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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情中秋情 诗书画诗书画

朱东旭朱东旭

中国历法将农历八月十五日定为中秋，接
着又将其定为中国传统的主要佳节之一，其意
深刻悠远。

每逢中秋这天，作为远方游子，都会记起王
维那首“每逢佳节倍思亲”诗句，归家似箭的心
情禁不住油然而生。

自古岁月多磨难，每逢中秋回家与亲朋相
约月下，望月拜月，喝酒交谈，聚欢同乐，那真是
人间一件多么开心的事啊！

古之中秋起源于古人对月亮的崇拜，继而
引发一系列的祭祀活动，比方古代帝王就有祭
月拜月仪式，后传至民间，并渐渐摆脱单一性
祭月拜月，发展到形式各样纪念活动，比方玩
花灯、赏桂花、吟诗书画，以满足人之美好的理
想，以表达情感，张扬个性，释放感情的最佳时
机。

宋代轻武重文，中秋必然成为文人书画家
吟诵的重要题材。宋代文学家、书画家苏轼曾
有一首中秋时节与其弟相欢中秋团圆的《阳关
曲·中秋月》：暮云收尽溢清寒，银汉无声转玉
盘。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

宋代诗词大家、书法家苏轼一生为官，多因
性情使然，官场一直“清寒”不顺，但其弟苏辙情
性随和，官场则风平浪静，一直以自己人脉在朝
廷上为苏轼周旋，但苏轼还是多次被贬流放外
地，这年中秋，苏轼在京城与弟苏辙久别相逢，
两人借月赏月时，两人交谈甚欢，苏轼心情激
动，想到自己命运如此多舛，情不自禁写下这首
欢喜中包含淡淡忧伤的诗句，并问苍天：此生此
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

中秋一过，兄弟又要分离，日后何时才能相
会？但兄弟之情跃然字里行间，却是情深意切。

宋代辛弃疾《一剪梅·中秋元月》的词也是
可爱：忆对中秋丹桂丛，花在杯中，月也杯中，今
宵楼上尊同。云湿纱窗，雨湿纱窗。

浑欲乘风问化工，路也难通，信也难通，满
堂惟有烛花红。杯且从容，歌且从容。

辛弃疾作为宋代文武将才，其作词，大多悲
壮慷慨，但“中秋元月”却写欢快明朗，词中先回

忆去年的中秋，我们曾在楼台备好酒，在丹桂花
香室内，对月把盏，杯中成影，多么快乐啊！而
今中秋宵夜，我们携手再次登楼，面对窗外秋
雨，云雾隔着通天路，笑一笑也罢，无需再问今
宵有月无月，有红烛高照，有笔墨纸砚，有美酒
佳肴玉光杯，仍要：杯且从容。歌且从容。

不用说，苏轼、辛弃疾这两首书写“中秋”诗
词手迹肯定丢失了。

宋徽宗赵佶倒有《闰中秋月诗帖》留在人
间，这是他在人生中最精彩岁月里创作一首诗，
有诗又留下手迹，真是难得。

桂彩中秋特地圆，况当余闰魄澄鲜。因怀
胜赏初以月，免使诗人叹隔年。万象敛光增浩
荡，四溟收月助婵娟。鳞云清廓心田豫，乘兴能
无赋咏篇。

宋徽宗借中秋天际一轮圆月，想到国家之
盛，人民家居有业，社会安静美好，其心情自然
舒怀，于是借月抒怀，看似写景，实写国富强民
一派兴旺况境。

此诗，赵佶以擅长独创的“瘦金体”书写的，
其意更加非同凡响。“瘦金体”原为“瘦筋”，先出
唐人书家薛稷之手，赵佶在此基础上进行合理发
挥创造，在“瘦筋”体的基础上，将线条书写的更
加瘦劲，顿笔点画更加夸张，让字形更为整饬。

此诗书写特点是：长横例作鱼头状，中间行
笔细若如丝，收笔重顿；竖笔很少有悬针，呈右
向倒钩状，长撇起笔往往有个弯头；捺脚长布呈
纺锤形，放弃原笔画的刀状，这样显得更加舒展
飘逸，妩媚之中透露着挺拔的艺术魅力，写出了
皇家书法的庄重与肃穆的风韵。

最后说一说古人以中秋为题材画作吧！
五代时期有一幅《五代人浣月图》。整图画

面明月皎洁，有一身著半袖裙襦盛装女主，手捧
明珠，欠身欲取水涤珠。旁立侍女三人，一侍女
侍焚香，一侍女捧奁，一侍女荷琴，神情庄重静
穆。主仆仕女，个个雍容富贵，艳丽多姿，可谓
光彩照人。

且庭院高深，高植虬松，还有梧桐芭蕉，枝
叶苍郁繁茂。四周的芙蓉，蜀葵，雏菊等各种花

卉竞吐芳香，特别在盛装女主人的左边奇石上
竟然有一盤踞的蟠螭（古代传说中没有脚的
龙），看似伏身泄水，实为池中明月吸引，似乎正
在观望水中之月，有盘龙望月之吉祥。

《五代人浣月图》清晰地展现了五代中秋之
夜众女“拜月”之情景，对后人了解五代达官贵
妇置身中秋一个活生生的可读场景，当时妇人
在自家庭院是怎样“拜月”的，表现出五代时期
人民生活平静、安好的神韵。

其实无需多论，面对每年八月十五头顶天
际一轮清亮的满月，想像着人活在世上，一生总
要经历很多苦难和伤痛，总希望国泰民安，生活
安稳，让生活多一点幸福，少一点灾难，于是寄
于上天，想叫明月给人间带来岁月静好愿望，才
是主要目的。

至今，中秋节作为中国古老传统节日之一，
从远古传到今天虽然悠久，那些由远古时期人
留给我们众多的神话故事和传说中的艺术魅力
逐渐淡化之后，面对快捷的现代生活，距离不是
问题，心的隔膜和远行，才是现代人普遍存在通
病。于是，古人在中秋节所谓的祭月拜月，团圆
相聚、饮酒作诗画画的风俗风情，早已渐行渐远
了。

但也不必失望，坚守传统，更是我中华民族
最最优良传统美德之一。特别近几年在国家有
意倡导恢复中国优秀传统节日文化背景下，中
秋佳节在新时期有了新姿态，全国各家报刊和
电视网络等媒体，这一天，多以中秋作为话题的
宣传中秋来历和神话传说故事非常之多。电视
人还自觉不自觉走进民间，将民众世俗的过节
中有关赏月，放天灯，走月亮，舞火龙，或民间亲
朋之间相互赠送月饼，一家人围坐一起，吃月饼
赏月、裹粽子的习俗在电视上播放。

各地诗词书画协会，更是在当地政府支持
下，以中秋作为题材开展书画诗词大赛活动，或
举办带有中秋神韵的特色文化娱乐活动，共同
弘扬中秋这一古老的传统文化节日。

“愿得年年，常见中秋月”“惟有今宵，皓彩
皆同普”的情怀肯定越来越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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疼痛的紫陶一声声呻吟
念起那些摔打、做胚、烧制的往日
念起那双手
千百遍地抚摸，传来最初的热量
又小心翼翼送入窑火
泥巴裹着的生命
由青变红，由红变紫
终于成为一只茶杯
可以骄傲地托起时光的滋味

冬日的阳光拉长了思念
午后，一杯茶
烫伤了手指

酒

酒就是太阳
洒在各地粮食作物上的光芒
所以喝酒的时候
心里亮堂

各地的酒收藏着不同波长的光线
跟各地的人喝酒
就像走进了重阳时节
各地的农田

牛

鞭子和脾气总是无法调和
倔强的牛蹄子扎进泥土
一声不吭地翻开季节的日历
头也不回
连脚印也不留下

肩头的勒痕
已生出厚厚的老茧
有些磨难
浸透岁月的风雨之后
已成为生命的硬核
只在反刍的时候
隐隐作痛

偶尔也会一声啸叫
沉闷而悠扬
仿佛告诉村庄
阳光，雨水，因果和希望
都已经在这片土地里深藏

金银花

生与死
本是同一枝花上的两种颜色

顺序可以调换，因人而异
种花，也是种下自己的影子

落叶

落叶上的诗句很多
书写的方式也多，有墨，有泪，有风沙，铁剑

也有人把自己放在落叶上
顺着水流，逃出围困的城墙

从落下到没入泥土之间都是漂泊
每一片叶子，不同的弧线

沉入深浅不一的地层，成为泥土，或者化石
或者一枚标本，一颗羞涩的心，滋养青春的年轮

秋荷

一切美好的事物都在悄悄地进行
夏生五谷，冬藏暖阳
以及春天的雨，秋天的荷

秋荷绝对是一个美的符号
因为黛玉只喜欢这一句：留得残荷听雨声
商隐望着遥远的城市，守着秋阴，笔下生霜

悄悄地，我的身体融化在你的眼睛里
就像秋荷，经历了夏的生长
悄悄的，归于泥土

一切美好的事物都在悄悄地进行
花开无声，雪落无声
飞鸟滑过月亮，月光洒在枯萎的荷叶上

我 们 的 节 日

东岛，不是岛，是繁昌区峨山镇的一个行政
村。位于峨山镇东南部，距繁昌城区十几里地。

四十年前的一个春天，因执行一项社会调
查任务，我曾去过东岛村。骑自行车到了乡政
府，乡公安员老李接待我。我问老李此去东岛
有多远？“徒步骑车均要半个多小时”老李说。
山道弯弯，爬坡下坎，骑车不如步行。我丢下自
行车，与老李一前一后，边聊边行。那时到村里
没有“村村通”水泥路，只有一条弯弯扭扭的山
道。走在山道上，一路野藤牵衣，山花笑迎。爬
上徐岭头，向四周一望，山峦起伏，绵延数十里，
郁郁葱葱。如果光阴倒转百余年，这里定有虎
狼出没。路旁的竹林中，不时传来鸟的欢唱。
一对雌雄鸟，前呼后应，声音抑扬顿挫，煞是好
听。老李长期在山里工作，自然识得鸟音。“你
知道这公鸟母鸟在说什么？”我直摇头，说“不知
道。”他打趣地对我说：“那公鸟在说：‘公——公
背媳妇。’母鸟辟谣说：‘瞎——扯！’我笑得前仰
后合，说老李是鸟语翻译专家。”

说笑间，已到东岛村。
东岛村四面环山，村民土坯垒的茅舍依山

而立，一条穿村的小路曲曲弯弯，就像婴儿的脐
带连着外部的世界。山上茂林修竹，山涧溪水

潺潺，水库里碧波荡漾。竹林里万枝新笋如根
根利剑，直指云天。麦菜葳蕤，山花烂漫，炊烟
袅袅，鸡鸣狗吠。乡风淳朴，村人真诚好客。听
村里的老人说，解放前，许多人一生没走出这
山，他们生于斯，死于斯，连繁昌县城什么样也
不知道。此情此景，与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
并无二样。

四十年后的初夏，当我和文友坐着大巴车
再次踏上东岛村的土地时，眼前忽然一亮。留
在脑海中的原生态的东岛村随着美丽乡村建设
的进程，已经或正在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
村口有新建的停车场，停车场上整齐地停着十
几辆轿车。再走几步就是一座印有京剧脸谱的
乡村大舞台，这是村民们娱乐健身的活动场
所。有十来个村妇在音乐声中，欢快地跳着广
场舞。新修缮的“天宫第”古门楼，高数丈，气势
恢宏，十分夺人眼球，无疑是繁昌古村落的标志
性建筑之一。东岛境内古迹众多，除相传至今
的文昌阁、石板古道、李氏宗祠、一里三拱桥外，
还有笼罩着神秘色彩和美好传说的倒杉木、七
星井、茅茹桥。几十年前垒着土坯的茅房已成
记忆，新建的民居二层小洋楼，递进式依山而
筑，中间是宽敞洁净的水泥路。村里通了自来
水，开有超市，购普通生活用品无需进城。举目
东南，沪渝高速公路从村旁横贯而过，路上奔驰
的车流，让人目不暇接。

东岛村文化底蕴厚重。居民多李姓。李氏

宗族世代秉承“承祖业克勤克俭，示子孙唯耕唯
读”的传家古训，自唐至清，该村有多人考中进
士，并在朝中做官。

民居后面的山边，是一片幽静的竹林。竹
叶青翠欲滴，竹竿细细密密，清风掠过，沙沙作
响；驻足林中，凉气袭人。竹林中有嵇康、阮籍
等七人的雕塑造型。我未曾研考过七贤们聚集
的竹林与此地有何瓜葛，但可想象出七贤们当
年在清凉的竹荫下吟诗、抚琴、纵酒、放歌的场
景，是何等的自在惬意。

东岛村不算大，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大部
分村民走出山村，在城里或外省开店经商、务
工；留守的村民主要靠山林管理、竹木制品精加
工创收。村民收入逐年稳步提高，2020年底，村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6500 余元，比全市农村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473元，高出2000余元。

在美丽乡村的规划建设过程中，东岛村注
重保留山水自然风光，又着力挖掘文化内涵，注
重建设与生态、建设与文化相结合；互相促进，
相得益彰。十里东岛，绿意盈眸；万亩竹海，竹
韵悠扬。新辟的贡菊庄园、玫瑰园、数亩荷田又
为该村的自然生态锦上添花。走在荷田边，见
蜻蜓点水，看蝴蝶翻飞，微风轻拂，清香四溢。
如果说四十年前的东岛村还是个未经打扮的山
里妹子，那么，现在的东岛村就是一位集古朴与
现代于一身的靓丽姑娘。春夏秋冬，无论何时
来东岛村，东岛都是一首低吟浅唱的抒情诗，一
幅或浓或淡的水墨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