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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高气爽、一叶知秋、秋月寒江、秋收冬藏……秋，对于中国人来说，有着独特又深沉的情

结。秋是静的，少了盛夏的酷热与喧嚣，让人们那颗躁动的心能够平静下来；秋也是动的，人

们带着期盼与希望，在田野、在山间、在溪谷……将一年的辛勤耕耘收入囊中；秋是喜悦的，无

论是“秋入云山，物情潇洒。百般景物堪图画”。抑或是“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

花”。都透出了古人对秋的喜爱；秋也是悲伤的，“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一诗传

唱千年，将古人伤春悲秋的情感推到了顶峰。

秋天从立秋开始，三候依次为：“一候凉风至；二候白露降；三候寒蝉鸣。”每一候，气温都

会发生变化，每一候，古人都会有对应的庆典与活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每个秋季，古人

都很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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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先秦时，我国就已经有了秋
季赏菊的习俗，作为秋季最明艳动人
的花，菊花以满眼金灿灿的视觉冲
击，征服了古人的心，哪怕是满怀忧
国忧民之心的屈原，也不忘在《离骚》
中，用“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
之落英”“春兰兮秋菊，长无绝兮终
古”等文字，盛赞菊花之美。

到了两晋南北朝时期，陶渊明更
是爱菊如痴，那首“采菊东篱下，悠然
见南山”道出了无数人心中的诗与远
方。到唐代后，文人墨客对菊的观赏
角度更是多元化起来，在元稹眼中，
菊花有着无与伦比的美感，因此他写
下了“秋丛绕舍似陶家，遍绕篱边日
渐斜。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
无花。”至于黄巢，他眼中的菊花则是

“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
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
甲。”在这些文字中，透露出了一派豪
迈与肃杀。

与金黄色菊花相互映衬的色彩，
是来自秋季红叶的灿红，当秋季来
临，层林尽染之时，古人也喜爱徜徉
于红叶黄花之间，感受那来自大自然
的美丽。杜牧在《山行》中将这一场
景描述得淋漓尽致：“停车坐爱枫林
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成都从古至今都
是一座爱菊之城、菊盛
之城。早在汉代，成都
就有菊花种植，在蜀郡
守文翁所建的石室书
院内，就曾发掘出菊花
浮雕。宋人景焕撰《牧
竖闲谈》记载：“蜀人多
种菊，以苗可采，花可
入药，因旧悉植郊野。”
到 了 清 代 ，秋 季 的 成
都，更是被金红相间的
菊花所环绕。据民俗
专家刘孝昌介绍，那时

成都三洞桥、东郊，还有龙爪堰遍布
花农，光三洞桥周边的菊花花农就
有 20 多户。其中最有名的花农当
属《成都通览》中提到的朱懋先，此
人曾经种植过上万株菊花，品种上
千，如深紫、墨紫、金红、朱砂香菊
等，这些菊花成为后来人民公园菊
展中名贵品种的来源。

除赏花外，秋季同样是登高之
时。古代文人逢秋爱登高，登高须饮
酒，饮酒必赋诗。诗圣杜甫就曾登高
望远，写下了《登高》，其中“无边落木
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
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等诗句成
为传世经典，吟唱不休。

成都人虽然同样爱在秋日登高，
但大多数人却是在城区里完成这个
仪式的。据刘孝昌介绍，百年前成都
人登高，最主要的去处是老成都的城
墙，那里熙熙攘攘，市井美食遍布，生
活气息浓郁。市区里另一个登高点，
当属望江楼，文人聚会，颇为青睐登
高望江楼，他们在那里饮酒赋诗，雅
趣十足。

此外，成都近郊的狮子山、天回
山、凤凰山、修觉山等，秋季天晴时也
会聚满了游人，让秋季登高成为老成
都人最难忘的“狂欢日”。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也是一年
里食物种类最丰富的季节，在如此良
辰美景之下，不把秋“吃”到肚子里，
怎能对得起美食美酒的丰盛？

在中国，几乎各地都流行贴秋膘
的习俗，俗话说得好：立秋到，贴秋
膘，冬去春来身体好。至于吃什么、
怎么贴？那选择面可就太大了，让人
意外的是，最受古人欢迎的秋季食品
之一，竟然是西瓜。《帝京岁时纪胜》
载：“立秋预日，陈冰瓜，蒸茄脯，煎香
薷饮，院中露一宿，新秋日阖家食饮
之，谓秋后无余暑疟痢之疾。”《清嘉
录》中有“立秋西瓜”记载：“立秋前一
月，街坊已担卖西瓜，至是立秋日，居
人始荐于祖祢，并以之相馈贶，俗称

‘立秋西瓜’。或食瓜饮烧酒，以迎新
爽。”对于西瓜这种量大管饱、甘甜爽
口的水果，古人可谓是喜爱到了骨子
里，还给秋季吃瓜赋予了一个独特的
名号——“咬秋”，与春季吃萝卜的

“咬春”相互呼应。
但是光靠吃瓜，是很难贴上秋膘

的，因此古人主要的贴秋膘手段还是
各种大鱼大肉，古人最主要的肉类是
羊肉、猪肉以及其他动物的肉，至于
牛肉则相对少见，这是因为耕牛是重
要的农耕劳动力，不能轻易宰杀。有
意思的是，在贴秋膘的时候，一起吃
饭的人也有讲究。那就是要和比自
己胖的人一起贴，在古人看来，这样

吃饭才能迅速达到与同食者相同的
体重。不过随着时代的发展，物资的
丰富，今天的人们虽然也要贴秋膘，
但更注重营养均衡，并不过于追求大
鱼大肉了。

秋天的另一大美食，就是蟹。中
国人吃螃蟹最早的记录能追溯到《周
礼》，上面明确地记载了周天子祭祀
用的食物中就包括蟹酱。到了唐宋
时期，吃螃蟹已经成为一种风尚，各
色以蟹为主角的菜品层出不穷。成
长于四川的诗仙李白就是资深“蟹
饕”，他在螃蟹美味面前，情不自禁，
陆续写下了“摇扇对酒楼，持袂把蟹
螯”“蟹螯即金液，糟丘是蓬莱”等诗
词，盛赞螃蟹的美味。宋代另一位四
川大文豪苏东坡也不遑多让，吃螃蟹
吃到兴致来了，大笔一挥，写下了脍
炙人口的《丁公默送蝤蛑》：“溪边石
蟹小如钱，喜见轮囷赤玉盘。半壳含
黄宜点酒，两螯斫雪劝加餐。蛮珍海
错闻名久，怪雨腥风入座寒。堪笑吴
兴馋太守，一诗换得两尖团。”

从苏东坡的诗里不难看到，古人
吃美食之余也要饮酒，而秋季也同样
是畅饮美酒的季节，特别是桂花酒、
菊花酒这样的时令美酒，更受古人青
睐。一方面桂花酒、菊花酒有着令人
沉醉的花香；另一方面，酒与花的融
合，让金灿灿的琼浆玉液与金黄色的
秋天相得益彰，透着一股文风雅气。

古代的秋季，每隔三年还有一
个意义重大的事件，那就是“秋闱”。

从隋唐开始，随着科举制度的
逐渐完善与普及，朝廷取士已经不
再局限于世家豪门，而是将目标扩
大到了全天下的人才当中，这也使
得平民百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
堂”的梦想有了实现可能。

到了明清时期，科举取士制度
已经发展到了成熟阶段，基本固定
了科举考试的模式。第一考为“院
试”，通过考试的考生，可以获得“秀
才”的身份。

第二考为“乡试”，虽名中有乡，
但实际上是省级的考试，众多秀才

每三年就可以参加一次“乡试”，通
过者能够获得举人的身份。乡试的
考试日期是在农历八月的秋季，因
此也称为“秋闱”，地点在各省城的
贡院。清代成都的贡院，就位于今
天四川科技馆附近。

第三考为“会试”，这就是全国
级的考试了，于乡试的第二年举行，
考试时间是春季三月，因此也被称
为“春闱”，中试者基本上走一遍殿
试的流程后，就会获得进士或同进
士的身份，然后就能直接做官了。
而殿试的第一名，就是大家耳熟能
详的状元。

清代小说家吴敬梓所作《儒林

外史》中，“范进中举”便是与“秋闱”
有关的故事之一。在科举考试中，

“秋闱”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从《范
进中举》中我们也可以清晰地看到，
范进还是秀才时，他的岳父胡屠户
经常嘲讽他：“我自倒运，把个女儿
嫁与你这现世宝，历年以来，不知累
了我多少。”当范进中举后，胡屠户
态度立刻180度大转变：“虽然是我
女婿，如今却做了老爷，就是天上的
星宿。天上的星宿是打不得的！”

对于民间而言，举人不仅意味着
全家免税，而且还能当官，相比遥不可
及的“春闱”，反而是近在眼前的“秋
闱”更加接地气，也值得关注一些。

天时，在古代是第一等的大事，对于朝廷来
说，要顺应天时，承天之运。每逢季节变换，天
子都会携三公九卿与诸侯大夫，到四郊去迎
新。至于秋天，作为一年中最重要的收获季，更
是有着重要的地位。

从周代开始，周天子就带着文武百官到西
郊迎秋，并举行祭祀少嗥、蓐收的仪式。《礼记·
月令》记载：“立秋之日，天子亲率三公、九卿、诸
侯、大夫，以迎秋于西郊。”迎秋的祭奠非常讲
究，穿哪种规格的服饰、奏怎样的乐曲、流程是
怎样的，都有着严格的标准，以体现朝廷对天时
天运的尊重以及对民生的关注。

迎秋盛典结束后，天子回朝后还要举行盛
大的犒劳军队的仪式，而古代大规模的选兵练
兵也大多是在秋收之后展开的，这主要是因为
一方面兵者的肃杀之气与秋天调性相契合；另
一方面也是因为兵卒作为百姓家的壮劳力，也
只能在秋收之后才有充足的时间来参与军事训
练。

到了唐宋时期，迎秋已经不再是官方的“专
利”，而是逐渐从“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
家”。民间会根据当地和自身的条件，举办各种
各样的庆祝活动，比如秋忙会、秋社节等。

说到这里，不得不提成都的“十二月市”。
北宋赵抃在《成都古今集记》中明确记载了“成
都十二月市”：“正月灯市、二月花市、三月蚕市、
四月锦市、五月扇市、六月香市、七月七宝市、八
月桂市、九月药市、十月酒市、十一月梅市、十二
月桃符市。”

这当中，七月七宝市、八月桂市、九月药市
是属于秋天的专属集市。在这三个秋季集市
中，七宝市属于特例，因为我们很难从名字上看
出它到底卖的是什么？

“七宝”，本是佛家用语，指的是七
种珍宝。对于民间而言，古代珍贵
的货物，多以“七宝”命名，如七宝
娄、七宝兰干、七宝钟、七宝辇
等。关于成都“七宝市”的记
载，最早可以追溯到唐代，

《资治通鉴》记载，“唐僖宗
乾符六年（879 年）甲子，（西
川节度使崔安潜）出库钱千
五百缗，分置三市。”胡三省
注“三市”则言：“成都城中鬻
花果、蚕器于一所，号蚕市；
鬻香、药于一所，号药市；鬻器
用者号七宝市。”

正是因为民间对七宝的定
义，是泛指百货和各种奇珍异宝。
因此，后世推断成都的七宝市并非单一
品类的集市，而是囊括了日用百货、奇
珍异宝的大型综合性集市，堪称古人秋
季的“购物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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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绚烂的秋菊 刁觉民 摄

闱 学子的晋身之阶秋

秋 美食美酒贴秋膘“吃”

秋 登高赏花忙不停玩

《竹菊图》张大千

名声在外的成都人民公园菊展 刁觉民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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