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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阳糕漫笔 仲秋延安行

情趣·健康桥

摘柿子

重阳佳节，我国民间的风俗
活动丰富多彩，除登高野宴，遍插
茱萸，品赏菊花外，吃重阳糕更是
该节日的重头戏。自古以来，重
阳糕深受人们青睐，文人墨客多
述之画之。

我收藏了清代记录杭州、嘉
兴、湖州地区民俗风情的画册《太
平欢乐图》，其中有“卖重阳糕”画
图。图中一老叟双手托着木盘，
木盘中整齐地排放着一块块重阳
糕。老叟边走边吆喝卖重阳糕。
该图右侧有段文字：“案浙江重九
之日，市人作粉糕，饤以栗，名重
阳糕，又名栗糕……九日食糕，在
唐时此风已盛，岁时记曰：九日以
片糕搭小儿头上，曰：‘百事皆
高’。”“饤”，乃堆叠果品之意，文中

“饤以栗”乃指在粉糕面上堆缀栗
子，由此知当时浙江一带重阳糕又
称栗糕之由来。

我收藏的晚清上海《图画日
报》第六十八号第八页，也有一幅
诗配画《卖重阳糕》。该画面内容
是：清末某年重阳节清早的上海街
头，制作售卖重阳糕的摊头开张，
一只大炉，旺火蒸着大铁锅里的木
桶，热气腾腾的重阳糕上缀着红红
绿绿的蜜饯。炉子两旁各摆一张
方桌，重阳糕陈列桌上，糕上插着
五颜六色的小纸旗。摊前一男一
女市民正在购买重阳糕。

关于重阳糕上插纸彩旗（又称
“花糕旗”），宋代已有之。度其原
意，因一般市民重阳登高或采戴茱
萸多有不便，故以食糕代登高
（糕），以插纸旗替插茱萸，借谐音
虚应故事，其意仍在重阳节避灾
疫。我父生前曾给我讲过，重阳糕
上插小纸旗，乃显示重阳糕摊主精

明的经营之道：这五彩缤纷的小纸
旗可吸引过路客，远远望去，这些
小旗飘飘便是重阳糕绝佳的招
幌。顺便说一下，旧时上海（包括
苏锡常地区）还有一种最为讲究的
重阳糕，此糕呈九层宝塔型，糕塔
顶上除了插有一面小彩纸旗外，还
置有两只用糯米粉塑成的小羊，寓
意九九重阳（羊）。此重阳糕特别
醒目，可令路人驻足，也不失为别
出心裁的重阳糕实物广告。

我国古典文学名著中，时而可
见重阳糕的文字描述和画图。此
类文图中的重阳糕因时代、地域不
同，其用料、制法、形态存异而各有
特色。今不妨查踪一下《红楼梦》
《金瓶梅》《水浒传》这三部古典小
说中重阳糕的真面目。

《红楼梦》第三十七回中，贾
宝玉托宋妈妈送给史湘云两盒用
小摄盒子装的食品，其中一盒里，
就是用玛瑙碟子盛着的桂花糖蒸
新栗粉糕。据考，南宋《武林旧
事》中就收录此糕，谓之“重阳
糕”。清代著名美食文人袁枚在
其《随园食单》文中亦载：“煮栗极
烂，以纯糯米粉加糖为糕，蒸之，
加上瓜仁、松子，此重阳小食也。”
此糕与上述《红楼梦》中的桂花糖
蒸新栗粉糕极为类似。袁枚尤强
调此糕乃“重阳小食”，即重阳糕
也。《红楼梦》此回中又提及，贾宝
玉这次给史湘云送桂花糖蒸新栗
粉糕的日期，乃在农历八月二十
日以后（文中称贾政八月二十日
外出，而贾宝玉送此糕则是待其
父外出后的事），此时已临近重阳
节了。《红楼梦》贾府乃贵族豪门，
其府中各种岁时节令食品，都是
赶在岁时节令前就早早操办，原

由之一为尝新。由此推断，贾宝
玉送给史湘云的桂花糖蒸新栗粉
糕，想必是贾府重阳节令食品重
阳糕。

古典小说《金瓶梅》第六十一
回中，描述了西门庆家的重阳
宴。该宴席“先拿了两大盘玫瑰
果馅蒸糕，蘸着白砂糖，众人乘热
抢着吃一顿”。早在宋代，重阳节
已经盛行吃重阳糕，重阳糕更是
重阳宴上不可缺的首食之品。

古典小说《水浒传》第七十一
回中，作者施耐庵有段重阳节忠
义堂办“菊花之会”的描写：“重阳
节近，宋江便叫宋清安排大筵席
……至日……忠义堂上遍插菊
花，各依次坐，分头把盏。”此段文
字虽未见重阳糕记述。然而你可
曾留意，《水浒传》该回中，配有一
幅描绘此次重阳“菊花之会”的插
图。此插图源自明代杨定见序本
《水浒全传插图》。该图中“菊花之
会”场景与《水浒传》文中描述吻
合。提请注意，图中三筵席桌上各
置一长方盘子，盘中有序排列着一
块块小糕，每块小糕面上星星点
点，想必是枣、栗、松子、瓜子仁等
糕面点缀食物。此块块小糕无疑
是花糕，即重阳糕也。

《水浒传》讲的是宋代发生于
山东的故事。据考，宋代山东民间
重阳节吃重阳糕风俗颇为盛行。
当时山东的重阳糕以面蒸制，重
阳糕有双层夹枣栗之类果肉，也
有枣栗等果肉缀于糕面的单层
糕。从该插图画面察之，该次梁
山忠义堂重阳“菊花之会”上的重
阳糕，极似单层糕。

重阳糕，又飘香。今漫笔谈
之，与诸君共赏。

不知是一股什么样难以磨灭精神力
量的驱使，每次踏上革命圣地延安的土
地，心中总是波涛汹涌般的激动。

仲秋，又一次到此，昔日的黄土地，如
今的小江南，看不够的巍巍宝塔山。延
安，它在中国革命史上早已彪炳史册，13
年的峥嵘岁月，中国共产党由弱到强，由
低谷走向高潮，实现了历史性的转折，巍
巍宝塔山，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从胜利走向
胜利的光辉历史，映射出中国共产党人的
初心和使命。

边行边思，中国共产党能立足根植于
延安这片土地，离不开忠厚朴实的延安人
民。

这是一个收获的季节，仰望天空，白
云在蓝天的映衬下，像一朵朵绽放的山丹
丹花，满山遍野绿色的作物越发显得挺拔
和璀璨。那高耸的玉米秆，宽大青翠的叶
壳随风摇曳，包裹着丰硕的玉米棒，顶端
细细浅黄的苞谷须，似金丝缕缕，阳光下
婆娑生姿，多彩悦目。那布列整齐的橙黄
玉米粒，有的像多情的少女，在宛如蝉羽
的苞叶里静静含羞，低眉不语；有的像急
不可耐的顽童，勇敢地掀开遮在身上的薄
衣，探出头来，展示自身的力量美。边走
边看，竟被这植物的神奇吸引住了。

玉米地一侧，见一陕北老汉，用两张
长凳支起了一块纹理斑驳的平整木板，板
上整齐地堆放着刚刚煮好、带着叶壳的玉
米棒；临近中秋，木板的一侧还堆放着刚
烘烤出的土月饼（老人自己讲的，2元一
个）。老汉见我们走近，也不吆喝，老成地
对着我们笑笑，那热腾腾的软糯清甜，沁
人心脾；那土月饼是从专用的花板模具中
打出来的，花纹洋溢着喜气和瑞祥，烘烤
时深浅不一泛着金黄色的颜色令人馋
涎。开吃了，虔诚地捧起一块，躬身咬了
一口，馅居然是黑芝麻的，顿时，开了口土
月饼的芝麻香，加上烘烤的面粉香一个劲
地直迫感官，众人边吃边直呼：土月饼值、
香。手上还剩下似月牙状的半块土月饼，
索性将其托起仰头直接塞入口中，习惯性
地将手对着自己的嘴唇拍上两下，恐浪费
了一丝香甜的饼屑。

上车了，车厢里充满笑声，不含任何
添加剂的土月饼所散发出的香味，弥漫在
车厢里，久久没能散去。

农历八月底，延安已经到了枣子采摘
的尾声。走在路边，高高的枣树顶上还能
看到一些挂果，餐桌上常常会看到它们肉
质饱满、滋味浓郁的样子。延安遍植枣
树，名闻遐迩。枣园，现址已经成为一处
重要的革命旧址。此次，我们一行住鑫鑫
家园安置小区旁的泽鑫大酒店，紧挨酒店
设有一家本地土特产商店，步入此店，男
女店员（可能是老板，当地人）整天笑容可
掬，我们用刚从导游那学来当地的几句称
呼与他（她）们交流甚欢。店堂中央两侧
齐腰高的货柜上，堆满了红枣，个个颗粒
饱满，个头硕大（据讲狗头枣最为出名，为
大家所推崇），我凝视了一下，女店员即走
过来作介绍，诚实的眸子和举手投足间的
朴素，一看就透露出当地人的纯朴和诚
信。她说，这货柜上的枣子都是经过店里
精心挑选过的，没有半句夸张宣传的矫揉
造作，优良的品质明明白白就在眼前，而
且价格公道，我随手拿了两袋。

环顾小店四周，立式货柜上延安的农
副特产可谓丰富多彩，小米、粉条、油糕、
洋芋、核桃、荞面，这些从黄土地上生长出
来的丰富食材，滋养了延安人民。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延安之行，我看
到了延安人的辛勤劳作、诚实淳朴，听到
了延安人充满张力、充满诗意，特殊而又
优美的铿锵心音。

期盼已久的秋天终于来临，
我们一家回到了久别的老家。下
午，爷爷提议，要不要一起去摘柿
子呀？当然！我与表妹都高兴极
了！

十月的乡村，秋风习习，景色
怡人。我们走在田边的小路上，
路边美景便映入眼帘。草丛里盛
开着一朵朵野菊花，有黄色，有粉
色，有白色，像是许多彩色的小精

灵，风儿吹过，彩色的小精灵乐得
手舞足蹈，远看就像是一条条彩
色的纽带随风摆动，美极了。田
野中的稻穗粒粒饱满，笑弯了腰，
在秋风中翩翩起舞。

乡下的柿子进入成熟季节
了。一个个又大又圆，沉甸甸的，
挂满枝头，像一盏盏精致的小灯
笼，点缀着乡村秋景，仿佛笑眯眯
地冲我们笑着说：“想吃又甜又软

的大柿子吗？那就快来摘我们
吧！”馋得我“口水流下三千尺，疑
是银河落九天”！

突然，我发现一个又大又圆
的柿子，金灿灿的。我伸手向上，
没够着；又在原地跳起，刚刚能沾
上一点边；我这回又跑出了几米，
像打篮球中的三步上篮一样伸手
向上抓，嘿！够着了！可是这柿
子滑溜溜的，刚碰到手就滑脱
了。这下我可生气了，心想：你这
个小小柿子也敢戏弄我，今天非
摘到你不可！我气急败坏，又朝
那调皮柿子的方向纵身一跳。“我
摘到了！我摘到了！”我兴奋地喊
叫着，因为，柿子终于束手就擒。

之后，我又和表妹合力摘了
七八个又大又圆的柿子。回到家
中，把红红的柿子洗得干干净净，
一家人一起开心地吃起柿子来。
刚摘下的柿子，味道又涩又甜，果
肉在舌间颇有一番独特的风味，
别提多开心。

这是第一次摘柿子，让我尝
到了丰收的喜悦和胜利的甜头。
老家柿子的味道，永远流淌在我
的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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