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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雄浑的中秋诗词

———《望月怀远》 唐·张九龄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
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
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

点评：张九龄是唐代的一代名相，

遭受奸臣排斥，贬谪
荆州，中秋之夜怀念远
方，写了这首诗。诗歌意境
雄浑阔大，骨力刚健，但又情感
真挚，特别是前两句早已成为千古
名句。

最寂寥的中秋诗词
———《十五夜望月》 唐·王建

中庭地白树栖鸦，
冷露无声湿桂花。
今夜月明人尽望，
不知秋思落谁家。

点评：这首诗先写中秋月色，再写
望月怀人，展现了一幅寂寥、冷清、沉静
的中秋之夜的图画。以写景起，以抒情
结，想象丰美，韵味无穷。

最有边塞味的中秋诗词
———《子夜吴歌·秋歌》 唐·李白

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
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
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

点评：《子夜吴歌》分别有春歌、夏
歌、秋歌和冬歌四首。这首秋歌，写征夫
之妻秋夜怀思远征边陲的丈夫(“良人”)。

虽未直写爱情，却字字渗透着真挚情
意。李白描写月亮的作品非常多：“小时
不识月，呼作白玉盘”、“举杯邀明月，对
影成三人”、“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
间”、“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今人
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等等，当
然大部分不是写中秋的。

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
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
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
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

点评：明明是诗人自己在长安，

望月而遥想鄜 ( fū )州 (今陕西省富
县 ) 的 亲 人 。但 诗 歌 却 从 对 方 立 场
着笔，只写妻子“独看”鄜州之月而

“ 忆 长 安 ”。这 种 从 对 方 设 想 的 方
式 ，写 出 了 一 家 人 的 真 挚 感 情 ，经
常被后人借鉴。

最清冷的中秋诗词
———《八月十五日夜湓亭望月》 唐·白居易

昔年八月十五夜，曲江池畔杏园边。
今年八月十五夜，湓浦沙头水馆前。
西北望乡何处是，东南见月几回圆。
昨风一吹无人会，今夜清光似往年。

点评：月亮还是昔日的月亮，地方却
不是往年那个地方，自然，身边的人也不
再是往年的人。被贬湓浦(pénpǔ，今江
西九江)，物是人非，故乡不见，孤苦伶
仃。诗歌清冷至极，悲苦无形。

最感伤的中秋诗词
———《中秋月》 宋·苏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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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评：作者苏轼与其胞弟苏辙(字子

由)久别重逢，共赏中秋之月。如此赏心
乐事，却让作者想到了聚后不久又得分
手的哀伤与感慨。诗歌境界高远，语言
清丽，意味深长。

最著名的中秋诗词
———《水调歌头》 宋·苏轼

(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
篇，兼怀子由)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
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
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
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
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
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婵娟。

点评：这是苏轼的代表作之一，也
是自古以来写中秋的作品中，公认
的绝唱。它构思奇拔，独辟

蹊径，神话与现实、
出尘与入世、感慨
与旷达，层层交织，
极富浪漫主义色
彩，也极富哲理与
人情。通观全篇，
皆是佳句，很好地
体 现 出 了 苏 词
清雄旷达的
风格。

咏月

在古代，诗人们在中秋节这
样的日子，必然要吟诗作赋。如果
那时有朋友圈，会怎么玩？

古代诗人玩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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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月

各地中秋节的习俗

中国地缘广大，人口众多，风俗各异，中秋节的
过法也是多种多样，并带有浓厚的地方特色。

广东潮汕吃芋头

广东潮汕各地有中秋拜月的习俗。晚上，皓月初
升，妇女们便在院子里、阳台上设案当空祷拜。当地
还有中秋吃芋头的习惯，因为民间有一则流传广泛
的传说：1279 年，蒙古贵族灭了南宋，建立元朝，对
汉人进行了残酷的统治。马发据守潮州抗元，城破
后，百姓惨遭屠杀。为了不忘胡人统治之苦，后人就
取芋头与“胡头”谐音，且形似人头，以此来祭奠祖
先，历代相传，至今犹存。

江南爱吃桂花鸭

中秋节，江南一带的民间在习俗也是多种多样。
南京人中秋必吃金陵名菜桂花鸭。“桂花鸭”于桂子
飘香之时应市，肥而不腻，味美可口。酒后必食一小
糖芋头，浇以桂浆，美不待言。“桂浆”，取名自屈原

《楚辞·少司命》“援北方闭兮酌桂浆”。桂浆，又名糖
桂花，中秋前后采摘，用糖及酸梅腌制而成。南京人
合家赏月称“庆团圆”，团坐聚饮叫“圆月”，出游街市
称“走月”。

明初南京有望月楼、玩月桥，清代狮子山下筑朝
月楼，皆供人赏月，而以游玩月桥者为最。人们在明
月高悬时，结伴同登望月楼、游玩月桥。“玩月桥”在
夫子庙秦淮河南，桥旁为名妓马湘兰宅第，这夜，士
子聚集桥头笙箫弹唱，追忆牛渚玩月，对月赋诗，故
称此桥为玩月桥。

北方祭祖守夜请女婿

在北方，山东省庆云县农家在八月十五祭土谷
神，称为“青苗社”。诸城、临沂和即墨等地除了祭月
外，也得上坟祭祖。冠县、莱阳、广饶及邮城等地的地
主也在中秋节宴请佃户。即墨中秋节吃一种应节食
品叫“麦箭”。山西省潞安则在中秋节宴请女婿。大同
县则把月饼称为团圆饼，在中秋夜有守夜之俗。

河北省万全县称中秋为“小元旦”，月光纸上绘
有太阴星君及关帝夜阅春秋像。河间县人认
为中秋雨为苦雨，若中秋节下雨，当地人则
认为青菜必定味道不佳。

一些地方还形成了很多特殊的中
秋习俗。除了赏月、祭月、吃月饼外，还
有香港的舞火龙、安徽的堆宝塔、广州
的竖中秋、晋江的烧塔仔、苏州石湖看
串月、傣族的拜月、苗族的跳月、侗族
的偷月亮菜、高山族的托球舞等。

据新浪网

渊源：古代帝王春秋二祭
从时令 上

说，中种是“秋收
节”，春播夏种的
谷物到了秋天就
该收获了，自古
以来，人们便在
这个季节饮酒舞

蹈，喜气洋洋地庆祝丰收，这
在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

就有描绘。从渊源上说，中秋又是“祭月
节”，它源于远古人类对自然的崇拜。古
代帝王的礼制中有春秋二祭：春祭日，
秋祭月。最初祭月的日子在“秋分”这一

天，“秋分”虽在八月但每年日子不尽相
同，而且当天未必一定有月亮。祭月无月
会大煞风景，所以逐渐约定俗成，将祭月
的日子固定在八月十五日。

据科学观察，秋季地球与太阳的倾
斜度加大，华夏大地上空的暖湿空气逐
渐消退，而此时，西北风还很微弱，虽湿
气已去，但沙尘未起，空气即显得格外
清新，天空特别洁净，月亮看上去既圆
又大，是赏月的最佳时节。恰如古诗所
云：“光辉皎洁，古今但赏中秋月，寻思
岂是月华别?都为人间天上气清澈。”

据中国网

民间赏月始于魏晋

民间中秋赏月活动始于魏晋，盛于唐
宋。据宋朱翌《曲消旧闻》说：“中秋玩月，
不知起于何时?考古人赋诗，则始于杜子
美。”浏览唐诗，中秋赏月诗确有多篇，如
有诗云：“月似圆盛色渐凝，玉盆盛水欲侵
棱。夜深尽放家人睡，直到天明不炷灯。”

宋代，民间中秋赏月之风更加兴
盛。据《东京梦华录》对北宋京都赏月盛
况有这样的描写：“中秋夕，贵家结饰台
榭，民家争占酒楼，玩月笙歌，远闻千
里，嬉我连坐至晓。”《新编醉翁谈录》记
载：“倾城人家子女不以贫富能自行至

十二三，皆以成人之服服饰之，登楼或于
中庭拜月，各有所期：男则愿早步蟾宫，
高攀仙桂；女则愿貌似嫦娥，圆如皓月。”

明清以后，每逢中秋，一轮圆月东
升时，人们便在庭院、楼台，摆出月饼、
柚子、石榴、芋头、核桃、花生、西爪等果
品，边赏月，边畅谈，直到皓月当空，再
分食供月果品，其乐融融。在我国的少
数民族地区，中秋这一天，还举行别具
特色的“拜月”、“闹月”、“行月”、“跳
月”、“偷月”等丰富多彩的活动。

据《幸福家庭》

民间习俗：拜月神
民间有俗语说“男不拜月，女不祭

灶”，就是说男子不拜月神，女子不拜灶
王爷。拜月之时要用菊毯，以合时令。

拜月神，可以拜嫦娥，拜太阴星主
（太阴星即月亮），也可拜唐明皇。之所
以拜唐明皇，还源于唐明皇游月宫的传
说。拜月，要设上大香案，摆上各种供
品，在有月亮的方向安放月神，向月亮
祭拜。供月的食品中，月饼是绝对不能
少的。祭月的各种时令果品中，有板栗、
葡萄、西瓜、石榴等，西瓜还要切成莲花
状或雕成牛形，取“犀牛望月”之意。有
传说道：犀牛原来是天上的一位神将，
受玉皇大帝的指派，向下界传达起居规
范，要求人们“一日一餐三打扮”。意思
是少食多劳，注重礼仪。而犀牛到花花
世界后被扰乱了心神，将玉皇大帝的旨

意传达成“一日三餐一打扮”，教人们多
食少劳，把天帝的意思全弄反了。天帝
大怒，将它罚下天界。但由于它思念天
宫生活，一到晚上就抬头望月，故此，人
们称之为“犀牛望月”。

另外，拜月要烧斗香，一斗香往往
可燃烧一夜；将月饼摆成塔状叫做“竖
中秋”，和天上明月争辉；祭拜月神，要
燃红烛、烧月光纸。

纸钱在烧之前是要经过“打钱”这
一环节的，就是用木槌和铁制的钱模，
把钱的形状打在纸上，古人认为只有这
样，纸钱才能在阴司流通。清《燕京岁时
记·月饼》：“纸小者三寸，大者丈，致工
者金碧缤纷。家设月光位于月所出方，
向月供而拜，则焚月光纸，撤所供，散家
之人必遍。” 据光明网

雅会香席：玩斗香

唐宋时期由上流社会文人雅士之
间开始流传‘斗香’，北宋陶谷所著《清
异录·熏燎·斗香》及明代周嘉冑《香
乘》的记载里可窥其一斑，不过更具体
的关于古人如何斗香的记录并不详尽，
与斗茶一样，大抵是古人的一种竞赛，
而这种竞赛由初始的香料品质优劣的

比拼发展为和香技艺竞赛，
最终融合成了雅会香席的
精神交流。

中秋之夜，文人们
酌酒、赏月、拜月，对

月焚香，月光
应 着 香 光 ，

思 绪 无
垠 ，香

气也无限，三巡香品过之后为香赋文吟
诗。月下斗香，以月为斗香主题，或借香
气咏月赞月，或抒发香者节日心情，因
景、因情而和香，应景应心者得胜，虽有
胜负却不为争，虽说为“斗”实则是

“展”，借一束月光，各展才情，斗香者，
斗香艺高下，斗文思才情，斗琴香韵合，
斗墨书连香，斗画意融香……

而《红楼梦》里写的另一种中秋祭
拜香“斗香”则与上文写到的文人雅士
的“斗香”截然不同，《红楼梦》里写的斗
香是一种由许多线香捆绑成的宝塔状
大型组合香品，放置于地上燃烧。

现在的苏北等地中秋祭拜依旧保
留这种香品，斗香上装饰有彩色刻纸，
内容丰富，有戏文、历史故事、民间传
说、花卉、吉祥图案。据说唐宋时期已
有这种斗香并使用于寺庙，中秋节的
用香规模之隆重几乎与春节一样，可

见中秋之香，在民间祈福风俗里占据了
重要角色。

据《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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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禹锡、元稹、白行简、
李商隐、小蛮、樊素的朋友圈

刘禹锡：“沉舟侧畔千帆
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哥哥，要
振作！要知道，在后世，你可是
与我并称“刘白”的奇男子哟！

白居易回复刘禹锡：梦得
兄，就知道你懂我，真是“同年同
病同心事，除却苏州更是谁”啊。

元稹：好哥们儿，一辈子。
白居易回复元稹：昨日夜

半三更，我又梦见你了。
元稹回复白居易：微之啊

微之，“我今因病魂颠倒，惟梦
闲人不梦君”。

白行简：哥哥，我写了一个
小说《三梦记》，献给你。

李白：诗写得一般。不如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的
直白，不如“举杯邀明月，对影
成三人”的飘逸，不如“今人不
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的
亘古通今。

杜甫回复李白：李大哥！你
怎么会出现在这里！我想你想
得好苦啊，改天有空一起喝酒。

李白回复杜甫：你写的“露
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颇有
我的风采。小弟加油哦。

杜甫回复李白：(痛哭 )好
的！好的！

李商隐：前面两位怎么穿
越了！白兄的遭遇我也感同身
受啊，只可惜党争太烈啊，真是

“青女素娥俱耐冷，月中霜里斗
婵娟。”

杜牧回复李商隐：“三声欲
断疑肠断，饶是少年须白头。”
改天我带你去扬州耍耍。

据《成都商报》

最亲情的中秋诗词
———《月夜》(唐·杜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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