着一位
大仙名叫费长房，桓景便离家
登山拜他为师，学习武艺。光
阴似箭，日月如梭，一年倏地
过去。一天，桓景正在练剑，费
长房来到眼前说：“今年九月
九日，汝河瘟魔又会出来降
灾，你可赶回家乡为民除害。
为师现给你茱萸叶一包，菊花
酒一瓶，让你家乡的父老乡亲
登高避祸。”桓景遂从师命拜
别师父，跨上仙鹤朝汝南飞
去。回到家乡后，桓景就在九

月初九这天，带领父老乡亲登
上附近的一座高山，分给每人
一片茱萸叶用来防御瘟魔，又
倒出菊花酒叫每人呷了一口
以防瘟疫侵身，安置好父老乡
亲后，桓景身背降魔青龙剑回
到家中，等待和瘟魔厮杀。

过了不久，瘟魔分水上岸
看到村民聚集在山上便来到
山脚，顿时感到酒气刺鼻，茱
萸冲肺，不敢近前登山，就又
回身向村里走去。只见一个人
正在屋中端坐，就吼叫一声向
前扑去。桓景一见瘟魔扑来，
急忙舞剑迎战。斗了几个回
合，瘟魔战他不过，拔腿就跑。
桓景“嗖”的一声把降妖青龙
剑抛出，只见宝剑闪着寒光向
瘟魔追去，穿心透肺把瘟魔刺
倒在地。

此后，汝河两岸的百姓，
再也不受瘟魔的侵害了。人们
把九月九登高避祸、桓景剑刺
瘟魔的事，父传子，子传孙，一
直传到现在。从那时起，人们
就过起重阳节来，有了重九登
高的风俗。

重阳佳节菊花香

我知道的重阳节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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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言

重阳节涵意丰富，蕴涵着
劳动人民的智慧和美好愿望。

《易经》中把“六”定为阴数，把
“九”定为阳数，九月九日，日
月并阳，两九相重，故而叫重
阳。人们对九月因阳气的衰减
而引起的自然物候变化有着
特殊的感受，重阳成为夏冬交
接的时间标志。如果说清明是
过冬后出室“踏青”的颂春节
日，那么重阳则是在金秋新至
出门“踏秋”的颂秋节日。对于
劳动人民来说，九九重阳更是
祈祷“地增五谷人增寿”的日
子。

重阳节最重要的“踏秋”
活动之一是登高，所以重阳节
又叫“登高节”。登高，一般是
登高山或高塔。天高气爽、登
高远望，一览金秋丰硕的沃
野，秋韵令人陶醉。当然人们
登高也不单是攀登，还要观赏
山上的秋叶和山菊花，并饮酒
尽欢。人们还把重阳节登高的
风俗看作是免灾避祸的活动。
重阳节登高，除了避祸消灾之
外，还有步步高升的含义，人
们还认为“登高”可以长寿。

重阳节这天，我和家人会
带着水果、美食一起去登山，

一边努力爬山，一边采撷野
菊。爬到山顶，一览众山小，漫
山金黄的野菊飘香，红叶耀
眼，层林尽染；田野上高粱红
了、玉米黄了、瓜果熟了……
好一派丰收景象。尽观金秋美
景，登山的疲劳自然抛到云
外。坐在山顶，吃着、喝着，赞
美河山的大好，欢庆金秋的丰
硕，乐享“醉美”的幸福，也达
到了“踏秋”活动的最高境界
了。

农历九月俗称菊月，观
菊、赏菊、采菊也是重阳节“踏
秋”的重要内容。我国是菊花
的故乡，自古栽培菊花就很普
遍。菊花美丽多姿，人人喜欢：
黄、白色蕊菊花称为“万龄
菊”、粉红色菊花为“桃花菊”、
白而檀心菊花是“木香菊”，黄
色而圆菊花叫“金龄菊”、纯白
而大者曰“喜容菊”……在古
俗中，菊花象征长寿，菊花又
名“延寿客”，是长寿之花。菊
花凌霜不屈，人们爱它、赞它，
每到重阳前后，公园会举办菊
花展，供游人观赏。在老家，重
阳日都要上山采摘野菊，回家
晒干充填枕头。枕着菊花枕
头，那淡淡的清香有助睡眠。
九月九采摘的菊花制成菊花
茶，饮用可以清热解毒。

九九重阳去“踏秋”刘烟生

农历九月初九，二九相重，
据道家的传统阴阳观，九为最大
阳数，故重九亦称重阳节。烟台
人又称老人节、登高节、菊花节，
因其谐音是“久久”，有长久之
意，是历史悠久的节日之一。

据汉代《西京杂记》记载着
西汉时的宫人贾佩兰称：“九月
九日，佩茱萸，食蓬饵，饮菊花
酒，令人长寿。”相传自此日起，
有了重阳节佩戴茱萸、食菊花
糕、饮菊花酒的习俗。菊花糕的
原型是古时的“饵”，即蓬饵，到
宋代始称菊糕，并有以菊花入糕
的记载。据《乾淳岁时记》称：“都
人是日饮新酒，泛黄簪菊，且各
以菊糕为馈。”这天，烟台人登
高、赏菊，吃菊花糕、喝菊花酒庆
贺。

登高是重阳节重要活动之
一。传说很早以前，在骊山脚下
有一个小小的村庄。村东一户农
家主人姓邓名郜，是一个为人忠
厚善良的老汉。一天傍晚，他从
地里劳作回家，路遇一位仙风道
骨的老先生求宿。老汉家里没有
闲房，和老伴只得在柴棚栖身，
腾出房间让老先生栖身。第二天
清晨，老先生临行时对老汉说：

“九月九日，你家要遭灾。”老汉
一听，吓了一跳，说：“我无理的
不做，犯法的不干，灾从何来？”
老先生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
旦夕祸福，好人也难免受灾。正
因为你平日修路铺桥，积德行
善，所以我搭救于你。记住九月
初九日清早，你要拣草木少的高
地方搬家，越高越好，只要按照
我说的去做，就可以免灾。”说
完，老先生翩然不见，老汉方知
是神仙指点。老夫妇惦记乡亲的
安危，逐把这一消息告知全村各
户。九月九清晨，老夫妇按照神
仙所言，早早起床，轻装简从，打
点行囊和村民登上村后的一座
高山，刚走到半山腰就看见山下
村子里的房子着起火来，如同一
片火海。

大火过后，老汉和乡亲们重
整家园。由于老汉无儿无女，乡
亲们出力、出物帮助老汉建房。
这时，大家发现老汉在房前屋后
种植的一株株菊花，安然无恙，
争奇斗艳，笑傲秋风，大家都称
菊花为“吉祥花”，一时传为佳
话。后来，老汉晚年得子，家业兴
旺，乡亲们都说这是善有善报。
为感谢老汉救命之恩，于是就有
了九月九日登高避灾(“登高”是
老汉名字邓郜的谐音)、赏菊的
习俗，并代代相传。

重阳日清早，烟台人家就携
亲邀友，同登塔儿顶(境内最高
的山，海拔397米，因早年建有三
和宝塔而得名)。市区所城里有
的人家还提盒担篮，带着美味佳
肴，举家登上塔儿顶的观音峰。
极目远眺，小岛的轮廓亦梦亦
幻，海天共成一色；低首细瞧，
山下民居青瓦粉墙，恍若世外
桃源。中午，在外野炊，山风在
耳畔缠缠绵绵低吟，鸟儿躲在
树荫里风流学舌，酒尚未饮，心
儿已醉，顿时体会到宋代大文
学家欧阳修“醉翁之意不在酒，
在于山水之间也”的意境。周边
的上夼村、仓浦村、西南村、西
南关村、大海阳村、中海阳村、
小海阳村、世和村、通伸村、芝
罘屯、芝罘大疃等农村人家，男
人吃罢早饭先到邻近的山上登
高后，再到农田劳作。登高，成
了烟台人家“人盼幸福树盼春”
的一种祈望。

烟台人有重阳节吃发糕的
习俗，也称重阳糕、菊花糕。用
料是当年黍米和精粉白面，富
庶之家还加入核桃仁、金丝小
枣、青红丝、白糖等，并将新采

撷的几朵菊花剪成菊片，天女
撒花般均匀地撒在发糕的表
面。然后放进蒸笼，大约蒸到两
柱香的工夫，停火。稍待一会，
揭开蒸笼，白色的蒸气立即在
厨房飘逸起舞，很是美丽，煞是
好看；出锅的重阳糕散发淡淡
的原粮清香和菊花芬芳，在空
气中萦绕弥漫，撩人食欲，垂涎
三尺；切一块托在手中，颤颤巍
巍，暄腾松软；咬一口，到嘴即
化，余香袅袅，沁人肺腑。

一般人家制作的单层发糕
是将红枣或花生插在上面；讲
究的人家制作的重阳糕有九
层，上锅时需加四五个笼屉，出
锅的发糕象座玲珑宝塔，寓意
九九重阳，久久长寿；有的人家
还捏两只面塑小羊，插在发糕
上面，取重阳之意。还有的人家
在蒸熟的发糕插上两只蜡烛，
吃糕前点燃，由家里岁数最长
者吹熄后，再切糕分食。吃糕源
于“登高”，蜡烛为“灯”寓意“登
高”，登高可以躲避灾难，因为

“糕”与“高”同音。老人妇女及
孩童吃了重阳糕，就意为参入
了上山登高的活动，命运之神
会带来“吉祥如意，百事登高”
的好运。菊花糕是烟台人家重
阳节必吃的食品。一种美食蕴
育了一种祝福，寄托着一种祈
盼，这就是烟台人的美食文化。

烟台人这天最忌讳嫁出去
的闺女回娘家过重阳节。有“在
娘家过了九月九，要重新戴花
另吃酒”的俗语(有死夫再嫁之
意 )。这种禁忌似乎有些荒唐，
没有道理，细细考究起来又有
一定的社会基础。因为重阳节
一般在秋收秋种的大忙季节，
在以粮为本的农耕时期，媳妇
这期间抛开家务和农活于不
顾，回娘家去显然不合时宜。我
个人认为：这一俗语无非是告
诉媳妇，要好好在家劳作，协助
丈夫和婆家人全心全意搞好秋
收秋种。让妇女用敬畏顾忌之
心自觉约束自己的行为，总比
强制生硬的命令更容易让人接
受，这就是烟台人处世办事的
大智慧。

烟台人家都爱菊花，不仅
是因为它有天生丽质的端庄风
韵，婀娜多姿的高雅气质，更主
要是敬重它不做媚世之态，艳
而不妖，俏而不弱，傲骨凌霜的
高风亮节。那时家家都住平房，
户户都见缝插针，栽种菊花，每
逢重阳，赏菊和喝菊花酒成了
约定俗成的习俗。据说泡制菊
花酒，必须把洗净的菊花放入
酒坛，平铺于坛底，然后将酒徐
徐倒满、密封，次序不可颠倒。
待浸泡一年，来年重阳才能启
封饮用。

1989年，国家将传统的重
阳节定为“老人节”，给重阳节
赋予了新时代的新鲜元素。届
时，社会各界开展敬老爱老活
动；各相关单位领导走访、慰问
离退休职工，组织老人开展各
种文体活动和外出观光旅游；
子女给长辈赠送礼品，祝父母
长辈健康长寿。市区的南山公
园、文化中心广场等场所都举
办大规模的金秋菊花展，赏菊的
人们络绎不绝，流连忘返。

星转斗移，节日依旧，岁月流
逝，移风易俗，多元的浪潮冲击传
统的堤坝，如今重阳节的传统习
俗蒸菊花糕、酿菊花酒不普遍
流行了。但是烟台人家还延
续着重阳节吃面条的老规
矩，因为面条毕竟拴着
一代又一代烟台人
美好的祈盼和灿
烂的梦……

毛贤君

古代文人重阳节登高赏
菊，饮酒赋诗自有一番乐趣。
宋代词人留下许多吟诵重阳
节的作品，反映了宋代百姓生
活的一个侧面。

北宋词人晏殊的《诉衷
情》词，描写重阳时节大地一
片秋色，像一幅淡淡的水墨
画，自成闲雅之氛围：“芙蓉金
菊斗馨香，天气欲重阳。远村
秋色如画，红树间疏黄。流水
淡，碧天长，路茫茫。凭高目
断，鸿雁来时，无限思量。”而
晏几道的《阮郎归》，不仅描写
了重阳景色，又写了人们在重
阳节的欢乐：“天边金掌露成
霜，云随雁字长。绿杯红袖趁
重阳，人情似故乡。兰佩紫，菊
簪黄，殷勤理旧狂。欲将沉醉
换悲凉，清歌莫断肠。”

大手笔总是大手笔，大家
为文总有独到之处。苏轼笔下
的重阳节，写出人生哲理，对
今人也有启迪。他在《南乡子·
重九涵辉楼呈徐君献》词中写
道：“霜隆水痕收，浅碧鳞鳞露
远洲。酒力渐消风力软，飕飕，
帽多情却恋头。佳节若为酬？
但把清樽断送秋。万事到头都
是梦，休休，明日黄花蝶也
愁。”全篇流露出一种随遇而
安，乐观豁达的思想，反映出
大词人的宽阔胸怀。

在诸多吟咏重阳节的宋
词中，李清照的《醉花阴·重
阳》脍炙人口，传诵千古：“薄
雾浓云愁永昼，瑞脑销金兽。
佳节又重阳，玉枕纱橱，半夜
凉初透。东篱把酒黄昏后，有
暗香盈袖。莫道不消魂，帘卷
西风，人比黄花瘦。”这首词写
伤别兼悲秋，把菊花人格化，
末尾三句塑造出一个多愁善
感。弱不禁风的闺阁美人形
象，成为历代画家画仕女画的
常用题材，并被历代评论家赞
不绝口，推崇备至。

在宋代大量的吟咏重阳
词中，刘克庄的《贺新郎·九
日》词不落俗套，富有诗意：

“湛湛长空黑，更那堪、斜风细
雨，乱愁如织。老眼平生空四
海，赖有高楼百尺。看浩荡、千
崖秋色。白发书生神州泪，尽
凄凉、不向牛山滴。追往事，去
无迹。少年自负凌云笔。到而
今、春华落尽，满怀萧瑟。常恨
世人新意少，爱说南朝狂客。
把破帽、年年拈出。若对黄花
孤负酒，怕黄花、也笑人岑寂！
鸿去北，日西匿。”词的最后两
句，表达对故土的怀念。对南
宋王朝苟且偷安，振兴无望深
表不满，感慨苍凉。

宋词中的重阳节

岁岁重阳，今又重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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