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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笑倩兮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美目盼兮

【原文】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
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
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注释】子夏问孔子：“‘轻盈的笑容多么美好呀，
频频顾盼、黑白分明的眼睛多么妩媚呀，洁白素粉的装
扮很有神采’。这几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孔子说：“如
同绘画，先有白色底子，然后在上面设色添彩。”子夏又
说：“这么说礼仪是在有了仁德之心之后才能产生的
了？”孔子说：“商，你真是能启发我思想的人，现在可以
开始和你谈论《诗经》了。”

【画语】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一个人姣好的脸
庞和亲切的举止有时就像一朵朵盛开的鲜花，色彩艳
丽，芳香四溢，使人愿意接近。这其中，笑容尤其重要。
如同画面上那个女孩的脸上天真烂漫、清纯美好的笑
容，瞬间可以治愈人心。

有备无患有备无患

农历九月初九是重阳节，又称登高节、茱萸节、
菊花节等。古人认为，九是阳数，两九相重，所以叫

“重九”，两阳相重，故名“重阳”。从古至今，人们对
重阳节十分重视，经过一代代华夏儿女的接续传承，
赋予它丰厚的文化内涵。

据考证，重阳节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
期，现存有关重阳节习俗的文字记载，最早见于《吕
氏春秋·季秋纪》，书中记录古人在九月农作物收获
的“黄金季”，举行盛大的祭天帝、祭祖等活动。而

“重阳节”名称出现在三国时期。曹丕在《与锺繇九
日送菊书》中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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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以享
宴高会。”直到唐代，重阳节才被确定为正式节日。
随着时代的发展，我国于1989年将农历九月初九定
为“老人节”，从此，传统佳节被赋予更多尊老、敬老、
爱老等内容，也为整个家庭和社会注入更多的亲情
和温暖。

“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重阳节插茱萸、饮
菊花酒、吃重阳糕，都是约定俗成的礼俗。插茱萸目
的是消病免灾，茱萸香味浓，具有明目、醒脑、逐风邪
等作用，并能消积食，治寒热。重阳节清气上扬，浊
气下沉，人们用天然药物茱萸等调理身体，使身体适
应自然气候变化有一定道理。饮菊花酒，菊花雅号

“延寿客”，是长寿名花，人们多在重阳节时用菊花酿
制的酒敬奉老人，可以驱秽逐恶，延年益寿，且菊花
酒具有除风热、清肝火、安肠胃等功效。吃重阳糕，
重阳糕又称“花糕”“菊糕”“五色糕”等，“糕”取高的
谐音，寄托了人生事业步步高升的良好愿望。孝顺
的子女重阳日会给老人制作重阳糕，祈祷老人长命
百岁。除此之外，重阳节还有赏菊、晒秋、放风筝和
吃柿子、食蟹等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

重阳节是一个美好而有诗意的节日。千百年
来，许多诗人词客用充满真挚情感的笔调，为后人留
下不胜枚举庆贺重阳的诗词佳作。在这些诗词中首
推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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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 28个字，将登高思乡、思亲的情感渲染
得酣畅淋漓，成为传颂千古的佳作。

年年重阳，今又重阳。重阳不仅是一个特殊的
节日，还留存着先民独特的文化印记，徜徉其中，亦
让我们对博大厚重的民族传统文化多了一份仰慕与
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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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子惊疯失子惊疯

勒住丝缰用目望，土台坐定美娇娘。 多蒙老爷施救济，带领主母把病医。悲悲啼啼泪双流，不知我儿在何方。山寇掳去山婆放，慌不择路走慌忙。

明朝成化年间，颖州知府梅俊之妻胡氏怀孕14个月未曾分娩，其妾诬胡氏将生妖魔，胡氏出逃路上产子，又被
山寇金眼豹掳去，幸被金眼豹之妻放走。大难过后，才发现新生婴儿丢失，急成病疯。17年后母子才终于团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