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习俗 之吃重阳糕

□刘峰

重阳节忽至，我一改以往给母亲送红

包、送节日礼物的做法，兴冲冲带上糯米、

红豆、花生仁、核桃仁、芝麻、红枣等原料

回老家，决定现场给母亲做重阳糕。

母亲爱吃重阳糕，以往每到重阳节，

我总是靠购买。虽然它们的包装精美，味

道也不错，母亲收下后也很开心，但事后

一想，总觉得节日味道里差一点什么。经

过分析，我才发现问题所在，原来自己匆

匆而来、匆匆而去，孝敬母亲好像走过场

一样，难以表达真实的情感。

曾经，母子俩的感情，用相依为命来

形容毫不为过。在我12岁那年，父亲不幸

离世，母亲含辛茹苦把我养大成人，供我

读书，直到我毕业后扎根城里，成家立业，

才松下一口气。为此，我暗自发誓，在母

亲有生之年，一定要好好孝敬她。

也许，我是一个晚熟的人，在孝敬母亲的

过程中，我开始领悟到：孝敬，不能仅仅停留

在口头、藏在心里，而是要付诸实际行动，学

会创新。

思前想后，我决定今年重阳节通过手

工方式，亲手为母亲做一回重阳糕！为

此，我专门抽出时间，去图书馆查阅手工

制作重阳糕的资料，提前购回原料。其

间，我还向居处附近的老字号糕点店的师

傅们请教。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好不容易盼到

休假，我带上老婆、孩子，拎着一大袋原料

回到老家，当场向母亲宣布：“妈，这个重

阳节，我要让您尝一尝我亲手制作的重阳

糕。”一刹那，母亲如同做梦一般，恍惚了

一会儿，才缓过神来，说：“儿啊，你平时工

作忙，过节应该好好休息一下。要不，我

们一做起吧。”

大家一起参与进来。亲密的协作，让

家庭氛围一下子浓了起来，血浓于水的亲

情盈满了整座屋子，让人有一种说不出的

熨帖。

该我露一手了！首先，将糯米、红豆用

家用磨粉机打成粉，分别添入白糖、食用

油，加水一起搅拌，使之干湿适中，然后筛

成细粉；接下来，取一具蒸笼，在里面平铺

一块湿纱布，倒入糯米粉，抹平之后，大火

而蒸；5分钟左右，掀开蒸笼，在蒸得雪白的

糯糕上铺一层豆沙，随后倒入糯米粉，同样

抹平，撒上花生仁、核桃仁、芝麻、红枣、红

绿果脯，再置入锅中蒸；20分钟左右，香气

袅袅飘出，重阳糕蒸好了。

当掀开蒸笼，只见糕体色彩分明，红

白相间，层次感强，干果脯肉嵌在表面，异

彩纷呈，诱人极了。母亲头一回见我制作

重阳糕，而且手艺还不错，惊讶之余，高兴

得合不拢嘴。

趁热，我将熟糕取出，用抹了食用油

的菜刀均匀切成方块，重阳糕终于大功告

成！当我将第一块糕递至母亲嘴边时，母

亲轻轻咬了一小口，然后闭上眼睛细细品

味。当她睁开眼睛，我发现她眼里闪烁着

点点泪花，她笑容满面地称赞道：“儿啊，

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你做的重阳糕这么好

吃！”

得到母亲的肯定，我高兴地抓起一块

糕，咬了一大口，发现自己亲手做的重阳糕，

甜糯相宜，色香味俱全，令人成就感满满！

不知不觉，金色的夕照涂在窗上。从

制糕，再品糕，一天就这么热热闹闹地过

去了。回顾这一日，我发现母亲比以往的

重阳节更为开心，我因此领悟到这样一个

道理：所谓孝敬，无非是通过爱的表达，给

母亲一个意外的惊喜，让老人家多一点开

心、多一点幸福、多一点憧憬！

“重阳节快乐！”当大家一起向母亲表

示祝福时，母亲不禁问道：“儿啊，如果给

这块糕取个名字，你会叫它什么？”我毫不

犹豫地回答：“‘孝心’牌重阳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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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庆海

父亲患了脑梗，说话含糊不清，走路需要拄着拐

杖，一向风风火火脾气豪爽的父亲，那段时间心情非常

烦躁，看什么都不顺眼，我每天小心翼翼地陪护左右，

生怕父亲发脾气血压飙升加重病情。

重阳节头一天，父亲心情不错。我提议带他去百

泉湖景区转转。父亲有些心动，转而，父亲看看自己行

动不便的左腿，含糊不清地说：“去百泉湖，不登苏门山

有啥意思？”苏门山就在景区内，一向对中华民族传统

节日非常看重的父亲，自是记得明天是什么日子，登高

望远是重阳节的传统习俗，父亲想登苏门山，我一定要

满足他这个愿望。

第二天一早，我开车载着父亲直奔百泉湖。苏门山

不高，海拔约180米，青石条铺的石阶。父亲拄着拐杖，

要自己登山，我蹲在父亲面前，说：“爸，让我背着您登

吧。”父亲嘟囔着说：“你背不动。”我说：“现在我不背您，

等我年纪再大点，或许就真背不动您了。”父亲听了我的

话，被触动了，他趴在我的背上，一手握着拐杖，一手圈着

我的脖子。我深提一口气，稳稳站起来，拾级而上。阶梯

两旁的山坡上植满柏树，苍翠葱郁，许多祠宇亭台掩映其

间，一股淡淡的柏树清香弥漫鼻息间。我感觉到背上的

父亲不时左顾右盼，这让我想起小时候父亲背着我的情

景来。小时候跟父亲去地里，我走不动了或是不想走

了，父亲便会把我背在背上；每次去赶集的时候，人多怕

挤着我，或有什么好看的，父亲也会把我架在脖子上。

我那时候就发现被父亲驮着，身边的风景都不一样了。

很快登上了龙亭，父亲要下来休息，我说等到了苏

门山山顶的啸台再休息。上啸台只需再登十几个石阶，

但非常陡峭，啸台左右两侧则为平地，可以绕过去继续

前行。父亲担心我身体吃不消，要绕过去。登高才能望

远，我背着父亲躬身前行，这十几个台阶登得很艰难。

当我背着父亲终于登上了啸台，父亲坐在石凳上，

望着我，满眼慈祥，“累坏了吧？”“还好，爸，您看，这边

可以看到太行山。”站在啸台的东侧，向东北方向眺望，

连绵的太行山像一堵年代久远的矮墙。父亲看了一会

儿，走向啸台的西侧眺望，西侧的地势凸起，柏树障目，

再加上不远处有高楼，无法远眺，但父亲却凝目许久，

那是老家的方向，我站在父亲背后，默默地陪着他。

我背着父亲下山的时候，父亲在我耳边不停地跟

我讲我小时候的故事，讲到好笑处，父亲忍不住笑了。

父亲的笑声引得众人纷纷侧目，让我甘之如饴。

□和少波

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是我国的传统节日，又叫

“老人节”，是一个敬老爱老的日子。我决定带同学们

在重阳节去镇里的养老院看望老人们。

那天我们早早来到了养老院。见大门前有不少

落叶，我立马拿过门后的扫帚，正要打扫，班长一把抢

过便干开了。其他孩子索性直接用手捡。看到这一

幕，来接我们的院长不禁竖起了大拇指。

一进院里，我们便开始卫生大扫除。除草、打扫、

擦洗……孩子们分工合作，干劲十足，忙得不亦乐

乎。看着焕然一新的家园，老人们的脸上无不露出灿

烂的笑容。我把刚从超市买的葡萄洗干净分给他们，

孩子们也争先恐后地为爷爷奶奶们送上自己准备的

礼物。

来养老院，我们主打一个哄老人开心。班长一本

正经地教爷爷奶奶们如何用手机玩抖音、开直播。欣

怡拉着一位有阿尔茨海默病的奶奶的手，给她剪指

甲、按摩、唠嗑。小高蹲下来，细心帮一位行动不便的

爷爷系好鞋带，搀扶他在院里散步。大明陪一位爷爷

下象棋，尽管赢的少，输的多，可心里却美滋滋的。小

峰说脱口秀，逗得爷爷奶奶们开怀大笑……我也没闲

着，和两位爱好文学的老人热聊，相谈甚欢。

值得一提的是，艳艳有模有样地为爷爷奶奶们唱

了一段豫剧《穆桂英挂帅》，赢得满堂喝彩。唱着唱

着，艳艳因为紧张忘词了，没想到，爷爷奶奶们和她一

起来了个全场大合唱。

重阳秋色暖，敬老情更浓。每年重阳节，我几乎都

会带同学们去养老院看望老人。在一次次的活动中，孩

子们学会了爱老敬长，懂得了爱与奉献。

□王春峰

重阳节，又叫“老人节”，是我国

民间传统节日，一般在每年农历九

月初九。重阳佳节，秋高气爽，正是

外出游玩的好时节，我们可以登高

远眺、欣赏菊花，感受美丽的秋景，

但是在游玩的同时千万不要忘了养

生，因为重阳节也是一个重要的养

生时节。那么，重阳节养生我们应

该注意哪些方面呢？

饮食清淡，预防秋燥，同时少吃

寒凉类的水果。由于秋燥的影响，

秋季特别容易出现呼吸道疾病，比

如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鼻炎等，

对于免疫力低下的老人更是如此。

预防秋燥应以清淡饮食为主，少吃

过于油腻、甘甜、辛辣之品；多吃粗

粮和富含维生素、矿物质的食物，并

适当运动，以促进血液循环。同时

少吃寒凉类的水果，如香蕉、梨、西

瓜；多吃温热类水果，如桃、杏、葡

萄。俗话说“秋瓜坏肚”，这个时候

天气凉爽，瓜果吃太多容易损胃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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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

说，秋季养生应早卧早起。早卧，以

顺应阴精的收藏，以养收气；早起，

以顺应阳气的舒长，使肺气得以舒

展。如果秋季适当早起，便可减少

血栓形成的机会，对预防脑血栓发

病有一定意义。除提高夜间睡眠质

量外，还要有适当的午睡来补充。

秋季人们往往晚睡早起，午睡不仅

能让大脑和全身各系统都好好休

息，还可以有效地帮助人们保持心

理平衡，预防心肌梗死。

登高赏菊，锻炼身体。金秋时

节，天高气爽，是开展各种运动锻炼

的好时机，运动宜选择轻松平缓、活

动量不大的项目，如瑜伽、登山、散

步等。

注意保暖，适时添衣。重阳节

前后，一天中温差变化很大，常有冷

空气侵袭，而使气温骤降，我们要注

意及时添衣保暖，增强体质，防止感

冒发生，同时多喝热水，多吃御寒食

物以生热，用热水泡脚。

总之，重阳佳节是一个好日子，

我们除了登高赏秋和游玩以外，更

要注意养生保健，保持身体健康！

□杨丽丽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

亲。”当重阳的脚步轻轻踏入岁月的门

扉，那一抹浓厚的亲情便在秋意的渲染

下愈发显得深沉而珍贵。

在我儿时的记忆里，重阳节就像是

一场盛大而温馨的家庭聚会。那时候，

爷爷奶奶身体还很硬朗，每到重阳，全家

老小都会聚在爷爷奶奶那座有些年头的

老房子里。老房子的院子里种着几株菊

花，到了重阳，菊花开得正盛，金黄灿烂

的花瓣在秋风中轻轻摇曳，散发着温暖

的芬芳。

村子后面有一座小山，那是我们重

阳节登高的好去处。爷爷总是一马当

先，我紧紧跟在他身后。山路虽然崎岖，

但爷爷的步伐稳健有力，他会时不时地

回头拉我一把。山上的景色美不胜收，

漫山遍野的野花野草在秋风中摇曳，仿

佛在欢迎我们的到来。到达山顶后，爷

爷会找一块平整的大石头坐下，然后把

我抱在腿上，指着远处的田野和村庄，和

我说起他年轻时的故事，那些艰苦而又

充满奋斗的岁月在他的口中变得鲜活起

来。而奶奶总是会在这个时候，从她带

着的小碎花布包里拿出提前准备好的重

阳糕分给我们。那重阳糕软软糯糯的，

一口咬下去，红枣的香甜、糯米的绵软就

在舌尖散开。奶奶看着我们狼吞虎咽，

眼里满是慈爱，那笑容就像秋日里最温

暖的阳光。

插茱萸也是重阳节必不可少的环

节。奶奶会从山上剪下几枝茱萸，细心

地为我们每个人插在衣服上。茱萸那

独特的香气萦绕在鼻尖，奶奶说，茱萸

可以辟邪，保佑我们平安健康。那时的

我，虽然不太明白辟邪的含义，但却觉

得身上插着茱萸的自己格外神气。

随着岁月的流转，我到城里读书，后

来又参加工作，回乡下的次数越来越

少。爷爷奶奶的身影在我忙碌的生活中

渐渐变得模糊，只能通过偶尔的电话联

系来慰藉思念之情。然而，每到重阳，那

种对爷爷奶奶和故乡的思念就如同潮水

般涌来。

今年重阳前夕，我特意放下手中的

工作，踏上了回乡的旅程。当我再次走

进那座熟悉的老房子时，心中五味杂

陈。爷爷奶奶的脸上刻满了更多的皱

纹，他们的头发也变得更加花白，但他

们的眼神中依然充满了对生活的热爱

和对我们深深的牵挂。

我陪着爷爷再次登上了那座小山

丘，只不过这一次，是我搀扶着爷爷。

爷爷的脚步变得缓慢而沉重，每走一步

都需要花费很大的力气。但他的目光

依然坚定地望着远方，我知道，这片土

地、这些山峦承载了他太多的回忆。

回到家中，我学着奶奶的样子做起

重阳糕，奶奶在一旁耐心地指导，时不

时地还会说起我小时候贪吃重阳糕的

趣事。当重阳糕的香气再次弥漫在屋

子里时，我仿佛又回到了小时候，那时

候，我总是踮着脚在灶台边张望，眼睛

紧紧盯着锅里正在蒸制的重阳糕，小小

的心里满是期待。奶奶的身影在灶台

前忙碌着，脸上带着慈祥的笑容，她就

像一个神奇的魔法师，能把简单的食材

变成无比美味的糕点。我总是迫不及

待地想要尝一口，哪怕糕还烫嘴，也会

忍不住咬上一小口，然后被烫得在屋子

里蹦蹦跳跳，惹得奶奶又是心疼又是好

笑。

如今，同样的场景再次出现，熟悉的

香气让那些被岁月尘封的记忆一下子鲜

活起来。我看着奶奶那爬满皱纹的手，

依然灵巧地摆弄着食材，心中满是感动。

我们祖孙俩在小小的厨房中，被重阳糕

的香气包裹着，仿佛外面的世界都与我

们无关。

从老家返程的时候，我回头望去，

爷爷奶奶站在那座老房子前向我挥手

道别。他们的身影在秋意渐浓的景色

中显得有些单薄，却又无比坚定。我知

道，无论我走多远，那份浓郁的亲情都

会像那山上的茱萸一样，永远繁茂鲜

艳，给予我力量和温暖。

□李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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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维的这首《九月九日忆山东兄

弟》，历经千年岁月，每逢重阳节，便如

袅袅檀香，悠悠萦绕于人们心间。在王

维的笔下，重阳节深情而悠远，满含浓

浓的思念与乡愁。

重阳节，承载着浓浓的思念。诗人

孤身漂泊异乡，佳节来临之际，思念如潮

水般澎湃汹涌。重阳节本应是家人团

聚、登高远眺、遍插茱萸之时，诗人却只

能在异乡孤独度过。字里行间流淌着对

故乡、对亲人的思念，令人感同身受。在

当今快节奏的现代社会，我们也常常远离

家乡，为梦想和生活奔波忙碌。当重阳节

到来，我们或许会如王维一般，心中涌起

对亲人的深深眷恋。那份思念，或是电话

中的一声问候，或是微信里的一句祝福，

是远方的我们对家乡的无尽牵挂。

重阳节，是对故乡的深切眷恋。故

乡，永远是我们心灵的港湾。王维在诗

中遥想兄弟们登高的场景，心中满是对

故乡的思念。那熟悉的山水、亲切的乡

音、温暖的亲情，无不令诗人魂牵梦绕。

重阳节，我们也会忆起故乡的那座山、那

条河、那片田野。或许，我们会想起儿时

与家人一同登高的欢乐时光，忆起奶奶

亲手制作的重阳糕的香甜滋味。故乡，

是我们心灵的寄托，是我们永远的根。

无论我们行至何处，对故乡的眷恋都永

不改变。

重阳节，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作

为我国传统节日，重阳节有着悠久的历

史和丰富的文化内涵。登高远眺、插茱

萸、赏菊花、吃重阳糕等习俗，寄托着人

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健康长寿的期

盼。在王维的诗中，我们看到古人对重阳

节的重视以及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如今，

我们也应传承和弘扬重阳节的文化传统，

让这个古老的节日在现代社会绽放新的

光彩。我们可以携家人一同登高赏秋，领

略大自然的美丽与宁静；我们可以品尝重

阳糕，回味儿时的味道；我们可以赏菊

花，感受秋天的神韵。通过这些方式，让

传统文化在我们的生活中生根发芽。

重阳节，更是一种人生感悟。人生

如一场旅行，我们不断追寻着自己的方

向。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经历离别、

思念、孤独，也会收获成长、感动和幸

福。王维在异乡思念亲人的同时，也在

思索着人生的意义。重阳节，让我们停

下匆忙的脚步，静下心来，反思自己的

人生。我们是否珍惜了身边的亲人？

是否为了梦想而努力奋斗？是否在忙

碌的生活中忽略了那些美好的瞬间？

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我们能更加珍

惜当下的生活，更加努力地去追逐自己

的梦想。

在重阳节里，我们体悟到思念的深

沉、故乡的温暖、传统文化的魅力以及

人生的感悟。让我们在这个美好的节

日里，怀揣着王维的诗意，去感受秋天

的美丽，去珍惜身边的亲人，去传承和

弘扬传统文化，去思索人生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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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心”牌重阳糕
习俗 之敬老爱老

带同学们去养老院

习俗 之秋日登高

背着父亲登苏门山

重阳佳节话养生

重阳深处亲情浓
文学记述 之敬老感恩

王维诗里的重阳节
文学记述 之相关诗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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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提醒 之养生保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