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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 览

中国人很早就注意到星象变化，总结出天体运行的规律，古代观星文化长盛不衰，

主要目的是服务农事生产以及祈求长生和官位运程。古人观察到大火星宿将于深秋九月

隐退，遂产生莫名的恐慌。原来，古人一向以大火星宿的出现确定生产和生活，它的退

隐让古人失去了时间的坐标。为此，人们要举行祭祀活动为大火星宿送行。

随着圭表的发明、历法的出现，古人对季节和节气变化、时间有了新的认识，不再

单纯依赖星宿的变化，九月祭火的仪式因此衰亡，只保留在古淮水两岸的江南部分地

区，那里的百姓至今仍有在重阳日祭灶的习俗，主要是祭祀家居的火神，这是古代九月

祭祀“大火”留下的痕迹。

重阳节的名称是汉代以后才有的，但在春秋战国时期，王公贵族们已注意到“重

九”这个非凡的日子，此时恰逢秋收，借此作为一个重要节日开始在宫中举行宴飨歌舞

以示庆祝，此后这一习俗一直延续下来。

农历九月初九，二九相重，称为“重九”。儒家文化中，“九”为“极数”，指天之

高为“九重”。“九”为老阳，是阳极数，两个阳极数重在一起，籍此重九亦称“重

阳”，九九归一，一元复始，万象更新。因而古人认为重阳是一个值得庆贺的吉祥日子。

关于重阳节的起源，流传最广、接受度最高的是源自辟邪消灾的传说。南朝《续齐

谐记》中，记载了东汉人恒景向仙人费长房学道的故事。学成之日，费长房对恒景说：

“九月九日会有大灾厄，登高饮菊花酒、佩茱萸可消此祸。”恒景一家按此法平安地躲过

灾祸。由此，登高饮菊花酒、佩茱萸的习俗就广为流传，并在不同地域的沿袭中形成了

各具特色的风俗。

古人喜爱安静，认为在花团锦簇的菊花丛里体味生活的美好是很惬意的事情。晋代

文人陶渊明隐逸山林与菊为伴，在《九日闲居》诗序文中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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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同时提到菊花和酒，证实魏晋时

期已有赏菊、饮酒的习俗。菊花具有很高的食用、药用价值，古人以菊花酿酒，并以此

招待客人成为时尚。

重阳节有寄托长寿的愿景。九九重阳，与“久久”谐音，九在数字中为最大数，因

此有长久、长寿的含意。九月是菊花盛开的季节，因此又有“菊寿”一说。

重阳节除了登高、插茱萸、赏菊、喝菊花酒外，还有饮宴、吃重阳糕等活动，都围

绕着团圆和敬老祝长寿。

直到唐朝，重阳节才正式被定为节日。从此以后，宫廷、民间同庆重阳节，并且在

节日期间进行各种各样的活动。

到了宋代，重阳节活动更加丰富，热闹非凡，《东京梦华录》记载有北宋汴梁城重

阳节时的盛况。《武林旧事》也记载南宋宫廷“于八日作重九排当”，以待次日隆重游乐

一番。

明朝时，重阳节前夕，宫中后妃、宦官从初一就开始各种庆祝活动。九日重阳，皇

帝还要到万岁山登高览胜，以畅秋志。南阳唐王府的藩王们亦不甘寂寞，骑马乘船

去郊外登上南阳的九架孤山远眺，而足不出户的嫔妃们则于府苑王府山上嬉

戏、赏菊。

东汉迄今，重阳节世代承传，繁衍不绝，绵历近两千年的

岁月。重阳节最初是一个旨在辟邪的节日，但在两千年间，随

着社会生活的变化，节日的旨趣内涵及民俗事象也在不断发

生演变。如今我们已进入了现代化社会，依存于农耕社会的

重阳节对我们的现实生活还有价值和意义吗？这是毋庸置疑

的，因为重阳节的内在精神具有永恒的价值。

重阳节的核心宗旨是祈求健康长寿，即《西京杂记》中

所说的“令人长寿”。所以，重阳节与每个人都密切相关。当

然，对健康长寿最为关切的是老人，因此现代重阳节基本上成

了围绕老人而过的节日。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很多地方

政府把重阳节定为当地的老人节，举行多种形式的敬老助老的活

动。2012年12月28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三十次会议修订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其中第

一章第十二条规定：“每年农历九月初九为老年节。”该法律自2013年7

月1日起施行，从这天起中国有了一个国家层面的老人节。家家都有老人，

人人都会变老，老年节的设立无疑是重阳节文化价值的现代体现。 本报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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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桑子·重阳
近现代·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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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故人庄
唐·孟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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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阳席上赋白菊
唐·白居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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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蜀中九日
唐·王勃

九月九日望乡台，他席他乡送客杯。
人情已厌南中苦，鸿雁那从北地来。

醉花阴·薄雾浓云愁永昼
宋·李清照

薄雾浓云注愁永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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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
唐·王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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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日五首·其一
唐·杜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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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词话重阳

农历九月九日是我国传统节日重阳节，又被称

为登高节、菊花节或茱萸节。近代以来，我国将重

阳传统的祭祖与祈寿文化延展，与孝亲尊老的社会

需求建立连接，赋予其“老年节”的新标签。岁岁

重阳，今又重阳。重阳登高源于山岳崇拜，宴饮源

于庆贺丰收。所以，自古以来，社会广泛形成登高

远眺、佩插茱萸、饮菊花酒、吃重阳糕等习俗。

重阳节处在深秋时期，秋天
阳气由升浮逐渐趋于沉降，气候
逐渐转凉，是老年人易发病的时
节。此时做好保健养生的工作有
益于身体健康及疾病康复。那么
重阳节该如何养生呢？

饮食清淡 适当进补

秋季是一个进补的时节，很
多老人在此时“贴秋膘”，但是许
多中药补品讲究体质的寒热，老
年人一定要根据自身情况进补、
食疗，避免盲目进补。此时秋燥
明显，易出现呼吸道疾病，比如
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鼻炎
等，预防秋燥应以清淡饮食为
主，多吃粗粮和富含维生素、矿
物质的食物。

早睡早起 适当午睡

《黄帝内经·素问·四气调神
大论》 中说：“秋三月，早卧早
起，与鸡俱兴。”早卧早起，可减
少血栓形成的机会，预防脑血栓
发病。适当午睡能使心血管系统
舒缓，可以帮助人们保持心理平
衡，预防心肌梗塞。

是否秋冻 理性对待

有人认为秋季适度“冻”一
下，有利于适应冬季的干冷天
气，但秋冻并不适宜所有人，应
理性对待。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
老人受寒冷刺激后，血压升高，
易引发中风，也可能导致心脏缺
血、缺氧，从而引发心肌梗塞。
患有风湿性关节炎的老人受风寒
湿邪后，常会出现腿部胀痛、行
走不便等症状。

登高赏菊 预防悲秋

“自古逢秋悲寂寥”，重阳节
前后，草叶枯落，花木凋谢，常
使人有凄凉、垂暮之感，导致情
绪忧郁、烦躁。我国自古有重阳
节登高赏景的习俗，金秋十月，
天高气爽，登高远望不仅可以促
进全身血液循环，增强心肺功
能，健身祛病，还可以令人心旷
神怡。菊花气味清新，多闻菊花
之芳香，有醒神的功效，多饮菊
花茶可以去火、养肝明目。

据《河北经济日报》

九九重阳到
养生须有道

清代著名画家石涛所绘制的 《重阳登高
图》中，可以看到重峦叠嶂的远山和平静祥和
的村庄，一叶扁舟荡于水面，舟上人正悠然垂
钓，一派宁静风光。

《王摩诘诗意图》是清代著名画家石涛根据
王维的名诗《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所作。

陈洪绶的 《蕉林酌酒图》 描绘的是人们饮
酒制酒的场景。

清·院本《十二月月令图》（局部）描绘的
是一群文人赏菊的场景。

据《扬子晚报》

今日迎来重阳节。中国科学院紫金
山天文台科普主管王科超介绍，重阳节
后的一段时间，代表盛夏的“大火”将
退隐，潜入地面以下，公众可抓住秋季

“最后的尾巴”来观赏这颗古代的“时令
之星”。

我国古人为观测天象，把天球赤道
和黄道一带的恒星分成二十八个星组，
称二十八宿。心宿二是二十八宿当中心
宿的一颗恒星，古人称之为“大火”，并
把它作为确定季节的重要时间标志。

“在历法还不完善的古代，人们通过
对天象、物象和气象等的变化来盘算时
令节气，指导生产。比如早在先秦时
期，我国古人就已经把黄昏时分‘大火
’出现在正南方的天空作为夏至的标

志。《诗经》中的‘七月流火’，指农历
七月，‘大火’开始西沉，是天气开始变
凉的信号。还有不少民俗专家认为，重
阳节的原型之一是祭祀‘大火’的仪
式。这说明古人早已发现‘大火’在季
秋时节退隐，冬季即将到来。”王科超
说。

由于岁差经年累月的影响，如今
“大火”升降的时间有所变化。王科超介
绍，现在“大火”晚8点前后位于正南方
天空的时间已推迟至公历8月初，西沉开
始于9月初。

今年重阳节这天，我国绝大部分地区
的人们在日落后短暂的一段时间内，还可
在西南方向的天空看见“大火”，但地平
高度已经不足10度，可观测时间不到一

小时。而到11月初，很多地方已看不到
“大火”。

在西方天文学中，“大火”是天蝎座
的主星，名为天蝎座α，也是天蝎座中最
亮的星。作为一颗红超巨星，它的半径很
大，约为太阳半径的几百倍。目前它已进
入“衰老”阶段，是一颗“老年恒星”。

除了心宿二、“大火”、天蝎座α，这
颗星还有别名“商星”。杜甫有诗云：

“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这句话的
意思是人生多别离、难得相见，好比此
起彼落的参星与商星。王科超说，古人
对星空的观察细致入微。参星是猎户座

“腰带”上的三颗星，它们与商星所属的
天蝎座在天球上的经度几乎相差180度，
一个升起，另一个必然落下。 据新华社

重阳节 赏这颗“时令之星”

清代·任颐
《把酒持螯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