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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中华民族传统节日——九九重阳节
发扬尊老爱幼中华美德精神

翻 开 9 月 份 的 挂
历 ， 我 们 清 楚 地 看
到 ， 今 年 农 历 的 九
月九是在公元10月4
日，是中华民族传统
的节日——重阳节。
马 上 就 要 到 重 阳 节
了 ， 提 起 亲 这 个 节
日，我们就会回忆起
起毛主席写过一手关
于重演阶段诗词《采
桑子  “重阳”》：

人生易老天难老
岁岁重阳又重阳
战地黄花分外香
一年一度秋风劲
不似春光
胜似春光
寥廊江天万里霜
这首词通过度重

阳 ， 咏 菊 花 ， 赞 秋
色，抒发了诗人的人
生感悟和革命豪情，
独具神韵，极富旷古
绝伦的艺术魅力。毛
泽东主席以特有的胸
怀 、 气 魄 和 艺 术 眼
光，谱写了一曲革命
人生的壮美颂歌。

1 9 2 9 年 1 月 ， 毛
泽东、朱德率红四军
主 力 离 开 井 冈 山 ，
转战赣南、闽西。他

身患疾病，在闽西一
边养病，一边开展地
方工作。10月，毛泽
东带病坐着担架赶到
刚解放不久的上杭，
住在汀江岸边的临江
楼。第二天，适逢重
阳节，毛泽东倚楼远
眺，诗兴油然而生，
吟成这首《采桑子•
重阳》。

《 采 桑 子 • 重
阳》是毛泽东身处逆
境时写的感怀之作。
大病初愈的毛泽东心

情复杂、百感交
集。起句“人生易老
天 难 老 ” ， 人 生 短
暂，而自然界的发展
变化则比较缓慢，好
像不容易衰老。 1964
年1月，毛泽东解释
说：“与人间比，天
是不老的。其实天也
有 发 生 、 发 展 、 衰
亡。我们不能等待时
间 ， 要 有 “ 日 争 朝
夕”的精神面对一切
挑战！ 

每 年 都 有 重 阳
节。古人认为，重阳
是一个值得庆贺的吉
祥日子，有饮宴祈寿

之俗。“岁岁重阳，
今又重阳”，既是“
天难老”的特点，也
是“人生易老”的证
明 。 每 年 都 有 重 阳
节，景色依旧，而人
的年龄却不断增加，
特别容易使人感慨人
生 短 暂 。 面 对 重 阳
节，想到人生短暂，
悲观叹息而生，对前
途觉得渺渺茫茫，很
是苦恼；但是，毛主
席一生具有强烈的意
志 ， 不 论 环 境 多 恶
劣，都要面对，都要
去克服，因此战斗的
意志就上来了，这是
多么好爽的意志啊！

我们重吟毛主席
这首诗词，也想起做
人的道理。中华民族
的优良传统就是“尊
老爱幼”。中国经典
诗词《大学》有这么
一句话：“为人子，
止于孝；为人父，止
于慈”。

“孝”——德之
始也

“悌”——德之
序也

“信”——德之

厚也
“忠”——德之

正也  
中华民族在道德

言 行 中 ， 最 讲 究 的
是 “ 孝 ” ， 儿 子 对
父母的孝是人人身上
的敏感。有一首诗词
大家很熟悉的。“慈
母手中线，游子身上
衣，临行密密缝，意
恐迟迟归，谁言寸草
心，报得三春晖。”
所以古人是多么孝敬
父母呀！

我们不但要孝敬
父 母 ， 也 要 孝 敬 老
人 。 在 复 杂 的 社 会
里 ， 人 际 关 系 很 重
要，有的人口口声声
说要孝敬老人，而实
际行动中，就看不起
老人，把老人当作眼
中钉，处处为难，甚
至狠狠打击，把老人
当废物来虐待，这是
很不公平的，很不孝
顺的。我们要反对这
种 不 关 心 老 人 的 行
为，要深刻反省敬老

爱幼的行为。羊有跪
乳之恩，鸦有反哺之
义。因此，父母养育
我 们 ， 我 们 就 要 报
恩 。 要 问 如 何 把 亲
孝 ， 孝 亲 不 止 在 吃
穿 ， 孝 亲 不 教 亲 生
气 ， 爱 亲 敬 亲 孝 乃
全。

在这迎接“重阳
节”的时候，我们要
发 扬 敬 老 爱 幼 的 精
神，让天下父母心得
到安慰。俗话说，“
树老根须多，人老见
识多”，因此，老有
所终，壮有所用，幼
有所长。我们作为下
一代子孙，就要以行
动 来 兑 现 自 己 的 承
诺。

能不能让养育之
恩的父母感到幸福，
感到快乐，就要看我
们幼辈们能拿出实际
的行动，为上代老人
安享晚年，这是中华
传统美德的体现。

沈伟真   2022年
9月25日于雅加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