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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媒体记者 林晓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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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大诗人王维的一首《九月九
日忆山东兄弟》传诵至今。作为中国传统节日之一，农历九月初九的重阳节备受世人关注。

“岁往月来，忽复九月九日。九为阳数，而日月并应，俗嘉其名，以为宜于长久。”有观点认为，《易经》中以
“九”为阳数，九月九日，两九相重，故而称重阳，也称重九。在古人观念中，一和九为最大的数，“九”又与“久”谐
音，所以九月九日这一天，是一个值得庆祝的吉利日子，宜呼朋引伴、登高望远、赏花饮酒、吟诗作赋……

九月初九话重阳

饮菊登高佩茱萸
制糕相赠拜胡公

“这里挺好的，就是老头子经
常想着儿子来接，回家看看孙子。”
年近八旬的丁奶奶和年长5岁的
老伴住在养老院，她口中的儿女非
常孝顺，因自己这几年身体不好，
在家又没人照顾，所以才来这里。

“儿子、媳妇工作很忙，孙女上
了初中后作业很多，每次回来匆匆
吃餐晚饭就走了。”住在佛堂的爷
爷奶奶，差不多一个多月才能和城
里的儿子一家见个面、吃餐饭，一
起坐下好好说话的时间不多。

以上片段是数年前记者在做
重阳节采访专题时的所见所闻。这
些年，我们身边庆祝重阳节的活动
形式多样，有精神层面的关爱，也
有物质方面的关怀。但对很多老人

来说，除了这些有组织性的活动
外，他们更渴求亲情的关注，更期
待儿孙常回家看看。

眼下，又到一年重阳节。在这
个崇尚“尊老敬老，厚德仁爱”的节
日里，作为家中有老人的我们，或
许应该反思，对老人的“关怀”有多
少仅仅停留在口头或者物质中？

时至今日，孟子所畅想的“五
十者可以衣帛，七十者可以食肉”
的理想社会已能够相对轻松地达
到。就大多数老人而言，吃什么、穿
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儿孙辈能
坐下来陪他们说说话。比如重阳
节，一大家子围坐在一起吃饭，和
老爸碰个杯，听老妈唠叨几句。

百善孝为先，尊老爱幼既是一

种传统美德，也是一种敬重自己的体
现。之前的一个重阳节，我市某小学
曾发出倡议，要求学生用自己认为合
适的方式向长辈表达节日的祝福，比
如和长辈聊天、为他们做一些力所能
及的事；勤向长辈汇报自己的思想、
学习情况；离家或回家，要向长辈打
招呼；聆听长辈教诲，遇事多商量等。

“当我老了，有什么愿望？我希望
孩子们能在身旁，大家会该有多快乐
……”这首《当我老了》，唱出了大多
数老人们的心声。

无论年龄大小，无论事业成功与
否，在父母祖辈的眼中，我们永远都
只是他们的孩子。尊老尽孝，何须待
重阳？有些事情，每一天都可以做！

林晓燕

尊老尽孝,何须待重阳

▢ 全媒体记者 林晓燕 文/图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
重阳。1989 年，我国把每年的
农历九月初九定为“老人节”

“敬老节”，倡导全社会树立
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风
气。从某种意义上说，重阳节
不仅是老人的节日，也是大
家的节日，因为家家有老人、
人人会变老。

10 月 23 日上午，稠城街
道车站社区专门为辖区多位
90 岁以上老人举办了暖心的
集体生日宴，为老人们过了一
个别样的重阳节。在社区的精
心组织下，到场参加活动的老
人披着红围巾，围坐在一起话
家常。

“我们以前住的胜利老房
子拆了，刚刚去看了新房，快
装修好了，环境非常好，下次
过来串门啊！”“好的呀，我现
在住在养老院里，很舒心的，
儿孙条件都很好又孝顺。”95
岁的张奶奶和92岁的李奶奶，
年轻时就认识了，早先是隔壁
邻居。十几年未曾谋面的两位
老人，这次一碰面就有说不完
的话。

“耳不聋眼不花，绣花针
都会穿。”陪同张奶奶来的是
她的女儿李大姐。“母亲一路
上不断感慨，义乌变化真大
啊！很多地方都不认识了。”李
大姐说，“几个哥哥在外地生
活，母亲一直跟着我生活，从
来没红过脸。平日里想吃什
么、想到哪里去玩，我们都尽
量满足，新装修的房子也是把
朝阳的房间留给她……对老
人孝顺是应该的，我们也会
老，我们也有儿女，他们也会
有样学样的。”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
“老龄化”等问题也得到越来

越多人的关注。据了解，国际上一般以60岁或65岁为老年
人的年龄起点，老人比重占5%—10%称为成年型人口，
10%以上为老年型人口。相关统计表明，截至2019年12月
底，我市共有户籍人口83.6万人，其中60周岁以上老年人
16.65万人，约占总人口19.92%，人口老龄化严重。

让老年人能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
安，是各级党委政府的牵挂。近年来，我市高度重视养老
服务事业发展，大力引进社会资本，激发社会养老协同活
力，多样化推行居家养老、镇街养老院、大型专业养老机
构等养老服务的社会化模式，为居家养老提供新方式，不
遗余力帮助老人解决实际困难、满足各类需求，为老人办
实事、办好事。

值得一提的是，这几年，义乌在养老领域相继推出了
一些“实招”“硬招”，为老年人带来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除了落地多项惠民政策外，社会各界纷纷立足各自实际，
组织开展出游赏景、文艺表演、义诊、走访慰问等一系列
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庆祝重阳节活动，乌伤大地上涌现
出爱老敬老的暖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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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媒体记者 谭祉潇

本报讯 九九重阳节，浓浓敬老情。10月23日
上午，廿三里街道养老服务中心正式揭牌启用，拉
开廿三里街道养老服务专业化、规范化、智能化的
序幕，助力美丽城镇“生活美”。

据悉，廿三里街道养老服务中心由市城投集
团投资建设，选址于金麟社区朱村附近，紧邻义乌
六中，占地规模27亩，实际建筑面积14000余平方
米，共设置床位260张，装修及设备投入1000余万
元，总投资6000万元。

养老服务中心将于12月中旬迎接老人们入
住，内设居家养老中心、老年人活动室、康养保健
活动室、残疾人活动中心、残疾人工疗室和儿童福
利中心等。具有居家养老、老年人康养、残疾人工
疗及部分特殊儿童照料等功能，可给予老年人及
失能、半失能、失智人员24小时医护照料。

廿三里街道
养老服务中心启用

▢ 全媒体记者 龚盈盈 文/摄

本报讯 10月23日，稠江街道兴业社区党委
整合辖区内的新世纪幼儿园、阳光阿莲养生馆爱
心公益志愿者服务队、义星社公益协会驻区单位
等共同组成“杏叶红”志愿者团队，在贝村文化礼
堂举行新时代文明实践之重阳节关爱老人活动。

活动中，小小志愿者们通过朗诵、歌曲、舞蹈
等表演传递出中华民族孝老爱亲的传统美德。

“杏叶红”志愿者们为老人洗脚、修脚、按摩等，
现场，老人们个个脸上露出开心的笑容。“真好，
我们一边看演出，一边还能吃水果，这个老人节
过得真开心。”家住贝村的沈大妈笑着说。

稠江街道
重阳志愿服务暖人心

为弘扬中华民族尊老敬老的传统美德，营造
和谐的社区氛围，10月22日上午，福田街道银海
社区联合志愿者组织开展了“爱满重阳节,浓浓敬
老情”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邀请辖区老人欢聚一
堂，共度重阳佳节。社区设置了四个分会场，共计
600余位老人参加活动。现场设置了一系列便民
服务互动摊位等，将义诊、理发、爱心洗脚、政策咨
询等便民服务一站式送进社区。

全媒体记者 龚盈盈 摄

爱满重阳节 浓浓敬老情

都说习俗千里不同风，关于
重阳节，义乌也有自己的习俗。

据《义乌民俗》记载，九月初
九重阳节，士人登高宴赏，以茱萸
浸酒饮之；家制牡丹糕、方糕，戚
友互相赠送。另外，义乌还有祭拜
胡公之俗。传说北宋永康人胡则
曾奏请朝廷免除婺衢二州的身丁
钱(成年人人口税)。百姓感恩他，
在他死后奉为神，称“胡公大帝”。
宋代以后，每于农历八月后半月，
义乌人便成群结队到永康方岩供
奉胡公神像的赫灵庙朝拜。

关于“重阳登高”，《义乌市
志》中则有这样一段表述——

九月初九是重阳节，士人登
高宴赏，以茱萸浸酒饮之。家制牡
丹糕、方糕，戚友互相赠送。南宋
以来，民间于重阳时节兴拜胡公。
八、九两月，十八九岁的男青年时
兴跑路去永康县方岩拜胡公，当

天来回，年纪大的也有去方岩拜
胡公的。五、六、七、八、九、十日等
都去胡公庙会众，重阳节前数日
抬胡公神像，至德胜岩朝拜赫灵
行庙胡公神像。迎胡公队伍称“重
阳案”，仪仗执事长达数里，罗汉
班、三十六行、大头和尚、走马、高
跷等沿途表演。重阳节，后宅岩前
曹村与义亭铜山岩都兴庙会，其
他有胡公庙的地方还演戏。

今日又逢一年一度的重阳
节，10月23日则是二十四节气中
的霜降。虽然一个是节日一个是
节气，但在义乌都有相似的登高、
赏菊等乡风民俗。

比如说，霜降时节也有登高
远眺的习俗。在义乌，后宅德胜
岩、赤岸大寒尖、大陈鹅峰山等都
是登高览胜的好去处。另外，霜降
还是观赏菊花和枫叶的最好时
节。古有“霜打菊花开”之说，我国

很多地方霜降时要举行菊花会，赏
菊饮酒。每逢此时，义乌各地也会举
办一些类似赏菊、佩茱萸的活动。

关于吃食方面，到了霜降节气
民间习俗要吃柿子。因为霜打过的
柿子很甜，而且民间说法，吃柿子可
以御寒，还有种说法是“霜降这天不
吃柿子，冬天嘴唇会裂”。有些地方
的老人还认为“霜降吃柿子，冬天不
会流鼻涕”。

《诗经·魏风·葛屦》这样唱道:
“纠纠葛屦，可以履霜？掺掺女手，可
以缝裳？”霜降是秋季到冬季的过渡
季节，已到做鞋履霜、缝衣迎冬的时
候了。而此时的义乌，依然是秋尽江
南草未凋，平添了几分梦幻般的诗
情画意。

是时候，领着家人出去走走，
登高远望，插一把茱萸；是时候，领
着妻儿回家看看，陪老父慈母话话
家常……

重阳霜降在义乌

“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饵，
饮菊花酒，云令人长寿。”据说，重
阳节的习俗始于远古时期，在春
秋战国时期基本成形，到了西汉
得到普及，唐代以后开始进入鼎
盛期。

登高。重阳最重要的节日活
动之一，即是登高。至于登高所
到之处，没有特别一致的规定，
一般是登高山，也有登高塔的。
据说，早在战国时期民间就有重
阳登高习俗，到了汉代逐渐盛
行，西汉刘歆《西京杂记》载：“三
月上巳，九月重阳，使女游戏，就
此祓禊登高。”唐代朝廷正式批
准重阳为节令，大诗人李白在

《九月十日即事》中写道：“昨日
登高罢，今朝更举觞。菊花何太
苦，遭此两重阳。”

赏菊、饮菊花酒。重阳节赏

菊、饮菊花酒极为普遍，菊花可以
祛寒、祛毒，所以重阳节又称“菊
花节”。时至今日，每年重阳节期
间，全国各地仍有不少公园会组
织大型菊展，并将菊花缚扎成各
类动植物、人物等造型，十分美
观。“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据说重阳节赏菊及饮菊花酒，起
源于东晋大诗人陶渊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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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被视为重阳必饮、
祛灾祈福的“吉祥酒”。

吃糕。杨静亭的《都门杂咏·
论糕》中提到：“中秋才过又重阳，
又见花糕各处忙。面夹双层多枣
栗，当筵题句傲刘郎。”花糕又称
重阳糕、菊花糕，以米粉、豆粉等
为原料发酵，更点缀以枣、栗、杏

仁等果料，加糖蒸制而成。重阳节普
遍有登高习俗，但在平原地区无山
可登，因“糕”与“高”同音，故而以吃
糕代替登高，寓意步步登高。元代学
者熊梦祥在他的《析津志》中这样表
述：“九月九日，都人以面为糕，馈遗
作重阳节。”

佩茱萸（簪菊花）。据了解，茱萸
是一种可以做中药的果实，因出产
于吴地（今江浙一带）的茱萸质量最
好，因而又称吴茱萸，也称越椒或艾
子。茱萸的果实有温中、止痛、理气
等功效，叶可治霍乱，根可杀虫，古
代有“吴仙丹”和“辟邪翁”之称。据
记载，古人把茱萸作为祭祀、佩饰、
药用、辟邪之物，佩茱萸成为重阳节
俗的主要标志，因此登高会也称“茱
萸会”，重阳节也被称为“茱萸节”。
唐朝诗人张说曾写过“西楚茱萸节，
南淮戏马台”的诗句。

习俗始于远古

重阳节

车站社区为辖区部分九十岁以上老人举办集体生日宴。

短评

老人在家人陪伴下看义乌新貌。

志愿者为老人洗脚按摩。

医护人员为老人量血压。

为传承红色文化基因、培养孩子不畏困难的
品质，10月23日，绣湖幼儿园开展“小红军重走长
征路”暨重阳节主题体验活动，让孩子们和老人欢
聚，共度难忘时光。

爬“雪山”、过“草地”、穿越“封锁线”；和老人
“搭档”挖番薯、为老人夹菜捶背……充满挑战且
温馨的游戏节目环环相扣，让孩子和老人们收获
满满。 全媒体记者 傅柏琳 通讯员 应美弟 摄

传承红色文化别样过节

就餐中，小朋友主动为奶奶夹菜，祝她节日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