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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高望远

重阳时节，秋高气爽，云淡风轻，宜登高望
远。早在战国时代民间就有重阳登高习俗，汉
代逐渐盛行。汉代刘歆的《西京杂记》记载：“三
月上巳，九月重阳，使女游戏，就此祓禊登高。”

重阳登高习俗源于古人崇拜山神。古人认
为“九为老阳，阳极必变”。九月初九，月、日均
为老阳之数，不吉利，只有登高望远，方能躲避
灾祸。南朝文学家吴均的《续齐谐记》记载：“汝
南桓景，随费长房游学累年。长房谓曰：‘九月
九日，汝家中当有灾，宜亟去，令家人各作绛囊，
盛茱萸以系臂，登高饮菊花酒，此祸可除。’景如
其言，举家登山。夕还，见鸡犬牛羊一时暴死。
长房闻之曰：‘此可代也。’今世人九日登高饮
酒，妇人带茱萸囊，盖始于此。”

重阳登高最初是为了求吉祥，后来逐渐演
化成一种节日习俗。唐代朝廷正式批准重阳为
节令。孙思邈《千金要方》载：“重阳之日，必以
肴酒登高眺远，为时宴之游赏，以畅秋志。”唐代
诗人卢照邻有诗云：“九月九日眺山川，归心归
望积风烟。”诗人重阳登高远望，抒发了浓浓的
思归情怀。

北宋都城汴梁，重阳节登高之风极为盛
行。宋人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云：“都人多出郊
外登高，如仓王庙、四里桥、愁台、梁王城、砚台、
毛驼冈、独乐冈等处宴聚。”北宋词人晏殊有词
曰：“凭高目断。鸿雁来时，无限思量。”登高极
目远眺，看到鸿雁飞来，引起无限思念。

明清两朝，皇帝亲自到万岁山（即景山）登高
祈福，皇后妃子们则在故宫的御花园堆秀山登高
眺望。明代史玄的《旧京遗事》记载：“万寿山俗
云煤山，圣上重九日登高于此。”京城的百姓主要
登高处是真觉寺和法藏寺。《帝京岁时纪胜》记
载：“重阳日，北城居人多于阜成门外真觉寺五塔
金刚宝座台上登高，南城居人多于左安门内法藏
寺弥陀塔登高。”还有一些人则是赴西山八大处、
香山、五塔寺、北海、景山五亭、陶然亭等处所登
高远望。《燕京岁时记》载：“京师谓重阳为九月
九。每届九月九日，则都人士提壶携榼，出郭登
高。南则在天宁寺、陶然亭、龙爪槐等处，北则蓟
门烟树、清净化城等处，远则西山八刹等处。赋
诗饮酒，烤肉分糕，洵一时之快事也。”

佩系茱萸

茱萸是一种落叶小乔木，开小黄花，果实椭
圆形，红色，味酸，可入药，有山茱萸、吴茱萸、食
茱萸、草茱萸等。茱萸与重阳节紧密相关。古
人认为在重阳节这一天佩茱萸可以避难消灾，
或佩系于臂，或做成香袋把茱萸放在里面佩系，
称为茱萸囊，还有插在头上的。宋人吴自牧《梦
粱录》记载：“今世人以菊花、茱萸浮于酒饮之，
盖茱萸名‘辟邪翁’，菊花为‘延寿客’，故假此两
物服之，以消阳九之厄。”

重阳节佩系茱萸的习俗，相传始于汉代。
《西京杂记》记载：“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饵，
饮菊花酒，令人长寿。”

重阳节佩茱萸还可以防疫治病。我国最早
的中药学著作《神农本草经》记载吴茱萸“味辛
温。主温中，下气，止痛，咳逆，寒热，除湿血痹，
逐风邪，开腠理，根杀三虫”，三虫指人体内的寄
生虫。《本草纲目》记载山茱萸“气味：酸、平、无
毒。主治：温肝补肾，除一切风，止月经过多，治

老人尿频”，山茱萸有补肝肾、涩精气、固虚脱的
功效，也是一种妇科疾病的常用药。

唐代诗人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诗中
的茱萸，成为忆念兄弟情谊的寄托。苏轼的诗
词中也多次以茱萸喻兄弟情谊。宋神宗熙宁七
年（1074）重阳节的前一日，苏轼与好友杨绘分
袂时写下一首别情词《浣溪沙·重九旧韵》，曰：
“可恨相逢能几日，不知重会是何年。茱萸仔细
更重看。”这首小令，词短情长，语言流丽平易，
抒发了词人离愁别绪，表达了分别后对友人的
深深怀念之情。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九月，
贬谪黄州的苏轼在重阳节与即将离任的黄州太
守徐君猷宴饮于栖霞楼，有感而发作赠别词《醉
蓬莱·重九上君猷》，云：“此会应须烂醉，仍把紫
菊茱萸，细看重嗅。”诗人以节传话，以酒寄情，
颂扬徐君猷的功德，表达二人的深厚情谊。

到了明、清及近代，佩茱萸的习俗逐渐衰
退，这是由于重阳节俗的重心随着时代的变迁
而发生了变化。如今，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提
高，登高赏秋与感恩敬老成为重阳节日活动的
两大重要主题，佩系茱萸习俗更是稀见。

食重阳糕

重阳糕又称花糕、菊糕、五色糕。重阳节食
糕是因为重阳节有登高习俗，而在平原地区无山

可登，“糕”与“高”同音，有人就由登高想到了吃
糕，以吃糕代替登高，表示步步升高。《东京梦华
录》记载了食重阳糕之习俗：“（重阳节）前一二
日，各以粉面蒸糕遗送，上插剪彩小旗，掺饤果
实，如石榴子、栗子黄、银杏、松子肉之类。又以
粉作狮子、蛮王之状，置于糕上，谓之‘狮蛮’。”

元代方志学家熊梦祥的《析津志》曰：“九月
九日，都人以面为糕，馈遗作重阳节。”明代刘
侗、于奕正同撰的《帝京景物略》记载：“九月九
日……面饼种枣栗，其面星星然，曰花糕。糕肆
标纸彩旗，曰花糕旗。父母家必迎女来食花
糕。”重阳糕借“糕”以及制糕各种佐料的谐音，
体现呈祥纳福的美好祝愿。
旧时的重阳糕主要有两类，据《燕京岁时记》

记载：“花糕有二种：其一以糖面为之，中夹细果，
两层三层不同，乃花糕之美者；其一蒸饼之上星
星然缀以枣栗，乃糕之次者也。每届重阳，市肆
间预为制造以供用。”但是，每一类的品种又很繁
多，如糟子糕、桃酥、碗糕、蛋糕、萨其马、蒸糕、五
色糕等。《帝京岁时纪胜》曰：“京师重阳节花糕极
胜。有油糖果炉作者，有发面醢果蒸成者，有江
米黄米捣成者，皆剪五色彩旗以为标帜。”

赏菊饮酒

重阳节，历来就有赏菊花的风俗，所以古人

又称菊花节。赏菊习俗源于菊文化。在中国古
俗中，菊是长寿之花，又被文人们赞美为凌霜不
屈的象征。从三国魏晋以来，重阳聚会赏菊、饮
酒赋诗已成时尚。

谈到赏菊，人们自然会联想到晋代陶渊明
的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陶渊明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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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专
门种了一个大菊园，每日从田间回来，便去浇
水、培土、捉虫，把心血灌注在菊花上。每逢秋
日，当菊花盛开的时候，附近的乡亲、远处的朋
友常到陶渊明家做客赏菊，他就摊煎饼、烧菊茶
款待亲友，亲友走时采菊相送。
“今日送走西方客，明日又迎东方朋”，来赏

菊的客人们川流不息，常使陶渊明不能应时去
田园耕作。他常想，要是能让菊花一日开，客人
一天来，那该多好啊！后来，陶渊明灌园浇花
时，常常对着菊花自言自语道：“菊花如我心，九
月九日开；客人知我意，重阳一同来。”说也奇
怪，九月初九那天，菊花真的一齐盛开了，客人
们也都在那天来了。亲朋诗友，望着满园金菊
吟诗作赋，都说菊有情，不负陶公栽培。亲友们
相约年年重阳一同来赏菊，都称那满园菊花为
“重阳菊”。

唐朝时，重阳赏菊已蔚然成风，在唐诗咏重
阳的作品中，涉及菊花的比比皆是。在重阳赏
菊诗中，杜甫留下的赏菊诗就有10多首。他首

次咏菊是在天宝十二年（753）重阳节，作《九日
曲江》：“缀席茱萸好，浮舟菡萏衰。季秋时欲
半，九日意兼悲。江水清源曲，荆门此路疑。晚
来高兴尽，摇荡菊花期。”这一年的重阳赏菊，杜
甫心情还是不错的。
杜甫最后一次重阳赏菊，是在大历二年

（767）的夔州。这时的他病魔缠身，虽已是风
烛残年，但是赏菊的兴致仍然不减，并赋《九日
五首》，倾吐了思家、责己、忆友、怀乡的思想感
情。其一写道：“重阳独酌杯中酒，抱病起登江
上台。竹叶于人既无分，菊花从此不须开。殊
方日落玄猿哭，旧国霜前白雁来。弟妹萧条各
何在，干戈衰谢两相催。”诗人由因病戒酒、对
花感叹、黑猿哀啼、白雁南来，引出思念故乡、
忆想弟妹之情，进而表现遭逢战乱、衰老催人
的感伤。

到了宋代，赏菊之风更盛，重阳节完全可以
称为“赏菊节”或“菊花节”。《东京梦华录》中记
载了北宋汴京菊花的种类：“九月重阳，都下赏
菊，有数种：其黄白色蕊若莲房曰万龄菊，粉红
色曰桃花菊，白而檀心曰木香菊，黄色而圆者曰
金铃菊，纯白而大者曰喜容菊，无处无之。酒家
皆以菊花缚成洞户。”

明清时期，重阳赏菊、饮菊花酒很是盛行。
在京城，几乎家家种菊花，富贵人家往往要种上
数百盆，在重阳节时用盆菊堆成前低后高的山
形，称为“九花山子”。《燕京岁时记》载：“九花
者，菊花也。每届重阳，富贵之家以九花数百
盆，架庋广厦中，前轩后轾，望之若山，曰‘九花
山子’，四面堆积者，曰‘九花塔’。”

当时京城的菊花品种繁多，《燕京岁时记》
引《日下旧闻考》曰：“盖京师之菊种极繁，有
陈秧、新秧、粗秧、细秧之别。”明朝迁都北京
后，种菊艺人云集京城，菊花已达900多种，到
了清代，已逾千种。《帝京岁时纪胜》说：“秋日
家家胜栽黄菊，采自丰台，品类极多。惟黄金
带、白玉团、旧朝衣、老僧衲为最雅。酒垆茶
设，亦多栽黄菊，于街巷贴市招曰：某馆肆新
堆菊花山可观。”

当时北京天宁寺是赏菊的好去处。天宁
寺始建于北魏孝文帝年间，曾称为“光林寺”
“天王寺”，是北京最古老的寺院之一，明正统
年间重修时改名“天宁寺”。从明朝末年开
始，天宁寺逐渐成为京城赏花、拜佛的好去
处。到了清代，寺中设有花圃，花卉繁茂，花
团似锦，尤以多姿貌美的菊花繁多而闻名京
城，成为金秋登高赏菊游乐的好地方。清代
李静山的《增补都门杂咏》曾有诗曰：“天宁寺
里好楼台，每到深秋菊又开，赢得倾城车马
动，看花齐带玉人来。”

赏菊花必饮菊花酒。菊花酒是由菊花与糯
米、酒曲酿制而成的酒，古称长寿酒，其味清凉
甜美，有养肝、明目、健脑、延缓衰老等功效。菊
花酒种类多样，有枸杞菊花酒、花糕菊花酒、白
菊花酒等，在古代被看作是重阳必饮、祛灾祈福
的“吉祥酒”。

古时的菊花酒，是前一年重阳节时酿的。
九月初九这天，采下初开的菊花和一点青翠的
枝叶，掺和在准备酿酒的粮食中，一起用来酿
酒，放置到转年的九月初九，就正好可以饮用
了。由此可见，古时的重阳节，不仅要赏菊、饮
菊花酒、还要将第二年的菊花酒酿好。

宋代词人陈著有词曰：“且喜重阳节又来，
黄菊花先发。”时逢佳节，清秋气爽，菊花盛开，
片片金黄。除登高、佩系茱萸外，亲朋好友三五
相邀，共食菊花糕，同饮菊花酒，齐赏菊花开，也
是别有一番古趣。

文章得名

王维（701—761年），字摩诘，蒲州
（今山西运城）人。他年少时就聪明过人、
才华早显，二十一岁中进士，由于精通音
律，做了太乐丞。王维任太乐丞期间，为
负责音乐、舞蹈的教习，因为伶人私自表
演只能给皇帝看的黄狮子舞，犯了大不
敬罪，王维受到牵连，被贬到济州，做了司
仓参军。后来，在张九龄任相时，才被召
回京，做了右拾遗，那年王维三十三岁。
可没过多久，张九龄罢相免官，朝廷大权
落到奸相李林甫手中。王维再受牵连，
被贬到凉州。后历任河西节度使判官、
监察御史、库部郎中、太子中允等，官终尚
书右丞，正四品，世称“王右丞”。

王维入仕为官，胸怀报国的理想，他
的《少年行四首》中有：“出身仕汉羽林
郎，初随骠骑战渔阳。孰知不向边庭苦，
纵死犹闻侠骨香。”一个满腔热血、舍身
报国的形象，栩栩如生地呈现在眼前。

王维以诗名著称于开元、天宝年
间,据《旧唐书·王维传》记载，他游宦两
都时，“凡诸王、驸马、豪右、贵势之门，
无不拂席迎之。宁王、薛王待之如师
友”。天宝十五年（756），安史乱军攻陷
长安，王维被关押在菩提寺，他曾服药
假称患病。但是，安禄山仍仰仗他的名
气，硬授予他伪职。

长安收复后，王维因附逆罪名被追
责，幸亏一首诗救了他一命。那是安禄
山占领长安后，乱军以刀刃相逼梨园弟
子作乐，其中有一伶人因不愿演奏而被
叛军活活肢解。王维听说后有感而发，
作诗二首，其中一首七绝曰：“万户伤心
生野烟，百僚何日再朝天。秋槐叶落深
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

诗有悲悼往昔、思念朝廷、期盼恢
复旧日秩序的意思，再加上弟弟王缙愿
意削职为他赎罪，王维这才免于一死，
责授太子中允。王缙没有被削职，只是
被谪到蜀州为刺史。上元元年（760）
夏，王维任尚书右丞，这是他一生当得

最大的官。次年春，他给朝廷上《责躬
荐弟表》，请求削去自己的官职，放归田
园，以换取弟弟王缙返回京师。文中
说：“两人又俱白首，一别恐隔黄泉。”言
辞恳切，令人动容。朝廷念及兄弟情
深，况且王缙也是个人才，不久即准予
其返回长安。

思亲送别

王维是位早熟的作家，这首《九月九
日忆山东兄弟》是他十七岁时的作品。
千百年来，人们在作客他乡、思亲念旧
时，每每想到的就是这首诗。王维家在
华山之东，故而诗题“忆山东兄弟”。帝
都长安繁华热闹，茫茫人海中的少年王
维却是个人生地不熟的孤身客。这里的
风土人情、语言习惯，与华山之东的家乡
差异太大，使他感到那么的陌生和孤
怜。这种感受只能用“独”和连用两个
“异”字，方能表述得淋漓尽致。

据《风土记》记载：“九月九日折茱萸
以插头，辟除恶气，以御初寒。”到了唐
代，此俗盛行。登高插茱萸，王维想到了
什么呢？远方的兄弟们一定会因发现遍

插茱萸的兄弟们之中少了我王维，而感
到缺憾。不写自己的缺憾而写远方亲人
的缺憾，可谓曲折有致而又合乎常情。

除了《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王维还
有很多思亲送别的作品，具有同样的艺术
魅力，给我们同样留下了永久的艺术享受。

如《春中田园作》：“屋上春鸠鸣，村
边杏花白。持斧伐远扬，荷锄觇泉脉。
归燕识故巢，旧人看新历。临觞忽不
御，惆怅远行客。”春天的景象是那么的
生机盎然、富于活力，生活是那么的美
好、令人陶醉。端起酒杯本想畅饮，可
又忽然停住了，想到远在他乡作客的
人，顿时为之惋惜和惆怅。
又如《山中送别》：“山中相送罢，日暮

掩柴扉。春草明年绿，王孙归不归。”和许
多送别诗不同的是，王维不写离亭饯别，
而是写送别回家后的思念之情。行人已
去，日暮掩扉，离思别绪仍是挥之不去。
来年春草又绿的时候，离别的客人你还
回来吗？如此作问，可谓匠心独运。

还如《相思》：“红豆生南国，春来发
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这首
诗一经传出，就成为梨园弟子爱唱的歌

曲。安史之乱后，李龟年流落江南，每
每唱它，听者无不动容，成为风靡天下
的流行歌曲。红豆又称相思豆，多在诗
词中寓有相思之意。全诗不离红豆，可
又“超以象外，得其环中”，把相思之情
表达得入木三分。

和“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
思亲”一样，这几首诗中同样有脍炙人
口、千古传诵的经典名句，具有沁人心
脾、思亲怀乡的艺术感染力。

诗中有画

王维的诗擅用绘画的手法，把自然
景象融入他的诗中。如那首《使至塞
上》：“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征蓬
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
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把塞外奇特壮丽的风光，以开阔的画
面、雄浑的意境，展现在人们的眼前。
《红楼梦》第四十八回里说：“‘大漠

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想来烟如何直？
日自然是圆的。这‘直’字似无理，‘圆’
字太俗。合上书一想，倒像是见了这景
的。要说再找两个字换这两个，竟再找

不出两个字来。……诗的好处，有口里
说不出来的意思，想去却是逼真的；有
似乎无理的，想去竟是有理有情的。”

再如《积雨辋川庄作》：“积雨空林
烟火迟，蒸藜炊黍饷东菑。漠漠水田飞
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山中习静观朝
槿，松下清斋折露葵。野老与人争席
罢，海鸥何事更相疑。”白鹭黄鹂，色彩
鲜明。白鹭飞行，黄鹂鸣啭，动静相
宜。水田漠漠，夏木阴阴。诗人把积雨
天的辋川庄写得色彩淡雅，宛若一段画
意盎然的小视频。

辋川是陕西蓝田县南的一条溪流，
王维一生的不少时光是在这里度过。
他与好友裴迪整日登山涉水、饮酒赋
诗，过着悠闲清静的日子，也创作了较
多的山水田园诗作。这些诗采用构图、
透视等绘画技巧，用音响、运动等艺术
表现特点，显示出“诗中有画”的意境
美。如：“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
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

王维的诗，其妙处在于当你合上书
去想象，那诗中的意境竟如画一样，出
现在你的脑海中。如《送元二使安西》：
“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
首诗的图像那么清晰，清晨细雨后，酒
店柳树旁，王维为朋友饯别。他说：朋
友，干了这一杯酒吧，出了阳关，你就再
也见不到我了。不舍之情浓缩于酒中，
叮嘱挂念融入酒中。这普普通通的离
别竟是那么令人牵肠挂肚，引起千万人
的共鸣。难怪这首诗一经传出，很快便
在离筵别席上传唱开来，风靡一时。

画中有诗

苏轼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
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这是对王维的
诗和画颇为精准的评价。王维自己也
说：“宿世谬词客，前身应画师。”我的前
世可能是位不怎么样的诗人，但应该是
位还不错的画家，可见王维对自己的画
有多么的自信。

王维确实是位艺术天才，能诗、工
画、精通音律。《旧唐书·王维传》说：“人有
得奏乐图，不知其名，维视之曰：‘《霓裳》
第三叠第一拍也。’好事者集乐工按之，
一无差，咸服其精思。”唐玄宗李隆基音
乐造诣精深，如果王维没有颇高的艺术
修养，不可能被授予太乐丞的官职。
尽管王维存世的画作不多，只留存《江

干雪霁图》等几幅，但仅从这几幅作品中也
足以领略到他作画的水准。“画中有诗”是
王维最典型的特点，他的画作不仅是水墨
的浓淡相宜，也是诗意清新和流畅的表达。
《新唐书·王维传》说王维“画思入

神，至山水平远，云势石色，绘工以为天
机所到，学者不及也”，他所创作的作
品，是通过水墨的浓淡，表现山水田园
旖旎婀娜的风光。他开创的以水墨的
浓淡渲染山水，独具神韵，与着色山水
的画法有别，更为朴素淡远、韵味高清。

王维的画到了宋代，越来越为人们
所推重。《宣和画谱》说王维的画“后世
推重，亦云维所画不下吴道玄也”，吴道
玄就是吴道子，是唐代最为著名的画家
之一。《宣和画谱》说王维的画，已经可
以与吴道子比肩，可见推崇之高。

苏轼在《王维吴道子画》中曰：“摩诘
本诗老，佩芷袭芳荪。今观此壁画，亦若
其诗清且敦……吴生虽妙绝，犹以画工
论。摩诘得之于象外，有如仙翮谢笼
樊。吾观二子皆神俊，又于维也敛衽无
间言。”苏轼认为，王维本是一位大诗人，
他的诗如香草般秀美芬芳，现在看他的
壁画，也如同欣赏他的诗一样的清雅朴
实。在苏轼看来，吴道子是高明的画工，
而王维的画则形神兼备，物与神游。

到了明代，经书画大家董其昌的推
崇，人们从艺术流派及风格上进行探
讨，更是肯定了王维的绘画成就，并确
定王维是南宗画派的创始者。南宗画
派也就是文人水墨山水画派，注重笔墨
意境的表现，强调诗情画意。董其昌之
推崇王维，对后人的影响颇大，中国的
水墨山水画由此逐渐兴盛，自成一派。

西晋周处《风土记》记载：“以重阳相会，登山

饮菊花酒，谓之登高会，又云茱萸会。”文人墨客

会在这一天登上高山，“引吟载酒，须尽一生之

兴”。他们因此留下了许多关于重阳的诗词歌

赋，但最为著名且传诵至今不衰的，还是这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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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逢重阳，我们不由得再次想到这首诗的作者

——诗、书、画、乐皆造诣精深的王维。

九 九 重 阳 说王维
张家康

今日重阳。重阳得名于古籍《易经》中的“阳爻为九”，九月初九，是两个

阳数合在一起，故曰“重阳”；同时又是两九相重，故又称之为“重九”。重阳节

源远流长，在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登高望远、佩茱萸、赏菊、饮菊花

酒、吃重阳糕等习俗。

且喜 重 阳 节 又来
郑学富

《月曼清游图 之九月重阳赏菊》，（清）陈枚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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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干雪霁图》局部，王维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