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登 高 望 远 话 重 阳
——探析重阳节的文化内涵和现实意义

在两千多年的传承发展中，重阳节以
富有生命意蕴的节庆活动世代流传，“祈
寿”主题逐渐和中国传统孝道伦理相融合，
发展出了敬老爱老的浓浓深情和不惧困难
的民族精神。如今，我国把农历九月初九
设为法定“老年节”，传统与现代的巧妙结
合，进一步激活历史传统，唤醒文化记忆，
使重阳节更显迷人魅力与时代光彩。

“将重阳节定为老人节，在我国逐渐进
入老龄化社会的背景下意义重大。”刘海霞
认为，把重阳节定为老年节不仅仅是单纯
的敬老孝老，更是融合代际关系、促进社会
和谐稳定之举。因此非常有必要创造一个
全民表达“敬老、爱老”情感的环境和氛围，
鼓励社会全民参与。只有这样，才能让重
阳节更好地与当代社会生活相融合，将其
丰富的文化内涵发扬光大，促进中华传统
节日文化的健康发展。

近年来，每逢重阳节，我省各地都会举
行各种形式的敬老爱老活动，不断深化大
众对重阳节的认识，推动了整个社会对老
年人的关心和重视。

省文明办相关处室负责人表示，按照
中宣部、中央文明办有关通知精神，全省各
地以“崇老敬老、厚德仁爱”为主题广泛组
织开展走访慰问、志愿服务、登高赏菊和广
场舞、歌咏比赛等文体活动，弘扬了尊老敬
老的传统美德，进一步丰富了广大城乡群
众的节日文化生活，营造了良好的重阳节
文化氛围。

随着时代的发展，源于农耕社会的重
阳节文化内涵及民俗事象也在不断发生演
变。有关专家学者认为，只有不断创新节
日形式和手段，才能让重阳节这个世代传
承的古老节日焕发出新的生机。

“节日是人民创造的，也要让人民共同
分享。”郑一民认为，应发掘重阳节的地域
特色文化元素，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和乡村振兴中，让节日成为城乡一道亮丽
风景线。开展重阳节进校园活动，从青少
年抓起，使重阳节成为青少年传承民族记
忆的活动载体。应在大中小学校组织优秀
传统文化讲座，组织多种形式的缅祖、思
乡、念亲活动，或郊游登山或开展进村入户
访老问贤活动、孝亲感恩活动等。利用重
阳节这一节庆节点，在城乡举办诗歌朗诵
会，讴歌时代、英雄和先贤；创办农产品尝
新尝鲜大集，让人们在享受五谷百果的香
甜中生发保护环境、爱护自然、敬重农村农
业农人的情愫，助力乡村振兴。

“社会价值的多元化发展态势，为重阳
节注入了新的时代价值。首先，鼓励人与
自然的和谐相处。在大自然的美好情景中
登高赏秋，让人与自然更加亲近。其次，重
阳节也给我们提供了人与人之间表达相亲
和谐的情感机会。”刘绍本认为，传统节日
更集中地体现了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
往，重阳节也不例外。要注重加强重阳节
传统美德与现实意义的学习、宣传、引导，
更广泛地传播节日中蕴含的文明、和谐、友
善等文化内涵，使这些优秀的价值观念植
根于人们内心深处，涵养大众精神家园。

刘海霞建议，针对老年人，要以“老有所
乐、老有所为”为宗旨，设计一些普适老人的
文化活动，通过一些特定的仪式彰显人生晚
年桑榆未晚的价值观，激发起千百万中国老
年人热爱生活、珍惜生活、享受生活的美好
情怀，焕发他们的青春、活力、勇气。鼓励老
年人共同参与构建和谐社会，体验美好人
生，也是重阳文化的另一种诠释。

□记者 曹 铮 刘 萍

“踏着金秋的脚步，感受诗歌的韵律。
让我们以情感作酒，以诗歌当杯，共赴一场
流光溢彩的诗歌盛宴⋯⋯”10 月 15 日，“浓
情敬老、诗意浭阳”重阳节主题诗会在唐山
市丰润区福源老年公寓院内举行。随着主持
人的诗意开场，由丰润本土诗人创作的《七
律·九日登松林山》《五律·重阳有寄》《我的
亲生爹娘》等十余首原创诗歌陆续呈现。“以
诗寄情”延续着千百年来重阳节的古老习
俗，体现着中华儿女对重阳节的文化认同。

“‘重阳’的由来，可以追溯到古籍《易
经》中的‘阳爻为九’。农历九月初九，两九
相重，故称‘重阳’。”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
发展战略研究院学者刘海霞介绍，历史上
对于重阳的记载众多。《吕氏春秋》之中《季
秋纪》载：“（九月）命家宰，农事备收，举五
种之要。藏帝籍之收于神仓，祗敬必饬。”

“是日也，大飨帝，尝牺牲，告备于天子。”可
见当时已有在秋九月农作物丰收之时祭飨
天帝、祭祖等活动。早期的重阳文化，反映
的是中国人自然崇拜、天人合一的人文精
神。一系列的祭祀活动，则蕴含着礼乐文
明的深邃文化内涵。

“关于重阳节的起源有多种说法，其中
广泛流传的是源于东汉的‘登高避祸说’。

相传重阳这天登上高山可祈福保平安。”河
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刘绍本说，关于重
阳节的起源传说，还与古人祭祀“大火”的
仪式有关。作为古代季节星宿标志的“大
火”，在农历九月隐退，这也意味着漫漫长
冬的到来，因此古人要举行相应的送行祭
祀仪式。这也是重阳节相关仪式、信仰的
民间表现。

重阳节作为国家官方法定节日始于何
时呢？据记载，正式将农历九月九日列为国
家认定的节日是在唐德宗李适年间（780
年-785 年），因大臣李泌上书奏请，官方才
布告天下，将重阳节列为“三令节”之一。传
说，真武大帝（玄武神）生于三月三，卒于九
月九，于是九月九日便成了避邪、延寿之
日。其实，按照天地日月运行规律，农历九
月九日这一天是“清气上扬、浊气下沉”的气
候，地势越高清气越聚集，于是“登高畅享清
气”便成了民间争相趋之的重要民俗事象。

刘海霞认为，不论是祭祀活动还是登
高远望，其最根本的作用是增强百姓文化认
同感，加强家庭和社会的凝聚力。因此，承
载着诸多民俗和历史内容的重阳节，便成了
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资源，以其独有的魅
力，为推进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

我国传统节日大多都有着极为丰富的
节俗娱乐活动形式，重阳节也不例外。在
魏晋时期，重阳日已经有了饮酒、赏菊等习
俗。随着时代变迁，不同的节俗逐渐融入
其中，赋予了重阳节丰富厚重的文化内涵
和迭代更新的旺盛生命力。

“历经漫长的演化和升华，重阳节在历
史延续过程中，既耦合了众多民俗事象，也
融合了众多文化内涵。在我国众多传统节
日中独树一帜，别具价值和风采。”省民协
主席郑一民介绍称，重阳节不只包含敬老
爱老的文化内涵，其他民俗活动众多，文化
内涵相当丰富。比如登高望远，是对大自
然的礼赞和生命的敬重。农历九月九日，
正是秋高气爽、丹桂飘香、五谷入仓的季
节，人们感念大自然一年的眷顾和恩赐，邀
亲聚友以郊游、野宴和登高的形式“辞青”

“迎冬”，既是欣赏自然、赞美自然、崇拜自
然、敬畏自然、感恩自然情感的隆重表达，
也是古人追求天人合一的生动写照。插茱
萸等古俗则是民间驱邪祈福的行为。郑一
民认为，重阳节清气上扬，浊气下沉，人们
用天然药物茱萸等调整体魄健康，使其适
应自然气候变化，这是历代先人在实践中
的发明和创造，是中华智慧的结晶。消灾
祛病，健康长寿，对老年人来说尤其重要。

重阳节习俗中，有不少内容与菊花相
关，如赏菊、咏菊、画菊、饮菊花酒等。“赏菊
习俗源于菊文化和菊崇拜。”郑一民认为，

菊本是天然花卉，因其有散风清热、平肝明
目的神奇药效而受到崇拜，因其花色五彩
缤纷且傲霜怒放而形成赏菊赞菊的菊文
化。翻阅史册，历代赞菊颂菊之诗篇多达
千余首，既赞美它的绚丽多彩，更颂扬它傲
霜绽放所展现的那种不畏秋风寒霜的精
神。正是在这种年复一年赏菊赞菊的文化
熏陶中，中华民族养成了不畏强暴和不惧
困难、敢于战胜各种艰难困苦和强敌的品
格，敢于担当和勇于开拓的民族精神。

此外，中华民族自古以农业立国，由此
产生的各种节气风俗，无不带着鲜明的农耕
文明印记。重阳节做糕食糕点的习俗不仅
反映了农耕社会自然生态变化的规律，也是
老百姓对美好生活期盼的表达。“重阳糕”，
意在取汉语谐音字“高”，于是它便成了重阳
佳节寄托人们成长、向上、进步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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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
诗人王维的诗句中就体现了重阳节兄弟之
间的彼此挂念。“重阳节也是一个充满了人
文关怀的节日。”在刘绍本看来，重阳节是
一个对亲人、对社会都给予温馨祝福的节
日，包含着文明、和谐、友善等诸多文化内
涵，它们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对
培养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陶冶情
操、滋养心灵起到了积极作用。多角度挖
掘这些丰富的文化内涵，在全社会形成文
化共识，有助于涵养民族文化自信。

又到一年重阳节，你的日历里给它作
出标记了吗？

从史书记载中，从唐诗宋词韵脚间，从
儿时记忆里，我们记得登高踏秋、赏菊抒
情、关爱老者⋯⋯传承两千多年的重阳节，
随着时代发展融入了更加多元的文化内
涵，其中一个重要主题就是跨越地域、穿越
时光传承和延续其精神内涵。

清明迎春，重阳辞秋。因而这两个节日
与其他传统节日相比，更容易令人产生对生
命意义和生命哲理的思考，对人与自然的追

问，尤其是重阳节。值此万类霜天之时，能
否在人生长河和生活海洋里“竞自由”？我
们又该如何对待日渐老去的人生状态？

“你陪我长大，我陪你变老。”是对家庭
人伦最温馨的解读。世间最无私的感情，莫
过于父母对子女的爱。自儿女降生，父母便
倾注全部心血。这份感情从未因儿女长大而
消弱，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加浓烈。羊跪
乳，鸦反哺。父母为儿女操劳，为社会奉献，
进入老年后理应得到社会和儿女的关心、尊
敬和照顾。面对当下逐渐老龄化的社会背

景，在倡导全社会敬老孝老的风尚时，我们
更应注重给父母长辈物质和精神上的关怀，
为老人营造更幸福安康的晚年生活。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契合了社会伦理
道德需求。人都有垂老之时，老人的今天就
是我们的明天，关心老人的今天，就是关心
我们的明天。对待老人的态度，则能折射出
社会文明程度和公民道德底线。事实上，孝
亲敬老之心应常有、常在，把尊老敬老变成
日常行动。

不论是对待“人老”还是“老人”，都是孝

文化介入后重阳节文化内涵的扩充。从传
统习俗中登高健身、饮菊花酒等延年益寿的
行为方式，到以敬老爱老为主题的“老人节”
文化内涵，使得重阳节成为人生至关重要的
日子，也让重阳节有了更广阔的传承发展空
间。正如人文学家李汉秋所说：“如今，我们
要发扬重阳节蕴含的登高志昂、傲霜抗寒的
奋斗精神，提高生命的境界。”

今年这个重阳节，你怎么过？我想你
已经有了答案。

文/记者 曹 铮

重阳节，我们应该怎么过

岁岁重阳，今又重阳。
10月17日，农历九月初九，是我国的传统

节日重阳节。重阳节又称登高节、女儿节、茱
萸节、老年节等，各地有出游赏景、登高远眺、
观赏菊花、吃重阳糕等习俗。随着时代的发
展，重阳节的文化内涵不断延展丰富，成为留
存中华民族文化记忆的重要载体。2006 年 5
月 20 日，重阳节被国务院列入首批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3 年 7 月 1 日实施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明确规
定，将每年的农历九月初九定为全国法定的

“老年节”，为重阳节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
重阳文化有着怎样的历史渊源？其丰富

的文化内涵传递出哪些民族精神？如何挖掘
更丰富的节日形式，让这个古老的节日与时
代、与社会、与百姓生活结合得更紧密？就此，
记者采访了多位文化界人士和民俗专家，共同
探讨重阳节的文化内涵和现实意义。

▲10 月 12 日，邢台市桥西区李
演庄老年养护院88岁的王世才老人
即兴演唱《夕阳红》。重阳节到来之
际，爱心志愿者与老人共迎佳节。

记者 赵永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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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阳节“登高思亲”
习俗之古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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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军九日思长安故园》

（唐） 岑参

强欲登高去，无人送酒来。
遥怜故园菊，应傍战场开。

《九月九日登玄武山》

（唐） 卢照邻

九月九日眺山川，归心归望积风烟。
他乡共酌金花酒，万里同悲鸿雁天。

二、重阳节“赏菊励志”
习俗之古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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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菊花》

（唐） 元稹

秋丛绕舍似陶家，遍绕篱边日渐斜。
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

《九月十日即事》

（唐） 李白

昨日登高罢，今朝更举觞。
菊花何太苦，遭此两重阳？

《九日齐山登高》

（唐） 杜牧

江涵秋影雁初飞，与客携壶上翠微。
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
但将酩酊酬佳节，不用登临恨落晖。
古往今来只如此，牛山何必独霑衣。

三、重阳节“饮酒休闲”
习俗之古诗词：

《九日》

（唐） 李白

今日云景好，水绿秋山明。
携壶酌流霞，搴菊泛寒荣。
地远松石古，风扬弦管清。
窥觞照欢颜，独笑还自倾。
落帽醉山月，空歌怀友生。

《秋登兰山寄张五》

（唐） 孟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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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日》

（明）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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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醉花阴·薄雾浓云愁永昼》

（宋） 李清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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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咏重阳

记者感言

悠久重阳文化
从中华文明历史深处走来

丰厚文化内涵
展现重阳节与时俱进的勃勃生机

创新节日形式
传承弘扬重阳节的时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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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5 日，石家庄市裕华区誉天下
社区活动室内欢声笑语，社区的老人和孩
子们欢聚一堂，赏歌舞、敬香茶、品百家
盛宴，共迎重阳佳节。记者 赵海江摄

双“九”还有生命长久、健康长寿
之意。自汉代起，中国民间便有了重
阳节“求寿”之俗。因此，重阳节被赋
予了敬老孝亲的内涵。

“敬老是一个社会文明的标志，
在现代社会敬老与爱幼一样也是人
权文明的标志。”河北省文史研究馆馆
员、省政府参事室特约研究员梁勇从源
头解析重阳节敬老习俗的文化内涵称，中
华民族具有敬老爱幼的优秀文化传统。《孟
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
幼。”早在先秦时期，就开始提倡尊老敬老的美德，
每年仲秋之月，要“养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饮
食”。西汉时期，汉高祖刘邦颁发养老令，汉文帝
再颁养老诏，明确规定不同年龄段的老人享有不
同的福利。正是由于历史悠久的敬老传统美德，
在中国产生了百龄眉寿、长命百岁、长命富贵、龟
鹤遐寿、寿比南山、万寿无疆等吉祥词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