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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月饼必须切开吃

切月饼的人须算好全家共有多少人，
在家的，在外地的，都要算在一起，不能切
多也不能切少，大小要一样。

齐：月亮拯救一位丑女

相传古代齐国丑女无盐，幼年时曾虔
诚拜月，长大后，以超群品德入宫，但未被
宠幸。某年八月十五赏月，天子在月光下
见到她，觉得她美丽出众，后立她为皇
后，中秋拜月由此而来。故少女拜月，愿

“貌似嫦娥，面如皓月”。

汉：不观潮不时尚

在古代，中秋除了赏月、吃月饼
外，观潮可谓是又一中秋盛事。中秋
观潮的风俗由来已久，早在汉代枚乘
的《七发》赋中就有了相当详尽的记
述。汉以后，中秋观潮之风更盛。此
后的文人墨客常常八月十五相约同
去观潮，任诗意激荡，心胸澎湃。

唐：流行女性“拜月”

在唐代，八月十五这天，最为活
跃的是女性，后来广为流行的“女子
拜月”，便是唐代女性中秋之夜最爱
做的事情。“大历十才子”之一李端的

《拜新月》一诗，所描写的便是唐代女
性拜月的情形———“开帘见新月，便即
下阶拜。细语人不闻，北风吹裙带。”女
孩子们通过祭拜月亮上的神仙嫦娥，祈
求仙子赐予自己美貌、爱情及家庭幸福。

宋：有了“团圆”内涵

在宋代文豪苏轼手中中秋是大醉而作
的《水调歌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
娟。”宋代，“中秋节”的概念已形成，而且深
入民间。宋代除继承了唐代女性中秋拜月
的风俗外，还有更潇洒的活动“玩月”。当时
的皇家还会举办“中秋晚会”，附近居民半
夜都能听到从后宫传出的音乐声。民间也
不会早早休息，连小孩都不肯睡，“闾里儿
童，连宵嬉戏。夜市骈阗，至于通晓。”

据《中国民俗研究》

《拜新月》
开帘见新月，
便即下阶拜。
细语人不闻，

北风吹裙带。
《幼女词》
幼女才六岁，
未知巧与拙。
向夜在堂前，
学人拜新月。
“大历十才子”之

一李端的《拜新月》一
诗，所描写的是唐代女
性拜月的情形。在古人
看来，中秋节与七月十

五的中元节、正月十五
的上元节一样，都是女
性节日。古人认为万物
有灵，月亮上也有一位

神仙——— 代表女性
的太阴之神，与代表
男性的“太阳神”相
对应。“嫦娥奔月”的
神话诞生后，作为月

神的月亮更被拟人化，
嫦娥成了月亮女神的
化身。嫦娥是女性的福
音，能赐予女性美貌、
爱情与家庭幸福，自
然要祭拜她。

宋代的中秋夜是
不眠之夜，夜市通宵
营业，玩月游人，达旦
不绝。南宋时期，玩月
热 闹 得 更 近 乎 疯
狂。吴自牧笔下曾
详细记述了临安的
中秋之夜：

“此际金风荐
爽，玉露生凉，丹桂香
飘，银蟾光满，王孙公
子，富家巨室，莫不登

危楼，临轩玩月，或开
广榭，玳筵罗列，琴瑟
铿锵，酌酒高歌，以卜
竟夕之欢。至如铺席之

家，亦登小小月台，
安排家宴，团子女，
以酬佳节。虽陋巷
贫窭之人，解衣市
酒，勉强迎欢，不肯

虚度。此夜天街卖买，
直到五鼓，玩月游人，
婆娑于市，至晚不绝。”

中秋节之夜还有
一大特色赏月活动叫

“走月”。皎洁的月光
下，人们衣着华美，三
五结伴，或游街市，或
乏舟秦淮河，或登
楼观赏月华，谈笑
风生。明代南京建

有望月楼、玩月
桥，清代狮子

山下有朝月
楼，都是游

人“ 走
月 ”
时

的赏月胜地；而解放后
建的莫愁湖公园之抱
月楼，则成了市民赏月
的新景点。旧时南京人

“走月”还有一种特殊
的祈盼之举：凡没生
儿子的已婚妇女，要
去游夫子庙，随后再
跨过一座桥，相传即
可有“梦熊之喜”（意
生男孩）。中华门外

窑湾街的上码头有座
“涧子桥”，中秋之夜，
尚未生育的家庭男主
人则来此往桥下摔瓦
罐，据说能使妻子怀

孕。久而久之，这座
桥也讹称“见

子桥”。

在古代，浙江一
带除中秋赏月外，观
潮可谓是又一中秋盛
事。汉以后，中秋观潮
之风更盛。南宋文
学家周密写过一
本 叫 做《 武 林 旧
事》，这里的武林
指的却不是江湖，
而是旧时杭州的
别称，因武林山而得
名，就是现在灵隐寺
的所在地。《武林旧
事》里记载了南宋临
安的山水名胜、人文
古迹等，其中最为我
们熟悉的一篇文章就

是《观潮》：浙江之潮，
天下之伟观也。自既
望以至十八日为最
盛。方其远处海门，仅
如银线；既而渐近，
则玉城雪岭际天而
来。《梦梁录》中也有
观潮记载：每岁八月
内，潮怒胜于常时，
都人自十一日起，便

有观者；至十六、十八
日倾城而出，车马纷纷。
十八日最为繁盛，二十
日则稍稀矣。两书所记
述的观潮盛况，说明
在宋代中秋观潮之事
达到了巅峰。

关于兔爷的记载
最早出现在明末，是
用来祭月的。明人纪
坤的《花王阁剩稿》写
道：“京中秋节多以泥
抟兔形，衣冠踞坐
如人状，儿女祀而
拜之。”但由于“男
不祭月，女不祭灶”
的风俗，小孩子经
常在傍边模仿母亲
祭祀的样子，兔爷就
慢慢交给小孩子祭祀
了，再后来就演变成
儿童玩具，并产生了
好多能活动的形象。

兔爷也是北京老
传统玩具，作家老舍

在《四世同堂》中这样
描写：“脸蛋上没有胭
脂，而只在小三瓣嘴
上画了一条细线，红
的，上了油；两个细长
白耳朵上淡淡地描
着点浅红；这样，小
兔的脸上就带出一
种英俊的样子，倒
好像是兔儿中的黄
天霸似的。它的上
身穿着朱红的袍，

从腰以下是翠绿的叶
与粉红的花，每一个
叶折与花瓣都精心地
染上鲜明而匀调的彩
色，使绿叶红花都闪
闪欲动。”

民间说法是始于
唐初。大将军李靖征讨
匈奴得胜,八月十五凯
旋而归。当时有位经
商的吐蕃人向唐朝
皇帝献饼祝捷。唐
高祖李渊（一说唐
太宗李世民）心情
大好，对着月亮脱
口而出：“应将胡饼
邀蟾蜍”。胡饼是圆
形，代表圆满；蟾蜍
则指月亮。李渊将胡
饼分食群臣，此后就
有了中秋吃胡饼之
俗。到李隆基当皇帝
时，杨贵妃将胡饼易名
为“月饼”。

这种说法显然不
靠谱，唐代连真正意义
上的“中秋节”都没有，
何来月饼？但唐代在八
月十五有“吃饼”习惯
是可能的。日本僧人圆
仁《入唐求法巡礼行

记》中曾记述，八月十
五这天，“寺家设閪饨、
饼食等”。

另有学者引《洛
中见闻》称，唐僖宗
李儇曾在八月十五
赐“饼”给在曲江宴
饮的新科进士。但
所赐之饼是不是月
饼？尚不好说。

南宋吴自牧的
《梦梁录》“荤素从食
店”条、同时代的周密

《武林旧事》“蒸作从
食”条，均出现“月饼”
一词，但也只提到了
名称，没有说明其寓
意。以此观之，月饼似
乎并不是八月十五才
吃的专用节日食品，
乃“四时皆有”的日常
食品——— 只不过在中
秋节这天食用，意义
非同寻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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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一词虽然在《周礼》
中就曾出现，但中秋成为节日却
是从隋唐开始的。秋高气爽，皓
月当空，引发了古代诗人们极大
的诗情诗趣和诗兴。唐代诗人李
朴的《中秋》诗写道：

皓魄当空宝镜升，
云间仙籁寂无声；
平分秋色一轮满，
长伴云衢千里明；
狡兔空从弦外落，
妖嫫休向眼前生；
灵槎拟约同携手，
更待银河彻底清。

作者着重描写的是一轮秋
月，写出了明月的形如宝镜，静
夜安谧的气氛。在古代诗人的笔
下，月亮一直是作为光明、纯洁、
美好、团圆的象征；月亮也以它
的神秘和圆满，给人们无穷的遐
想和美好的寄托。

“月好光传唯此夜，
境间皆道是东都。”（白居易）

“直到天头天尽处，
不曾私照一人家。”（曹松）

“把酒水壶接胜游，
今年喜不负中秋。”（戴复古）

“月光射水水射天，
一派空明互回荡。”（查慎行）

然而，同是面对一轮皓月，
抒发的情感却因人、因地、因时
而不同。举头望月，有人看到的
却是无限的愁楚。

“此生此夜不长好，
明月明年何处看？”（苏轼）

“未必素娥无怅恨，
玉蟾清冷桂花孤。”（晏殊）

“多少离怀起清夜，
人间重望一回圆。”（汤显祖）

读着这些诗句，不由得使人
产生出许多的愁怅和感伤。

据《文史杂览》

月照
今古

寻常三五夜 不是不婵娟

欧阳詹《玩月》诗
序认为八月十五“稽于
天道，则寒暑均，取于
月数，则蟾兔圆”，这时
候“埃尘不流，太空悠
悠，婵娟徘徊，桂华上
浮。升东林，入西楼。肌
骨与之疏凉，神魂与之
清冷”，正是赏月、玩月
的最佳时机。

他的这一观点当
即得到同在华阳观赏
月的众文人赞同，于是

乃作玩月诗以乐。栖白
在《八月十五夜玩月》
诗中也认为八月十五
的月亮非同一般：“寻
常三五夜，不是不婵
娟。及至中秋满，还胜
别夜圆。”唐朝人勇于
实践，觉得八月十五赏
月好，于是就有很多人
在八月十五去赏月，最
后中秋赏月便凝定在
了农历八月十五这一
天。 据《羊城晚报》

万物开始变得萧
索的仲秋季节，很容易
触发人们思亲思乡的
心绪。唐代，由于经济
的发展、社会风气的开
放、戍边卫国的需要，
离开故乡亲人外出求
学、经商、仕进、游历、
戍边的人很多，相知相
交的好友也会由于各
种原因被迫分离。由于
明月千里与共的特点，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
故乡”已经成为唐代离
人的思维惯性，而面对

又大又圆的清秋朗月，
就更容易勾起他们浓
得化不开的乡愁与情
思，于是，在唐代，中秋
节被赋予了深深的团
圆内涵。李群玉情念家
乡，于是写道：“泪逐金
波满，魂随夜鹊惊。支
颐乡思断，无语到鸡
鸣。”；白居易思念元
稹，写道：“三五夜中新
月色，二千里外故人
心。”可见中秋思亲、渴
望团圆。

据《光明日报》

唐人玩月时往往
有饮酒宴会之举，月
饼在唐代月光诗中倒
未见记载，而酒却似
乎是中秋必备。上引

“去年今夜醉兰舟”即
是一证；《开元天宝遗
事》载，某年的八月十
五夜，苏颋等人“于禁
中直宿，诸学士玩月”
亦“备文酒之宴”，所
谓文酒，即赋诗喝酒
之意，可见中秋赋诗
宴饮应是当时流行。

唐人的中秋
宴饮多是在野
外高地或临楼露
台，菜肴不见

得丰盛，赏月赋诗却
是必须有的。

《和武相公锦楼玩月得
浓字》

此夜年年月，
偏宜此地逢。
近看江水浅，
遥辨雪山重。
万井金花肃，
千林玉露浓。
不唯楼上思，
飞盖亦陪从。

据《北京晚报》

蟹食文化和酒文化
密切相关，古今皆然。故
不仅现代的文人知道把
酒持螯的闲适，大诗人
李白早在唐朝就知道这
天赐的美食搭配了。他
在《月下独酌》中写道：

“蟹螯即金液，糟丘是蓬
莱。且须饮美酒，乘月醉
高台。”诗人那一副持螯
举觞之态，疏狂高傲之
状，跃然纸上。

南宋诗人陆游则写
得更妙：“蟹肥暂擘馋涎

堕，酒绿初倾老眼明。”
你看，他持蟹狂饮，高兴
得连昏花的老眼，也顿
时明亮了起来。

魏晋时期，也有人
把吃蟹、饮酒、赋词作为
金秋的风流韵事。在《世
说新语》中，有一段关于
吃蟹品酒的话“得酒满
载百斛船，四时甘味置
两头，右手持酒杯，左手
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
足了一生矣！”

据凤凰国学

开城邀好客 置酒赏清秋

三五夜中新月色 二千里外故人心

蟹螯即金液 糟丘是蓬莱

诗情话中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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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十五日夜半云
开然后玩月因书一时

之景寄呈乐天》
半夜碧云收，
中天素月流。
开城邀好客，
置酒赏清秋。
影透衣香润，
光凝歌黛愁。
斜辉犹可玩，
移宴上西楼。
寄月即寄情于月。

刘禹锡早年与柳宗元

交住密切，人称“刘
柳”，后来与白居易交
谊深厚，并称“刘白”。
白居易赠过刘禹锡不
少诗，刘禹锡也不落
后，《酬乐天扬州初逢
席上见赠》《白太守
行》都闻名于当世。这
首《八月十五日夜半云
开然后玩月因书一时
之景寄呈乐天》也是见
证二者友谊的众多诗
中的一首。

寄
月

桂花是富贵吉
祥、子孙昌盛的象征。
早在屈原的《九歌》
中，就有“援骥斗兮酌
桂浆”、“奠桂兮椒
浆”之说。到了清
代，中秋节饮桂花
酒变成既定习俗。

桂花酒有一段
美好的传说：古时
候两英山下住着一
个仙酒娘子，她酿出
的酒，味醇甘美。一
年冬天，娘子发现门
外躺着一个快要冻死
的汉子，便好心背他
回家照料。一日，那汉

子不辞而别，仙酒娘
子放心不下到处去
找，在山坡遇一白发
老人，表示喊渴，她便
咬破中指伸到老人
嘴边。此时，一阵清
风，天上飞来一个
黄布袋，袋中装满
许多桂子，附带一
张纸条：月宫赐桂

子，奖赏善人家。原
来 ，汉 子 和 白 发 老
人，都是吴刚变的。
这桂子种下长出桂
树，开出桂花，满院
香甜，后来人间也就
有了桂花与桂花酒。

饮
酒

唐朝赋予了“月”
多重意义和价值。在唐
人眼中，月之变化不胜
枚举，有凉月、暑月、松
月、素月、清水月、关山
月等，借助这些“月”之
意象，诗人们有的发闲
适幽情，有的抒不遇惆
怅，有的发怀古之叹，
有的抒相思缱绻，当
然还有的抒发对团圆
的渴盼。正是这样，唐
人发现中秋满月最适
宜“玩”。

寺观是唐代文人
八 月十五 的 常 到 之
处，白居易《华阳观中
秋夜招友玩月》、许浑

《 鹤 林 寺 中 秋 夜 玩
月》、欧阳詹《太原和
严长官八月十五日夜
西山童子上方玩月寄
中丞少尹》都是记述
寺观赏月乐事的。有
时人们也在船边或水
边玩月，裴夷直《同乐
天中秋夜洛河玩月二
首》描写了“清洛半秋
悬璧月，彩船当夕泛
银河”的动人情景；许
浑在《中秋夕寄大梁
刘尚书》中提到“去年
今夜醉兰舟”；而羊士
谔也有《褒城驿池塘
玩月》的经历。

据新浪网

凝光悠悠寒露坠 此时立在最高山

敦礼臣著《燕京岁
时记》云：“京师之日八
月节者，即中秋也。每届
中秋，府第朱门皆以月
饼果品相馈赠，至十五
月圆时，陈瓜果于庭以
供月，并祝以毛豆鸡冠
花。是时也，皓魄当空，
彩云初散，传杯洗盏，儿
女喧哗，真所谓佳节也。
惟供月时，男子多不叩
拜，故京师谚日，男不拜
月，女不祭灶。”

此记作于四十年
前，至今风俗似无甚变
更，虽民生调敝，百物较
二年前超过五倍，但中
秋吃月饼恐怕还不肯放
弃，至于赏月则未必有
此兴趣了罢。本来举杯
邀月这只是文人的雅

兴，秋高气爽，月色分外
光明，更觉得有意思，特
别定这日为佳节，若在
民间不见得有多大兴
味，大抵就是算帐要紧，
月饼尚在其次。我回想
乡间一般对于月亮的意
见，觉得这与文人学者
的颇不相同。普通称月
为月亮婆婆，中秋供素
月饼水果及老南瓜，又
凉水一碗，妇孺拜毕，以
指蘸水涂目，祝曰眼目
清凉。相信月中有裟婆
树，中秋夜有一枝落下
人间，此亦似即所谓月
华，但不幸如落在人身
上，必成奇疾，或头大如
斗，必须断开，乃能取出
宝物也。

据《药堂语录》

周作人：《中秋的月亮》

徐志摩：《印度洋上的秋思》

昨夜中秋。黄昏时西
天挂下一大帘的云母屏，
掩住了落日的光潮，将海
天一体化成暗蓝色，寂静
得如黑衣尼在圣座前默
祷。过了一刻，即听得船
梢布篷上悉悉索索嗓泣
起来，低压的云夹着迷蒙
的雨色，将海线逼得像湖
一般窄，沿边的黑影，也
辨认不出是山是云，但涕
泪的痕迹，却满布在空中
水上。我原来无欢的心
境，抵御不住那样温婉
的浸润，也就开放了春
夏间所积受的秋思。

我小的时候，每于中
秋夜，呆坐在楼窗外等看

“月华”。若然天上有云雾
缭绕，我就替“亮晶晶的
月亮”担扰。若然
见 了 鱼 鳞 似

的云彩，我的小心就欣
欣怡悦，默祷着月儿快
些开花，因为我常听人
说只要有“瓦楞”云，就有
月华；但在月光放彩以前，
我母亲早已逼我去
上床，所以月华只
是我脑筋里一个不
曾实现的想象，直到
如今。现在天上砌满了
瓦楞云彩，霎时间引起
了我早年许多有趣的
记忆——— 但我的纯洁
的童心，如今哪
里去了！
据《民国大
师 经 典
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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