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秋送爽，丹桂飘香。每年的农历九月初九，为
传统的重阳节，又称为“老人节”。 因为《易经》中把

“六”定为阴数，把“九”定为阳数，九月九，日月并阳，
两九相重，故而叫重阳，也叫重九。重阳节早在战国
时期就已经形成，到了唐代，重阳被正式定为民间的
节日，此后历朝历代沿袭至今。

重阳佳节当天，民间活动丰富，情趣盎然，有登
高、赏菊、喝菊花酒、吃重阳糕、插茱萸等。

登高

在古代，民间在重阳有登高的风俗，故重阳节
又叫“登高节”。相传此风俗始于东汉。唐代文人
所写的登高诗很多，大多是写重阳节的习俗；杜甫
的七律《登高》，就是写重阳登高的名篇。登高所到
之处，没有划一的规定，一般是登高山、登高塔。

吃重阳糕

据史料记载，重阳糕又称花糕、菊糕、五色糕，
制无定法，较为随意。 九月九日天明时，以片糕搭
儿女头额，口中念念有词，祝愿子女百事俱高，乃
古人九月做糕的本意。讲究的重阳糕要做成九
层，像座宝塔，上面还做成两只小羊，以符合重阳
（羊）之义。有的还在重阳糕上插一小红纸旗，并
点蜡烛灯。这大概是用“点灯”、“吃糕”代替“登
高”的意思，用小红纸旗代替茱萸。当今的重阳
糕，仍无固定品种，各地在重阳节吃的松软糕类都
称之为重阳糕。

赏菊并饮菊花酒

重阳节正是一年的金秋时节，菊花盛开，据传
赏菊及饮菊花酒，起源于晋朝大诗人陶渊明。陶渊
明以隐居出名，以诗出名，以酒出名，也以爱菊出
名；后人效之，遂有重阳赏菊之俗。旧时文人士大
夫，还将赏菊与宴饮结合，以求和陶渊明更接近。
北宋京师开封，重阳赏菊之风盛行，当时的菊花就
有很多品种，千姿百态。民间还把农历九月称为

“菊月”，在菊花傲霜怒放的重阳节里，观赏菊花成
了节日的一项重要内容。清代以后，赏菊之习尤为
昌盛，且不限于九月九日，但仍然是重阳节前后最
为繁盛。

插茱萸和簪菊花

重阳节插茱萸的风俗，在唐代就已经很普遍。
古人认为在重阳节这一天插茱萸可以避难消灾；或
佩带于臂，或做香袋把茱萸放在里面佩带，还有插
在头上的。大多是妇女、儿童佩带，有些地方，男子
也佩带。重阳节佩茱萸，在晋代葛洪《西经杂记》中
就有记载。除了佩带茱萸，人们也有头戴菊花的。
唐代就已经如此，历代盛行。清代，北京重阳节的
习俗是把菊花枝叶贴在门窗上，“解除凶秽，以招吉
祥”。这是头上簪菊的变俗。宋代，还有将彩缯剪
成茱萸、菊花来相赠佩带的。

除了以上较为普遍的习俗外，各地还有些独特
的过节形式。

新中国成立后，重阳节的活动充实了新的内
容。1989 年，我国重阳节定为老人节。等到这一
日，各地都要组织老年人登山秋游，开阔视野，交流
感情，锻炼身体，培养人们回归自然、热爱祖国大好
河山的高尚品德。

本报记者 赵聪聪高凯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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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驻新郑某部官兵来到新郑市滨河帝城幼
儿园对小朋友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培养幼儿从小热
爱祖国的情操。 本报记者 李伟彬 摄

随着时代的变迁，很多传统的老手
艺、老手工品渐渐地从人们的视线中淡
出。近日，记者途经新郑市人民路时，竟
看到路边摆放了一些久违的老手工品：亲
手制作的鞋垫、精美的虎头鞋。更让记者
没有想到的是：这些做工精美的作品都出
自老人之手，他们在传承老手艺方面默默
地贡献着力量。

手工鞋垫 舒适透气受青睐

今年74岁的苏玉梅，是新郑市辛店镇
千户寨村的村民。记者见到她时，她正
在该市人民路附近卖鞋垫。一张小板
凳、一辆小推车，车上摆满了各种颜色的
鞋垫。“这鞋垫是她自己做的，布料厚实，
穿上还透气，很受中年人热爱。”在她的
摊位前，一提起苏玉梅老人的鞋垫，大家
都赞不绝口。

家人都想让老人好好享享清福，但是
老人偏要拾起自己的老本行。“自己年轻
时都穿自己做的鞋垫，家人也穿，这么多
年了，还是放不下，只要有空我就会做。”
看来，老人对鞋垫有着深厚的感情。

比起新鞋里自带的鞋垫，苏玉梅的鞋
垫制作过程要复杂些。“要先用糨糊把闲
散的布料粘起来，等它晾干或晒干后，根

据鞋样裁剪，再在上面铺叠一层布料，把
衬边匝实。”苏玉梅老人介绍道，最后一
道工序是用缝纫机匝出一双双鞋垫。平
时自己一天能够做 10 双左右鞋垫，卖出
去的价钱在 1 元到 3 元不等，顾客主要是
中年人和学生。不管挣钱多少，老人觉得
自己的鞋垫受到顾客的喜爱，心里就很
舒畅。

老人说，现在许多年轻人都不知道这
种纯手工的鞋垫是怎样做出来的，更别提
自己亲手做了。在制作鞋垫中，发挥重要
作用的缝纫机在几十年前，还是结婚三大

件之一呢，现在却“退伍”了。很多年轻人
都不会右手转着飞轮，左手按着布料，双
脚有节奏地踩着踏板。

飞针走线 绣出精致虎头鞋

近日，记者见到新郑市龙王乡霹雳店
村村民安桂珍时，她正在一针针地纳着巴
掌大的鞋底。在她旁边放着已经做好的
一双精致可爱的虎头鞋。白底花布的千
层鞋底，红色布料做帮，鞋面上是精心刺
绣的虎头形状。虽说它只有十厘米，但是

眼睛、嘴巴等五官俱全，再配上虎须、眉头
中间的威武“王”字，更给虎头增添了不少

“虎气”，让人顿生爱慕之心，忍不住拿起
来左瞧瞧，右看看。

自己缝制的虎头鞋这么受欢迎，安桂
珍很是高兴，她告诉记者，这样的鞋子虽
小，但是“工程量”却不小。先得做好鞋子
轮廓，然后安鼻子、耳朵，缝眼睛，还得绣
眉毛、捋胡子，很费功夫。自己做好了，就
送给亲戚朋友，看着他们高兴，她更是乐
开了花。

早年，她向村里的老人学习了如何缝
制虎头鞋，当时可是费了很大劲才学会
的。小小虎头鞋，寓意却很大。她介绍
道，虎头鞋不仅舒适美观，也寓意一种吉
祥，以虎避邪祈福。很多年前，小孩儿都
穿虎头鞋，鞋头上老虎头越大，精气神就
越足，有虎虎生威之意。这种习俗现在还
在一些地方延续，谁家添了宝宝，老一辈
会送上几双虎头鞋。

“现在会做虎头鞋的人越来越少了，
一般是老年人，年轻人基本上都耐不下性
子学这个。”安桂珍的心底有一丝遗憾：虎
头鞋精致美观，愿意学习的人却很少，她
希望这一民间工艺能永远传承下去，只要
有人愿意学，她会很乐意传授给他们，希
望他们能做出更多活灵活现的虎头鞋。

传承老手艺 老人在出力
本报记者 尹春灵 高凯 文/图

中 华 民 族 传 统 的 敬 老 节
日——重阳节虽已过去，但敬老
爱老的观念却深入人心。近日，
记者在新郑市走访时发现，人们
通过各种方式表达对长辈的深
厚感情。

新郑市八千乡八千村的左玲
玲，在河南商丘工学院上学，平时
不经常回家。她说：“挺想爸爸妈
妈，还有爷爷，想和他们在一块儿
聚聚，可因为时间比较紧张，没法
回家，我就只能给他们打个电话
问候一下。”言谈中，透着一丝失
望和无奈，可家人听到她的问候
和祝福都非常高兴。

在新郑市区一家公司上班的
倩倩，由于工作忙，和家人团聚的
次数比较少，深感遗憾。上周
末，她陪父母、奶奶逛街、买衣
服，还给他们做了一顿可口的午
饭。能和倩倩这个大忙人一块
儿吃饭，饭桌上更是其乐融融。
虽然有些累，但是她很开心：“平
时工作挺忙，难得有这样的机会
照顾老人，看到长辈们这么高
兴，心里很欣慰。”

年轻人渴望与家人团聚，而
老人这种愿望更迫切。家住新郑
市和庄镇尹庄村的张喜梅老人，
今年 85岁了。平时，儿子有空了
去看看她；孙子孙女忙完工作也
会去看望她，但有时候还是会孤
独，她善解人意地说：“我希望孩
子们经常和我在一块儿，可是他
们有那么多事要干，我也帮不
上。我也可理解他们。”重阳节当

天，孙女又去看望了她，老人可高兴了，因为小辈们陪
着她聊天，老人的心里非常舒畅。老人还说，小辈们表
态了，以后会经常陪她。

在气温渐低的秋天，很多人想食用红枣来调补
身体，但是，秋季食红枣，吃法有讲究，你知道怎样吃
枣更健康吗？

生吃抗过敏

据专家介绍，如果一次吃 10 个红枣，每天吃 3
次，连吃几天，就能对过敏性紫癜有疗效。但红枣不
可进食太多，中等大小的红枣，每次食用最好别超过
15个，过量食用会引起胃酸过多和腹胀。

泡茶可除困

将红枣洗净，放入带盖子的茶杯中用开水泡 15
分钟，喝水吃枣，对增强身体免疫力，改善疲困乏力
效果明显。红枣泡水还可养肝排毒。因红枣果皮坚
韧不好消化，最好将其掰开再冲泡，才能将其有效成
分完全溶出。另外，新鲜的红枣不宜冲泡或煎煮。

煮粥可养血

取红枣 3 个，粳米 100 克，煮粥常食，有明显的
抗疲劳的作用；若与小米同煮，可发挥红枣安神的
效用。

熬汤可安神

药王孙思邈的《千金方》记载“红枣葱白汤”，专
治心烦失眠，用红枣 10枚，葱白 3根，将红枣浸泡后
去除枣核；锅中放入适量清水，加入红枣，大火烧沸，
小火煮约 20分钟，再加入葱白煮约 10分钟后，去除
葱白即成。于睡前吃枣喝汤，疗效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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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访中，记者发现，虽然很多人都意识到敬老
爱老的重要性，但是因为生活、工作等各种压力，有
些人不能在平时陪伴老人。如果子女不经常陪伴
在老人身边，老人会觉得自己缺乏安全感和归属
感，长期下来心理容易发生波动，影响身体健康。

因此，作为为人子孙的年轻人，平时要多关心
老年人的身心，多关怀、理解他们，了解老人的喜
好，帮助老人做些必要的事情。平时要多回家看
看，让他们感受到亲情的温暖，并积极引导老年人
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如果我们都对老年人多一
分理解、多一份关爱、多一份陪伴，老年人的生活定
会更加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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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我们也会变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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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季食红枣
吃法有讲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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