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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 凉
□ 邹俊铭忆洪湖重阳风俗

□ 陈厚权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

阳，战地黄花分外香。”

每当这个时候，不少洪湖人在吟诵毛泽

东这首采桑子的精彩词句，鉴赏伟人的澎湃

壮志和卓绝才情的同时，会被铭刻在骨髄中

的重阳记忆所唤醒，过往那些浓郁多彩的节

庆民俗风情，在大脑中重映重现。

重阳节的雅称繁多，例如登高节、老年

节、敬老节、重九节、双九节、祭祖节、晒秋

节、黄菊节等。追溯重阳节的发展源头，它

的产生与古人天象崇拜与数字寓意寄托相

辅相成。

据史料经考证，重阳节文化雏形形成于

上古时期，那时秋季常举行丰收祭天、祭祖

活动。这种原始的重阳风俗，在西汉时变得

更加具体程式。盛唐代之后，人们把九月九

农作物收获之时，庆丰收以谢天帝赐福、祭

祖先感恩德的重阳文化，逐渐完善规范形成

体系。在洪湖论起重阳节，人们对其崇敬重

视程度，可以和除夕、清明节、中元节相比，

统称传统四大祭祖节日。

那么，重阳节的得名与九月初九的解

读，又有什么样的文化内涵呢？其实，这个

问题在古籍《易经》中已有诠释。其文有载：

“阳爻为九”，谓之“极数”，两个阳极的数

“九”，重叠在一起即是重阳，是一个值得庆

贺的特殊节气。

探讨故乡人亘古不变的思想理念，普遍

把老年人，比喻为进入四季中九九菊花盛开

的秋季，寓意着生命的压轴戏里，还有醉美

不过夕阳红的美好光景。从而激励老者珍

视生命，善待自我，勇往直前。由此，把吉祥

顺意的九九重阳，标定为老年佳节而进行节

庆活动，反映了古人的生活智慧和乐观向上

的人生姿态，也寄托了洪湖人对老人健康长

寿的美好祝福。

其实，故乡特有的重阳节民俗，是在中

华重阳节多元文化背景下兼蓄提炼、创新发

展的具体体现，所以赋予了重阳节相当的节

庆内涵。在登高中追思怀远就是重阳节最

重要的怡情活动之一。

九九重阳节登高，一般是指登上高山、

高塔和高楼望远怡情。

然而，洪湖新堤由于地处江汉平原，其

境内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崇山峻岭，只有

新堤西隅的螺山，还有东郊号称有九十九

座山的黄蓬山。虽然这两座山，只不过是

略高于平地的丘陵，但是并不影响故乡人在

重阳节时，不顾车马劳顿兴然与时令赴约的

雅兴。

这一天，洪湖新堤古镇以及周边的老人

们，都会提前备足干粮酒水，邀约亲朋好友

结伴同行，共同分享老年节野趣。他们沿长

江乘船下行，再弃舟登岸，或上青山登高远

望，品茗咏竹；或小憩香山高巅，远眺东流，

讲述黄蓬渔子陈友谅和火烧乌林寨曹营人

马败洒血巷的本土历史故事。

期间，也有老当益壮的人愿意扬起船帆

溯流西上，有的轻车简装直抵西郊，以攀上

螺山绝顶为乐，采撷重阳怀古之趣。他们伫

立山头，遥看洞庭长江西来水，追忆远古湘

妃斑竹泪，或傍依螺山苍松，走近大禹移山

赶海，在孽龙螺山鏖战失法器成落山（螺山
亦称落山）的神话传说原型地，悠哉游哉，欢

度重阳。

在古今历史上，故乡登楼望远的习俗，

相较远足的登山活动，更受人青睐。究其原

因，一是黄蓬山和螺山处于古镇周边，前往

登临有些不便；二是或许受“又是过重阳，台

榭登临处”词句意境的影响，形成了附庸风

雅的习惯。

于是，在清末民国年间，故乡人在重阳

节时，以登上新堤老闸西畔的江峰阁与沿江

吊脚楼为时尚。

那时候，人们聚于重檐歇山顶的高阁

二层楼，在通透的楼廊间，引项览胜借景

抒情。当他们倚栏前瞻浮想联翩时，必将

获得心灵的感悟。有些智叟老妪，仰望晴

空万里白云，飞檐斗拱翘角，感叹一派天

成卷轴，人在九霄画中游飘飘欲仙；或展

目远眺东郊雨亭旷野，黄菊怒放丹桂溢

香，农庄篱下姹紫嫣红晒秋正忙，只觉得”

一年好景君须记，正是橙黄橘绿时”。而

或移目南川，但见江诸湍流，沙鸥翔集，帆

樯竞渡，此情此景只令人把凡尘是非得失

皆忘却，只留下敬畏自然，感恩重阳，享受人

生的美妙记忆。

难怪，清代本土文人傅卓然，作为曾经

任过新堤州同署的百姓父母官，在卸任后的

晚年，刻意选择在重阳时节重登新堤江峰

阁，居然诗意大发挥毫泼墨作赋诗，留下了

《九月登江峰阁》的著名诗篇。

重阳节是美妙之节、浪漫之节，也是赏

菊之节。洪湖人也把赏菊活动，当作是重阳

民俗的重要组成部分。

过去，洪湖的社会团体，也会在重阳节

前后举办赏菊品菊会。因此洪湖新堤古镇品

菊花茶、饮菊花酒民俗被相竞效仿，蔚然成

风，成为重阳节的老传统。

这是由于人们相信品菊花酒是重阳必

饮的祛灾祈福“吉祥酒”。它具有清热解毒、

明目祛风、平肝舒肺、益阴滋肾的保健作用。

重阳节佩茱萸的民俗也被故乡人沿袭

传承。

大家认为，九月初九也是逢凶化吉之

日，佩茱萸可以辟邪求吉。茱萸因此还被人

们授予了“辟邪翁”的雅号。

实质上，茱萸香味浓，配戴时的确可以

避邪驱虫，祛风散寒。这种习俗或许是受司

空曙、王维、杜甫等文人墨客文化熏陶的结

果。那些“佳节佩茱萸”、“遥知兄弟登高

处，插遍茱萸少一人”、“醉把茱萸仔细看”

等诗句的字里行间，不仅是文字上对九九

风情的描述，更是洪湖人重阳习俗和真实生

活写照。

洪湖风韵的重阳节，除了上这些主要讲

究外，故乡人还有晒秋、吃重阳糕、吃羊肉面

的种种习俗，无法一一概述。

这些各具特色的洪湖重阳风俗，无一例

外的被赋予了重阳“老年节”的特定意义，人

们通过各种方式来表达对老年人的关爱和

尊敬。

“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

光。”故乡的重阳节庆活动丰富而多彩。它

不仅承载着人们对生命长久、健康长寿的美

好祝愿，还体现了洪湖人尊老、敬老、爱老、

助老的传统美德与情怀，这才是洪湖重阳节

所承载着的人文核心所在。

竹山秋歌
□ 杨祖刚

时光更换着颜色，岁月轻拨着年轮。秋

天来了，满地的落叶，微柔的清风，满眼的惊

喜。大自然用它的画笔渲染着这个世界，想

要和你分享这一切。由此，我又一次次想到

我的出生地，第一故乡——竹山。神游那里，

还梦到一个现今的竹山人和一位古人对话。

“你这茶叶是哪里产的？”

“都是上庸古城的圣水绿茶！”

“茶之品格，清静幽雅。喜云缭雾绕，

‘犹抱琵琶半遮面’之羞涩；喜‘明月松间照，

清泉石上流’之幽谧；喜竹影风清之高洁；喜

松鹤延年之高远。阳崖阴林，不染凡尘。”老

人口若悬河，滔滔不绝。

据史书称，庐陵王落难在前往房县的

途中，因病困卧竹山圣母山寺，奄奄一息。

寺中住持见状向他奉茶一杯，他饮后浑身

发汗，病除回春。后庐陵王登基，御封当年

救他一命的茶为圣水绿茶，从此竹山茶名扬

天下。

我梦中的那个古人就是庐陵王。竹山

人向他介绍，竹山特有的气候水土使“茶”选

择了竹山。两千多年的栽培历史，使竹山人

不仅拥有得天独厚的栽培条件，更有了技艺

缠身的本领。

如今在竹山，茶园如雨后春笋蓬勃发

展。无论你走到哪里，都会闻到一个个茶园

散发的诱人清香，让你醉心其间。秋天，那

满山的茶树，虽不是春天时的葱翠，但那深

沉的老绿仍流光溢彩。远远望去，弯弯曲曲

的茶树行如碧波荡漾，又似跳跃的五线谱。

“一千多年后，昔时的上庸国改名竹

山。”竹山人认真地告诉庐陵王。

“这里秋天的风景甚美呀！”庐陵王感

慨道。

其实，风景甚美的又何止这些！金秋时

节，竹山处处是美景！

在这丰收的季节，硕果飘香，满树秋黄，

并为你呈上醉人的甜蜜。除了数不尽的茶

园，随意寻一处果园人家，柿子涨红了脸，板

栗笑裂了嘴，猕猴桃丰润可人……在阵阵秋

风带来的果香中，品尝鲜美多汁的水果，丝

丝香甜会唤醒你对秋日的所有幻想。

在这热烈和澄净交替的季节，一场秋雨

过后，洗尽铅华不染尘，山水飘渺处，云雾袅

袅间，一眼聚焦在媲美仙境的霍河水库，侧

听细雨欲说还休的绵绵情意；秋风送爽，吹

黄了树梢，吹红了山野，吹来了田家坝的烂

漫云海。漫步云端，鸟瞰绝美秋色，纵享人

间的绝美纯爱。

伴随着浓浓秋意袭来，竹山秋日景致渐

盛。竹山一中校园里，画面深沉而浪漫，宁

静而热烈，让人被一种浓浓的幸福感包围；

堵河碧水，静静流淌，那声音若有似无，好似

大自然空灵婉转的吹奏。这浑然天成的舒

缓乐章，为秋日曼妙山水间所独有，令你的

身心为之流连。

秋高气爽，正是登山的好时节。沐浴着

清晨的第一抹红霞，顺着盘山石梯登上龙背

山，沿途看遍林间风景，见证堵河与上庸古

城晨间初醒的模样；行走在秋日的得胜埠，

如在原始森林中，耳畔鸟语虫鸣，静看幽潭

奇石，零距离接触自然，趣味无穷；去到宝

丰，绿松石都，五彩缤纷的山峰，如一幅色彩

斑斓的水墨画，各种红叶深淡相宜，置身其

间，宛如进入梦幻的童话世界。

累了就在山顶上休憩，呼吸着新鲜空

气，坐看云卷云舒，静等日出日落的美妙。

当夕阳下斜，落日的余晖泼染着调色盘，秋

风轻抚着画笔，绘就淡淡云影，美得如同一

幅动态的油画。这是久居城市看不到的景

致，浪漫而自由的惬意，定让你畅快无比。

伴着徐徐秋风，竹山的小村庄，田野里

也开始酝酿着惊喜。此时，桃花源粉红色的

花穗连成一片，如梦如幻，如痴如醉；不知名

的小路边，一簇簇菊花竞相盛开，各色绚烂，

焕发出秋日里的别样生机；刘家山村的银杏

林中，古银杏饱经千年风霜，却愈发苍劲，立

于树下，风吹叶落，穿越千年，刹那芳华，整

个村子宛如一座金色城堡。

若厌倦了秋日的清冷，或许你也会为竹

山的烟火气着迷。尝一口北门坡包子的麻

辣鲜香，品一回县门街酒楼竹山味道的回味

悠长，馋一次马路边麻辣烫的消瘾剌激……

悠长的巷子里藏满了儿时的味道，喧闹的烟

火气将温暖你的心房。暖胃暖心之后，借着

花好月圆的夜色，乘一叶扁舟泛于堵河之

上，在不急不躁的河风中，静看古城两岸，人

间迷离，灯火阑珊。或者到一家有特色的农

家乐，摘绿色果蔬，寻山珍野味，品土灶妈妈

菜，尽情感受回归自然、返璞归真的人生真

谛，让秋意走上舌尖，品味四季轮回带来的

丰收喜悦。

壮美鄂西，诗画竹山。竹山，她像一首

诗，风和日丽，她像一幅画，天人合一；她是

一种爱，藏在心中，她是一个谜，歇在梦里。

走近她，就是走近一种文化的心跳，一种人

文的千回百绕，一片风光的魅力绽放。这诗

情与梦境驻足的地方，以她自然与文化的名

片，向外面世界宣言：鄂西美景，当数竹山！

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如

果你看累了繁花似锦的春夏，就来欣赏竹山

诗意通透的秋吧！此时风正轻，云正淡，秋

色正好。我在等风，也在等你，共奏一曲清

丽的竹山金秋恋歌！

来到南京工作，我租住的小区位于栖霞山附近，环境非常

优美。进入其中，绿树成荫、青草萋萋，花园景观映入眼帘；红

色党建、社区服务场所宽敞明亮；地下停车场、垃圾分类屋、微

型消防站功能完备整齐；活动广场、环型跑道、乒乓球台、羽毛

球场、文化走廊等娱乐健身设施齐全。更欣喜的是每天可以

近距离看到栖霞山连绵的山影和起伏的山峰，真的是一种美

的享受。

今年夏天热的时间有点长，一个周末的早上，我坐在阳台

上乘凉，听听音乐翻翻手机后，喝了点老家带来的洪湖野藕汁，

又眺望远方任思绪飞扬。

我住在17楼，隔壁小区步梯楼六楼楼顶有一户人家喂了三

十多只鸽子，鸽子主人走到楼房平台给鸽子换水、喂食、放风。

鸽子吃饱喝足，或独自跺步，恰悠然散步；或用嘴啄一啄羽

毛，像梳妆打扮；或相互逗打，貌打情骂俏；或三三两两嘀嘀咕

咕，仿窃窃私语；或三五成群左右摆动，似饭后百步走。

突然，一只鸽子扇动几下翅膀，然后纵身飞了起来，一群鸽

子跟着起飞，成群结队在天空盘旋。主人有节奏吹响哨子，鸽子

欢快地在天空飞翔，时而扇动翅膀，时而迎风滑翔，优美的舞姿

吸引了我。我站起来欣赏“头雁”领行，目光随着它们的飞行轨

迹移动，恨不得追逐它们一起飞行。

一群麻雀从与楼房差不多高的树中飞出来，不约而同、叽叽

喳喳进入鸽舍，蹦蹦跳跳享受大餐，主人没有一点驱赶的意思，

挥舞一根挂有红绿黄飘带的杆子呼唤鸽子，仿佛一个指挥家在

指挥一场盛大的音乐会。

有几只鸽子兴许是累了，放慢速度飞向放鸽舍的楼房，快接

触屋顶时，迅速扇动翅膀，调整着身体，稳稳地软着陆。麻雀还

是没有离开，无所顾忌地与鸽子相互穿梭。一会儿鸽子全部回

来了，麻雀才嗡的一声，全部飞走了。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活之美处处可见。大美南京，与“宁”

同行。

雨后的池塘
□ 杜风

暴雨过后的池塘，浑浊但是圆满

几尾小鱼游过涟漪安静的长廊

可以看见水草在童年记忆里摇曳

水边的枫杨树投下雨滴的响声

这声音仿佛积蓄了许多年的力量

却又那么心不在焉，无人在意

那时我正从塘边的树下经过

枝叶缓慢滴落的水珠，在半空中

与我的言语相遇。生命的偶然

南移动的云遇见来自西伯利亚的云

撞出的呐喊。瞬间一切如同开始

荫翳下醒来的池塘，不久将再灌溉

塘边的菜园，暗自发力的南瓜藤

以及伸手来打理菜园的竹叶子

七绝·处暑夜饮
□ 李其俊

暑气迟迟终退去，

西风习习送凉回。

良宵放饮香飘月，

惹得吴刚捧酒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