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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阳佳节，菊花竞放，使秋之大地光华
灿烂。重阳赏菊咏菊，历代文人墨客写下
的千古名篇，颇耐人寻味。

“菊花知我心，九月九日开。客人知我
意，重阳一日来”，陶渊明的这诗句，写出了
每年重阳节来临之际，文人墨客欢聚一堂，
共同赏菊的娱乐场景。他在《九日闲居》诗
序中说；“余闲居，爱重九之名，秋菊盈园，
而持醪靡由，空服九华，寄怀于言”，在《饮
酒》诗中写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泛此忘忧物，
远我遗世情”。天生一副傲骨的菊花，是诗
人隐居中最好的伴侣，与菊花在一起，使他
暂时淡忘了世情的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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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唐代
白居易的《重阳席上赋白菊》诗。此诗写得新
颖别致，词约而意丰。特别是后两句，采用比
喻和拟人的手法，把那朵雪白的菊花，比作参

加“歌舞席”的老人，却和少年一起载歌载舞，
表达了诗人虽年迈仍有少年情趣。

唐末农民起义领袖黄巢《不第后赋
菊》：“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
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诗中
既写了菊花的精神，也写了菊花的外形，形
神兼备；既写了菊花的香气冲天，又写了菊
花的金甲满城，色味俱全，形象十分鲜明。
作者赋菊咏志，表现等待时机改天换地的
英雄气魄。作者的这种政治抱负，在他的
另一首《题菊花》诗中也有表现：“飒飒西风

满院栽，蕊寒香冷蝶难来。他年我若为青
帝，报与桃花一处开”。

宋代女词人李清照的《醉花阴》：“薄雾
浓云愁永昼，瑞脑消金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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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
花瘦!”这首词颇具韵味，表面上写词人深
秋时节的孤独寂寞之感，其实表现了重阳
佳节思念丈夫的心情。

“秋菊能傲霜，风霜重重恶。本性能耐
寒，风霜其奈何！”这是陈毅元帅的《秋菊》
诗。用“秋菊”喻中国人民，用“风霜”喻中
外反华势力，一边是“重重恶”，一边是“能
傲霜”，形成强烈对比，更加凸显了中国人
民抗击困难的意志。后两句则是诗人直抒
胸臆，道明中外反动势力的围堵是压不垮
中国人民的！

毛泽东在《采桑子·重阳》中咏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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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词
为我们营造了一个恢弘的艺术境界，词中
战地上漫山遍野的菊花绽放吐香，构成了
一幅壮丽的秋景图。有感于美好的秋色，
将自己的信念寄托于物，表达出革命者在
艰难岁月里顽强的革命意志，洋溢着革命
的乐观主义精神。 ■汤青 摄影

咏菊诗话
梁文俊

我们的节日·重阳节
“桃换肌肤菊换妆，只疑春色到重阳。

偷将天上千年艳，染却人间九日黄”，这是
宋代张孝祥的《鹧鸪天·桃换肌肤菊换妆》。

诗中所描绘的，是重阳日菊花盛放时
的美景：时至重阳，桃树的表皮已剥落，而
菊花却换了新妆，美艳动人，让人误以为春
回大地。菊花竞相绽放，金黄遍染，为重阳
日增添了喜庆色彩。

自古以来，菊花就与重阳节联系在一
起，以菊花为核心衍生出一系列重阳习俗，
如赏菊、赋菊、簪菊、饮菊花酒等。

尽管历代各地风俗不同，对菊花的倾
心却是一样的，“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
花”。菊花于重阳前后适时绽放，仿佛花事
为重阳而来，民间也称重阳节为“菊花节”。

重阳时节，百花凋零，菊花却凌霜而
开，清香淡雅，惹人喜爱。古时候，上至宫
室下至平民，无不喜欢在重阳日游园赏菊。

宋代吴自牧在《梦梁录九月》中记载：
“年例：禁中与贵家皆此日赏菊，士庶之家，
亦市一二株玩赏。其菊有七八十种，且作
重九久”。

唐代王勃的《九日》：“九日重阳节，开
门有菊花。不知来送酒，若个是陶家”。一
度又重阳，开门就是满眼的菊花，前来送酒
相贺的人很多，哪一个是陶家的人呢。陶
家即陶渊明之家，以爱菊之名盛传千古。
诗人以风趣的口吻，来呈现重阳赏菊习俗
的盛行。

文人雅士对菊花情有独钟，认为它是
品性高洁的象征，有隐士之风。赏菊之时，
不免雅兴大起，赋菊花诗以遣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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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菊满园，间杂
一支白菊，别有意趣。诗人和年轻人一道
起舞贺重阳，虽近年老，仍不失浪漫情趣。

李清照的《醉花阴》：“东篱把酒黄昏
后，有暗香盈袖”。此时赏菊饮酒，是难得
的良辰美景，而自己的丈夫却没有在身边，

词人心中无比落寞，不禁吟唱道：“莫道不
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虽说重阳
诗词大多有念故思乡之意，但加入菊花之
后，风情万般，如白居易的豁达，或如李清
照的伤感，皆因菊花。

古有重阳簪花的习俗，无论男女，喜欢
把菊花插在自己的头发或帽子上。《宋史·
礼志》中记载：“酒五行，预宴官并兴就次，
赐花有差。少顷戴花毕，与宴官诣望阙位
立，谢花再拜讫，复升就坐”。皇帝赐重阳
宴，并在宴会上给百官簪花。

重阳簪菊是有典故的，桓景学道时，师
傅交代他，九月九日瘟疫来临，让他带领全
村人登高，并且在帽子上插菊花，这样可以
避灾。桓景依照而行，果然，村人安然无恙，
而留在家中的鸡羊全部遭了瘟疫。古人簪
菊和插茱萸的愿景，都是为了避邪驱灾。

“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
英”。菊花不仅具有观赏性，还可以食用，
是天然的滋补食材，可配以糯米、酒曲酿制
菊花酒，于重阳之日邀友共饮。

据西汉刘歆的《西京杂记》中记载：“菊

花疏时，并采茎叶，杂黍米酿之，到来年九
月九日始熟，就饮焉，故谓之菊花酒”。

唐王缙在《九日作》中写道：“今日登高
樽酒里，不知能有菊花无”。登高饮酒之
时，如果酒中无菊，那该是怎样的无趣啊。

菊花应节而开，芬芳满枝。与菊花相
关的各种习俗，让重阳节在众多节日中更
显清幽雅致、意趣盎然。

■李海波 摄影

菊香重阳
王同举

盛典

鸡冠花开时，已是中秋。此花
原产于亚热带和热带地区，在印度
被称为“波罗奢花”，据说与佛教一
起传入中国，今为寻常之物。

早在明代，李时珍就在《本草纲
目》中这样描述：“鸡冠处处有之，三
月生苗，入夏高者五六尺，矮者才数
寸”。

一丛浓艳对秋光

“幽居装景要多般，带雨移花
便得看。禁奈久长颜色好，绕阶更
使种鸡冠”。鸡冠花适应力强，对
环境要求不严，多植于篱落之旁、
阶砌之下。在中秋之时，看鸡冠花
殷红一片，可使过节的趣味大增。

霜降之时，鸡冠花显得更为娇
艳。“秋至天地闭，百芳变枯草。爱
尔得雄名，宛然出陈宝。未甘阶墀
陋，肯与时节老”。这首诗赞颂的，
便是鸡冠花的刚强气节。

“一枝秾艳对秋光，露滴风摇
倚砌傍。晓景乍看何处似，谢家新
染紫罗裳”。鸡冠花色泽丰富，艳
丽异常。

《花镜》云：“鸡冠花……花可
大如磐。有红、紫、黄、白、豆绿五
色，又有鸳鸯二色者，有紫、白、粉
红色三色者，皆宛如鸡冠之状”。

据说，明代才子解缙曾为白鸡
冠花赋诗一首：“鸡冠本是胭脂染,
今日如何浅淡妆。只为五更贪报
晓,至今犹带满头霜”，并被编入不
少故事中，称赞其学识渊博、才思
敏捷。

鸡冠花的别称很多，如鸡髻
花、芦花鸡冠、笔鸡冠、小头鸡冠、
凤尾鸡冠、大鸡公花等，大多是“以
花状命名”的，因其酷似鸡头上的
肉冠而得名。沈周称其“高冠红突
兀，独立似晨鸡”。它不仅色彩各
异，在花序形态上，也有扫帚鸡冠、
扇面鸡冠、璎珞鸡冠之分。

宋代王灼在《碧鸡漫志》中说：“吴蜀鸡冠花有一种小者，
高不过五六寸，或红，或浅红，或白，或浅白，世目曰后庭
花”。这个后庭花，更接近《救荒本草》中说的雁来红：“人家
园圃多种之……其叶众叶攒聚，状如花朵，其色娇红可爱，故
以名之”

雁来红又叫老来少、三色苋、叶鸡冠、老来娇、老少年，普
通品种为红、黄、绿三色相间，优良品种则呈现鲜黄或鲜红
色，艳丽异常，但花序小且不明显，没有鸡冠花那样美丽的花
序。

供祖瓶插鸡冠花

在宋代都城开封，鸡冠花又叫“洗手花”。据《枫窗小牍》
记载：“鸡冠花，汴（开封）中谓之洗手花，中元节前，儿童唱
卖，以供祖先”。

为何叫洗手花？看到过一种解释，在我国古代，中元节
有用鸡冠花供奉祖先的习俗。因为要先洗手，再把鸡冠花摆
上供桌，开封人才称它为“洗手花”。这种称呼，有敬畏的成
分在。

“供祖瓶插鸡冠花，一时风靡满京华。只缘物稀价腾贵，
移种四郊入农家。以鸡冠花供祖，在宋代已风行”。早在宋
代，开封的鸡冠花栽培十分普遍。杨万里曾这样吟咏：“出墙
那得丈高鸣，只露红冠隔锦衣……”可以想见，轻风拂来，鸡
冠花叶摇花动静中有动的美感。

“秋暮夕月”，早在周代，已有中秋夜祭月习俗。拜月的
供品，北方多为梨、苹果、葡萄、毛豆、鸡冠花、西瓜，南方则为
柚子、芋头、香蕉、柿子、菱角、花生、藕等。清宫里祭月，多在
某一院内向东放一架屏风，两侧搁置鸡冠花、毛豆枝、芋头、
花生、萝卜、鲜藕。

《燕京岁时记》里记载了清代北京的中秋节盛况：“京师
之曰八月节者，即中秋节也。每届中秋，府门朱第，皆以月饼
果品相馈赠。至十五月圆时，陈瓜果于庭，以供月。并祀以
毛豆、鸡冠花。是时也，皓魄当空，彩云初散，传杯洗盏，儿女
喧哗，真所谓佳节也”。

在《四世同堂》中，老舍先生这样描述北京的秋天：“再配
上为拜月用的，贴着金纸条的枕形西瓜，与黄的红的鸡冠花，
可就使人顾不得只去享口福，而是已经辨不清哪一种香味更
好闻，哪一种颜色更好看，微微的有些醉意了！”

“紫不紫，大海茄，八月里供的是兔儿爷。自来红，自来
白，月亮码儿供当中，毛豆枝子乱哄哄。鸡冠花，生个红，圆
月的西瓜皮儿青。月亮也吃得哈哈笑，今晚的光儿分外明”

“鸡冠花，满院开，爷爷喝酒，奶奶筛……”在北京，中秋要祭
拜神像、兔儿爷。贡品中，瓜果梨桃什么都可以有，必须有的
贡品是毛豆、西瓜、鸡冠花。据说，毛豆代表草料，这是给兔
儿爷的坐骑吃的；切成瓣的西瓜，象征着莲台；鸡冠花，代表
仙草。

识得食用真面目

鸡冠花有一个别名：热带菠菜。这个名字的由来，或许
是因为鸡冠花的叶茎，“其叶青柔，颇似白苋菜而窄，稍有赤
脉。其茎赤色，或圆或扁，有筋起”。

菠菜最初叫菠薐菜，又名波斯菜、赤根菜、鹦鹉菜等。其
原产波斯，2000年前已有栽培。后传到北非，由摩尔人传到
西欧西班牙等国。唐贞观二十一年（647年），泥婆罗国使节
来唐，并向唐太宗献上菠薐菜、浑提葱等贡品。从此，菠菜在
中国安了家。

据说，在印度、南美洲、非洲西部等地，鸡冠花常作为蔬
菜栽培。亚洲人食用鸡冠花籽粒，非洲人则喜欢吃鸡冠花
瓣。鸡冠花的籽粒很小，味道像榛子，可以像爆玉米花一样
爆着吃。鸡冠花籽可与小麦混合制成高蛋白面粉，为人类理
想食品之一。

而在明朝《救荒本草》里，只有这么简单的一句：“救荒，
采叶煠（煮也）熟，水浸淘净，油盐调食”。可见，当时人们只
是食用它的叶子，而且吃法极其简单，只是为果腹而已。

中医常以鸡冠花的花和种子入药。其花功效是清热止
血，主治赤痢、便血、崩漏带下等症；种子的功效是清肝明目，
主治目赤肿痛、翳障等症。民间有用鸡冠花煎洗治疗荨麻疹
的验方。

有人曾经列出这样的菜单：鸡冠花蒸肉、鸡冠花豆糕、龟
胶鸡冠花蛋汤、燕窝冠花肺片汤、鸡冠花黄颡鱼汤、鸡冠花莲
草肥肠、鸡冠花蚌肉汤。据说不仅味道鲜美，而且能够补益
身体、增强体质。

或许有一天，人们能重视和开发其食用价值，鸡冠花会
在我们的餐桌上大行其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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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特别喜欢
王维这两句诗。“中岁颇好道”，人生自然又
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中岁好道大概不是
发生在个别人身上的个别现象，就连晚清
名臣曾国藩后期所集的十二字座右铭“敬
胜怠，义胜欲；知其雄，守其雌”，也明显带
有了道家思想的印记。

这里边大概有一个规律，少年青年急
于安身立命，而且感觉前途无限广阔，前景
无限可能，故而一头扎进社会这个欲望场，
风风火火地要大干一番事业。日月如梭，
转眼青春不再，人至中年。回首蓦然心惊，
不由感叹人生几何，去日苦多。头脑渐渐
冷静，开始思考这匆匆的人生意义何在，自
己来这人间一遭是为了什么。

中岁好道，其实就是对生命意义的探寻，
就是要跳出纷繁芜杂的生命的喧嚣，以一种
冷静理智的态度来观照这人生，审视自己的
过去，探索自己的未来，同时也观照自己生活
着的这个世界、身边以及远方的芸芸众生。

如果把人生看作一个修炼的过程，中
年时的智慧当然要优于青年，曾经的困惑，
到中年时可能已经有能力去解决，或者部
分地解决。中年时依然的困惑，乃至新遇
到的一些问题，恐怕要留待以后的修炼中
去认识、去解决。

中年时需要解决什么呢？经过几十年岁
月的激荡和沉淀，中年时应该认识到，人生真
正可贵的、真正值得珍惜的东西是什么。

青年时的努力和打拼，当然是为整个
人生奠基。往高里说，有自己终生为之奋
斗的事业，有自己的人生目标；往低里说，
要解决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基本需求——衣
食住行等，要寻找自己在这个茫茫尘世中
同行的伴侣。

中年时，这些人生中极重要的事项基本
上尘埃落定，人生基本上趋于平稳。匆匆的
岁月已带走了许多曾经宝贵的东西，也必将
沉淀下一些至今宝贵的东西，或许还有一些
至今还没有认识到它的宝贵的东西。

思索，甄别，抉择。这是中年时不能再拖
延和逃避的问题。也许中年人才真正需要去
斟酌“舍得”二字。这二字，一而二，二而一，
舍即是得，得即是舍，舍而不舍，不舍无得。

中年人需要一种平静中的勇气，这种勇
气不是面对生活的，而是面对自己的。为生

存已经忙碌多年，应该关照一下自己的内心
了。静下来，听一听自己心跳的声音，呼应
一下那也许已经渴望了许久的心灵。

顺应内心，是谓初心，“大曰逝，逝曰
远，远曰反”。中年时的回归也非返回原
点，几十年的风雨历程，毕竟使心灵经受一
次次洗礼，内心已是饱经沧桑后的丰盈，激
荡波折后的深沉。

“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
无为而无不为”。中年人宜多放下，删繁就
简，把“简”作为一种追求，“简”为大道，是
通向丰盈的必由之路。

“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
悠”。中年人注定渐向孤独，所能依赖的，
只能是自己的身心修炼，让自己的心灵在
孤寂中趋向丰盈，像一朵雪莲，盛开在人迹
罕至的雪山之巅。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行于所
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人生自适如此，复
何道哉！

人生好道中岁始
杨福前

忽忽悠悠600年，苏州西北的一个城门
名叫“阊门”，对于成千上万的苏北人来说，
具有不同寻常的特殊记忆。

江淮地区无数的先辈们，何以都说自
己的“根”在苏州？又为什么扬州、淮安、盐
城、泰州的人，把晚上睡觉说成“上苏州”？
其实，就是希望能在睡梦中，回到曾经的遥
远的故土。有这种说法，苏北人的小脚趾
裂开，是阊门移民共同的基因。这种根深
蒂固的记忆，就跟山东人所说的祖籍是山
西洪洞县“大槐树下”的背景雷同。

扬州文化学者黄继林，曾做过梳理，在
苏北很多家谱族谱中，都有“先祖来自阊
门”或“由苏州迁来”的文字记载。

在纵横数百公里范围内，既然大批苏
北人都一口调的声称祖先来自苏州阊门，
那也就成了不争的事实。那么，为什么在
元末明初，会有大批江南百姓要迁往苏
北？那就得从“洪武赶散”说起。

1363年，张士诚以苏州为都城建立政
权，自称吴王。后居功自傲，独断专行，亲
信佞臣，疏远忠良。而朱元璋的地盘就在
他的旁边，以南京为都城。两人各领风骚，
争夺地盘，相互攻守。

到1366年，朱元璋以徐达为大将军，常
遇春为副将，率精兵20万强压湖州、嘉兴、杭
州等，苏州城被包围。张士诚陷入绝境，被
困11个月左右，次年兵败被俘，自缢身死。

1368 年朱元璋在南京称帝，建立明
朝。为巩固政权，下令将苏州城内原来支
持、拥戴张士诚的士绅商贾没收家产，责令
全家迁徙外地垦荒屯田。这就是历史上有
名的洪武赶散。

张士诚盘踞苏州为王时，得到士绅商
贾百姓的拥戴，明军攻打苏州城时，同仇敌
忾进行抵抗，致使朱元璋怀恨在心。于是，
对张士诚的拥护者惩罚性移民。

张士诚乐于结交文人，给予知识阶层
比较好的待遇，施耐庵、罗贯中都曾效力于
张士诚。这些人掌握着话语权，自然会替
张士诚歌功颂德。

相形之下，朱元璋对文人不怎么待见，
吟诗作赋都有危险，搞不好还会被砍头，于
是文人们难免会怀念张士诚。在这种背景
下，从阊门迁往苏北的人大约四十万左
右。那阊门又哪来那么多的人去迁移呢，
这里面就有个流传的小故事。

话说，朱元璋打败张士诚后，命刘基将
苏州城中的人杀光。刘基跪求说，最好留
下一门生灵吧，不然，苏州就成了一座空
城。朱元璋觉得也对，但又说，哪门的人
少，就留下哪门。刘基说，是阊门。其实，
当时苏州八大城门之中，阊门人最多。

刘基接圣旨后，立即派人偷偷告知苏
州府和全城百姓。他们听闻后，连夜紧急
逃至阊门。一夜间，阊门人满为患。后来，

便从阊门陆续逃离出苏州。路上如若遇有
人问及，逃离者都说是阊门的，也就顺顺妥
妥蒙混过关。

然而，这场阊门大迁移，在苏北、在阊门
的上空，不知不觉笼罩了六百多年。文字记
载却少得可怜，成了历史的疑云，但传说一直
在。苏北一带的人，也就承载了太多的乡愁。

话得说回头，宏才大略的朱元璋是什
么人，只要懂点历史的人都很清楚。如果
朱元璋仅仅是要惩罚拥戴张士诚的苏州百
姓，就实施如此残暴的大规模移民，理由绝
对站不住脚，也没有多少人会相信。其实，
朱元璋下令移民，更多的应该是以巩固统
治、发展一方经济为目的。

对于那时候背井离乡的移民们而言，
阊门就是曾经在江南的最后一站，或许，也
是最后依依不舍的回眸。悠悠梦里回故
乡，那座江南的古城门，也就成了思念故
乡、寄托乡愁的载体。苏州阊门，已成为移
民后裔心中的“根”。

我的先祖是阊门，悠悠梦里回故乡。
六百年前的苏州是移民心中的故乡，六百
年后的苏州，只剩下了一个遥远又模糊的
梦。 ■粤梅 摄影

乡愁：先祖来自阊门
苏宝大

诗词歌赋

清晨到公园里一逛，
啾啾啾啾……啾啾啾啾
……全是鸟鸣。

鸟鸣之美，是用文字
无法描述的，要么夸得太
美，要么根本就不是那个
意思，断然是没有合适的
字句儿。

很多口技表演者，你
看他鼓腮咧嘴摇头晃脑，
动作很像，声音也很逼真，
实际上，拿只会叫的鸟来
和他的“鸟鸣”一比，根本
就不是那个味儿了。

鸟 鸣 之 美 ，美 在 哪
里？天然，没有技巧。

它没有乐队配乐，就
是清唱；它没有描眉画眼，
就那么素面地唱；它没有
追捧者鼓掌送鲜花，就那
么兀自地唱。

也只有这样，才能唱
得美。

鸟鸣之美，还在于你
不知道它唱的到底是什

么。
听吧，听三天三夜，三十年五十年，人也

不会听出它唱的一句词来。
就一个感觉，美！
鸟鸣之美，还在于你不知道它是高兴还

是伤悲。
听吧，它的每一声啾啾都是美的音符，

完全听不出它的情绪有什么变化。
鸟本应该在天上高飞，却被人关在了笼

子里，它能高兴吗？
想开了高兴，想不开就不高兴。
想开了，有吃有喝，有人侍候有人疼，多

好!
想不开，笼子太小，鸿鹄之志难施展，郁

郁寡欢，多悲！
这些，也只是人的猜想，鸟怎么想的，不

知道，反正是笼子里的鸟和天空里的鸟唱
的，都是一样的美。

人就不一样了，别说笼子里笼子外，就
算是吃点小亏沾点小光，都会表现在脸上，
歌声一出，是悲是喜，一句就露馅了。

为什么？人太了解人了。
人不解鸟语，全当作了美的音符，人若

不解人，想必唱出的每个字也都是美的音
符。

可惜啊，人太想了解人了，因此，鸟鸣之
美就只能属于鸟了，而鸟人之丑就只能属于
人了。 ■苗青 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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