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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九庙会

颇有动人的气势
文/季羡林

这是个吉庆有余的欢乐节
文/二月河

重阳节的菊花
文/徐志摩

老舍先生家里有最美的菊花
文/汪曾祺

诗 篇

征稿启事

本周主题“秋日”

《书香》版每周设立主题，
向社会征集摄影、美文、书画等
优秀作品，诚邀您积极投稿。

期待您的优秀作品，也期待
您有创意的摄影、美文、书画作
品，镜头、笔下，充满对生活的
热爱。但提醒您的是，所有作
品必须原创，文责自负，投稿
时，也请留下姓名、电话号码等
联系信息。

本期征稿主题：秋日
投稿邮箱：
xbzmb@vip.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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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王维

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消金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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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宋】李清照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
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
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
就菊花。

——【唐】孟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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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白居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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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晏殊

三载重阳菊，开时不在家。何
期今日酒，忽对故园花。野旷云连
树，天寒雁聚沙。登临无限意，何处
望京华。

——【明】文森

北山白云里，隐者自怡悦。相
望试登高，心随雁飞灭。愁因薄暮
起，兴是清秋发。时见归村人，沙行
渡头歇。天边树若荠，江畔洲如
月。何当载酒来，共醉重阳节。

——【唐】孟浩然

西风几弄冰肌彻，玲珑晶枕愁
双设。时节是重阳，菊花牵恨长。
鱼书经岁绝，烛泪流残月。梦也不
分明，远山云乱横。

——【清】徐灿

汉文皇帝有高台，此日登临曙
色开。三晋云山皆北向，二陵风雨
自东来。关门令尹谁能识，河上仙
翁去不回。且欲近寻彭泽宰，陶然
共醉菊花杯。

——【宋】苏轼

暗暗淡淡紫，融融冶冶黄。陶
令篱边色，罗含宅里香。几时禁重
露，实是怯残阳。愿泛金鹦鹉，升君
白玉堂。

——【唐】李商隐

未与骚人当糗粮，况随流俗作
重阳。政缘在野有幽色，肯为无人
减妙香。已晚相逢半山碧，便忙也
折一枝黄。花应冷笑东篱族，犹向
陶翁觅宠光。

——【宋】杨万里

中国的年节，大致上说的是三件
事：祀神、祭祖、放松吃喝。但有一个
节似乎这三方面都很淡。三件事也
都做，但俎豆香烟不盛，珍馐美食呢，
也似乎做得不如其他节认真，这就是
重阳节。

重阳是“两个太阳重叠”？不是
的。九月九是两个“阳极”之数，重叠
在了一起，因故有此名。

这个节是个游兴节——我们过
去说的“游兴”，说白了就是今日的

“旅游”。没有现代的交通工具，也没
有柏油路，就自己一家人作短途的随
喜。自己带吃的和“饮料”——酒，走
——上山去，登高去，看碧云黄花去，
看枫叶去！在山上玩，玩累了，回家，

这个节也就过罢了。
“重阳将至，盲雨满城，凉风四

起，亭亭落叶，陇首云飞。”就这么几
句话，可以说是形容重阳的极致之
语，我在不少随笔文章中见到，几乎
都一字不易地引用。

盲雨的“盲”怎么讲，我没有考究
过，想想见到的那雨的样子，该是不
大不小的中雨，更确切地说是“中雨
偏小”的那种雨，这个雨，出门登高作
一日游，怎样说都是偏大了一点。但
人啊，只要有心情，高兴，带着雨具，
挑上酒食点心，也就上山了。那是什
么样的盛况？申时行有诗：九月九日
风色嘉，吴山胜事俗相夸。阖闾城中
十万户，争门出郭纷如麻。拍手齐歌

太平曲，满头争插茱萸花……
这首诗真的把人们狂欢的形态

写得淋漓尽致，酣畅至极。
其实，就人们的心理，是盼着有点

雨的。满山的秋叶艳色杂陈，斑驳陆
离，如果在艳阳之下，那就太真切了，
不够朦胧，不够含蓄，与中国人的审美
情趣多少有点不合。在太阳底下喝
酒、看山，也少了点“秋凉”意味。但还
有一层更真切实惠的想法：“重阳无雨
则冬无雨雪。”这会影响来年的收成。

插茱萸、饮重阳酒、吃糕、登高，寄
托了人们两种心情：希望远方的亲人
平安，希望自己的生活“步步登高”。

这 实 在 是 个 吉 庆 有 余 的 欢
乐 节 。 （节选）

故乡欢迎我的仪式如此盛大
大路，小道两旁
以及所有的山坡
都站满了菊花
那些有名字的，没名字
都仰着小脸看向我回家的路口
不用低头
一股熟悉的香气扑鼻而来
那是山村的气息
那是母亲端出的菊花茶
咽一口，我醉倒在乡愁里

多少年了
我的小雏菊
仍然是当初的模样
怀抱一团正艳的菊花
我想起了他
那红，黄的
恍如隔世的情话
那淡紫色的
才是这些年我寄回的梦
就那么小巧而幸福地
开在深秋的风里

中国人长于艺菊，不知始于何
年，全国有几个城市的菊花都负盛
名，如扬州、镇江、合肥，黄河以北，
当以北京为最。

菊花品种甚多，在众多的花卉
中也许是最多的。

首先，有各种颜色。最初的菊
大概只有黄色的。“鞠有黄华”“零
落黄花满地金”，“黄华”和菊花是
同义词。后来就发展到什么颜色
都有了。黄色的、白色的、紫的、红
的、粉的，都有。挪威的散文家别
伦・别尔生说各种花里只有菊花
有绿色的，也不尽然，牡丹、芍药、
月季都有绿的，但像绿菊那样绿得
像初新的嫩蚕豆那样，确乎是没
有。我几年前回乡，在公园里看到
一盆绿菊，花大盈尺。

其次，花瓣形状多样，有平瓣
的、卷瓣的、管状瓣的。在镇江焦
山见过一盆“十丈珠帘”，细长的管
瓣下垂到地，说“十丈”当然不会，

但三四尺是有的。
北京菊花和南方的差不多，狮

子头、蟹爪、小鹅、金背大红……南
北皆相似，有的连名字也相同。如
一种浅红的瓣，极细而卷曲如一头
乱发的，上海人叫它“懒梳妆”，北京
人也叫它“懒梳妆”，因为得其神韵。

有些南方菊种北京少见。扬
州人重“晓色”，谓其色如初日晓
云，北京似没有。“十丈珠帘”，我在
北京没见过。“枫叶芦花”，紫平瓣，
有白色斑点，也没有见过。

我在北京见过的最好的菊花
是在老舍先生家里。老舍先生每
年要请北京市文联、文化局的干部
到他家聚聚，一次是腊月，老舍先
生的生日（我记得是腊月二十三）；
一次是重阳节左右，赏菊。老舍先
生的哥哥很会莳弄菊花。花很鲜
艳；菜有北京特点（如芝麻酱炖黄
花鱼、“盒子菜”）；酒“敞开供应”，
既醉既饱，至今不忘。 （节选）

每年到了旧历九月初九日，是所谓重
阳节，是登高的好日子。这个节日来源很
古，可能已有几千年的历史。济南的重阳
节庙会（实际上是并没有庙，姑妄随俗称
之）是在南圩子门外大片空地上，西边一
直到山水沟。每年，进入夏历九月不久，
就有从全省一些地方，甚至全国一些地方
来的艺人会聚此地，有马戏团、杂技团、地
方剧团、变戏法的、练武术的、说山东快书
的、玩猴的、耍狗熊的等等等等，应有尽
有。他们各圈地搭席棚围起来，留一出入
口，卖门票收钱。规模大小不同，席棚也
就有大有小，总数至少有几十座。在夜里
有没有“夜深千帐灯”的气派，我没有看到
过，不敢瞎说，反正白天看上去，方圆几十
里，颇有点动人的气势。再加上临时赶来
的卖米粉、炸丸子和豆腐脑等的担子，卖
花生和糖果的摊子，特别显眼的柿子摊
——柿子是南山特产，个大色黄，非常吸
引人——这一切混合起来，形成了一种人
声嘈杂，歌吹沸天的气势，仿佛能南摇千
佛山、北震大明湖、声撼济南城了。

我们的学校，同庙会仅一墙（圩子
墙）之隔，会上的声音依稀可闻。我们这
些顽皮的孩子能安心上课吗？即使勉强
坐在那里，也是身在课堂心在会。因此，
一有机会，我们就溜出学校，又嫌走圩子
门太远，便就近爬过圩子墙，飞奔到庙会
上，一睹为快。 （节选）

满江红·重阳节
刘存发

伤在深秋，霜未尽、冷风更烈。
吹过处、柳丝凝露，苇花翻雪。

野水频添黄蒲草，平桥乱点红枫叶。
见塞雁、振翅数回头，伤离别。

照丛菊，唯皓月。人渐老，情难绝。
畅怀登天阁，欲同云说。

岂恳轻弹儿女泪，宁甘空洒英雄血。
鬓边发、染白有谁怜，归心切。

金缕曲·重阳感怀
刘存发

料峭秋将暮。
任西风、南园撼竹，北庭摇树。

牢落关河曾立马，岂是重阳堪误。
问季雁、何时返楚？

昨夜佳音开眉宇，映晨晖喜鹊楼前顾。
弹指算，踏征路。
莫谈俗事甜和苦。

了凡尘、凄风恨雨，尽归黄土。
纵有豪情千百丈，回首年华虚度。

鸡未唱、翩然起舞。
数载寒窗风韵少，恁鬓边发白谁看取。

擎菊酒、勿辜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