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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月 中秋情

唐 冰

中国是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文化博大精深，传统深邃厚

重。中华民族的生存环境造就了民族特有的文化性格，形成了中国

人尊重传统及自觉承续传统的文化习2。传统节日，凝结着民族精

神和民族感情，承载着民族的文化血脉和思想精华，是维系国家统

一、民族团结的重要纽带。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又是一个时间文化

的链条，每个节日之间有着段落对应关系，它的背后是时令节气。

八月十五正是秋季之中，故名中秋节，又因八月为仲秋，又名

仲秋节。还因为中秋节的主要活动都与月[有关，中秋节还叫月

夕、秋节、八月节、八月会、追月节、玩月节、拜月节，当 然，中秋节最

简单的名字是八月半。

北宋时正式定八月十五为中秋节。

中秋节是丰收的节日，是气候宜人的节日，是充满诗情画意的

节日，又是团.的节日。

中秋时节，瓜果飘香，各种庄稼丰收在望。民以食为天，对于先

民来说，这应该是他们最有希望、最为喜悦的时刻。

中秋时节，从炎热的酷暑中走出，天气转凉，是一年中最为舒

适的季节。

中华民族的先民认为，春花、夏云、秋月、冬雪分别是四季中最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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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色。中秋时节，秋高气爽，碧空如洗，皓月当空，月光如水，最可入画，

中秋时节，明月照耀大地，象征 着.满和团.。传统是每到中

秋之日，家人必须团聚，一家人围坐窗前桌旁，饮�酒品美食，望.

月诉亲情，其乐融融，其意切切。中秋节是每家每户团.的节日，内

涵就是团.。而在中秋节时，更有许多游子在外飘泊，不能回家与

亲人团聚，他们牵挂着 家乡，牵挂亲人。而亲人们也思念他们，于

是，有了许多悲凉的诗句：杜甫的“露从今E白，月是故乡明”，白居

易的“共看明月应垂泪，一E乡心五处同”，是其中最广为流传、最

脍炙人口的名句。

中秋节是古老的节日，是在历史长河中逐渐演变而成的。

有人认为，中秋节起源于古代秋季祭祀土地神的活动。中国古

代社会是农耕社会，春播、夏收、秋获、冬藏是主要的活动。土地收

成的情况，对于以此为生的人们来说至关重要。因此，人们对于土

地有深深的敬畏之情。每到春天播种之时，都会祭 祀土地神，祈求

土地神赐予五谷丰登，这种活动被称为““春祈”。到了秋季，正是收

获的季节，也要祭祀土地神，拜谢神的庇护，称为“秋报”。八月十五

是秋季收获的季节，各家都要拜土地神，所以，中秋节可能是古人

“秋报”演化而成的的习俗。

中秋 佳节的主角是一轮明月。这轮.月在中国人的心目中除

了代表着一种自 然现象，更是代表着一种情感———对故乡与亲人

的思念。这种感情也不是天 生的，从李白的诗《古朗月行（节选）》

“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和《静E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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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想到故乡，而到了“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的时候，很明显，

人已经长大了，传统文化已经深深地进入了脑海。

为什么中国的传统文化用月[表达故乡、亲人、团.？用月[

来表达人们的思念之情？与世界上其他民族较为关注太阳不同，中

华民族在对宇宙的认识中比 较重视月[。我们的祖先曾无数遍地

通过观察月[的运行，来探究人和宇宙的关系。其实月[不过是围

绕地球自转的一$渺小的卫星，远不及太 阳这$恒星的体量与能

量，即使古代，人们也知道，太 阳的分量要比月[重得多。但是，从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来看，对太阳的歌颂实在是少之又少。从“锄禾

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和“赤日炎炎似火

烧，田中禾苗半枯焦”中只能读出中国古代百姓的沉重命运。而且，

如果从中国文化的源头追索，对太阳不友好的想象反倒更出名，比

如，赤日炎炎，久旱不雨，庄稼枯死，民不聊生，产生了后羿射日的

神话。夏朝的最后一个君主夏桀，自 比 太 阳 ：“天之有日，有吾之有

民也。日亡，则吾亦亡矣。”但是老百姓却怨恨地说：“太阳何时衰亡

啊，我愿和你一起灭亡。”在中国古代，太 阳常常代表着 君王，虽然

“日食”呈现出日.与日缺的自 然现象，但“日食”却始终与国运转

变结合在一起。所以,古人对太 阳和月[的感情选择是:冷落了太

阳，热衷于月[。史书记载，秦祭八神，月神排第六，日神排第七。可

见，在古人的心目中，月[比太阳占有更重要的位置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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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人类最近的天体，人们十分关注它；二是月[有规律的形状变化

(上弦、下弦、月亏、月满、月蚀、月晕等)引来人们好奇；三是月光的

清和、明[、素雅，符合中国人善良、平和、中庸、含蓄的性格。

李煜的《相见)》“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 桐深院锁清

秋。 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 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与李贺的

《马诗》“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钩。何当金络脑，快走踏清秋。”都写

“月如钩”，但二人表达的感情不一样。

处在不同环境下的人们，心情不同，望月就有不同的内容和思

想感情。

包括中秋在内的许多民俗节日之所以定在月之十五，与中国

人古老的神灵崇拜即与月[之“.”密切相关。朔、晦之日是一个月

的起始日和终结日，周而复始，循环往复，由此形成一个个相对独

立而又连续不断的时间之“.”，无始无终，无R无尽。所以，李白在

《把酒问月》中感叹：“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古人今人

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今月古月实为一个，而今人古人则不断

更迭。说“今人不见古时月”，也意味“古人不见今时月”；说“今月曾

经照古人”，也意味“古月依然照今人”。古人也罢，今人也罢，然而

他们见到的明月则亘古如斯，今月古月实为一个，“古人今人若流

水，共看明月皆如此。”把明月长在而人生短暂之意渲染得淋漓尽

致。人生短暂、日月永恒，时代变迁、月却不改。

中秋节为农历八月十五日，时逢秋季，气候较为干燥，天空总

显得秋高气爽，能见度大大提高。而且，从科学的角度看，这一天月

[与地球的距离最近，所以从地球上看月[，就觉得月[是一年中

最.满和最明[的。而这种世上最“.”的事物，又切合了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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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追求人生、事业.满的心理，于是在祭月、庆丰收的意义上，又加

入了追求“团.”的内容，中秋节成了“团.节”。在许多中国人眼

中，命运的生死聚散，生 活的酸甜悲)都难以确定，所以人生在世

不能不“.”，.是登峰造极的最高境界，追求.满，.已经成为指

导人们思想行为的标准。实现理想叫做“.梦”，对.的崇尚追求已

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渗透于我们日常生 活的方方面面，积

淀在我们民族心理的最深处，化作浓郁难解的潜意识，在最不经意

的时间、地点，以最不自觉而又最直白的方式表现出来。就连C Q

在最后的“大团.”时刻，也立志要把圈画得.一些。可无论怎样努

力，仍从“O”中拖出一条尾巴变成了“Q”，使他万分遗憾地告别人

间，孤独地去做灵魂的轮回之旅了，他为自 己壮行的那句“二十年

后又是一条好汉”，把我们民族心理中的生死轮回之.抒写得淋漓

尽致。月的团.意象深深地烙印在中华民族的记忆之中，从春华秋

实、春种秋收等自然律动引发的感时伤逝，使先民们敏感到时光流

转、春秋代序与四时更迭、季节变化必定有着 某种神秘的内在联

系。以至于“月白风清”意味着平安吉祥，“月黑风高”则预兆着凶险

灾祸，月的阴晴.缺成了判定人间吉凶福祸的标志与参照。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此时

此刻，月[的.满反衬了离人的孤单。“人有悲)离合，月有阴晴.

缺，此事古难全。”这是至理名言，}迅曾说过，中国人往往追求一

种“.”文化，幻想着 生活都是十全十美的。其实，人生何曾“.”？从

某种意义上讲，人生的“不.”是绝对的，“.”则是相对的。就像月

[有阴伏、晴出、团.、缺损一样，自古难以十全。认识到“此事古难

全”是一种境界，无论是悲)离合，无论是阴晴.缺，都要顺其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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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当一轮明月升起，由于在广阔空

间，人都可以看到，所以诗人以明月为介，抒发思乡怀人之情。由于

古代交通、通讯落后，古人一旦迁徙便难以重归故土，周而复始的

月.月缺自然与人们聚散离合的现象相契合，因此由月[引申出

的思乡之情也成为古代诗词的主线。

可以明显看出，古人的咏月诗比今人写的好得多。}迅先生

说，一切好诗到唐代已被做完。其实也不一定。每个时代都有这个

时代的文学代表作。

但是，和古人相比，今人确有许多不足，诗是激情的艺术，可是

现在的人，缺少古人的那种激情。因为古人的E生活一定乏味得很，

如果再无人相伴，就更是寂寞难耐，这时候看看天上悬挂着的月[，

就不禁会让人浮想联翩。而且古人对月[本身并没有多少认识，就产

生了许多想象，想象出了嫦娥奔月、吴刚伐桂、玉兔捣药等神话传说。

古代的交通落后，战乱M繁，人们如果分开就可能是永别，离开了家

乡也许就永远不可能回来，就是一封书信也很难传递，“家书抵万

金”。在异乡看到月[，自然会想到这月[照着自己也照着家乡，照着

还不能见面的亲人，于是就写出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好诗，流传至今。

现代人的生活和古人相比，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首先是E

生 活 极大地丰 富，有电视、电影、网络等，而且人类已经登上了月

球，月[只是一片不毛之地，对月[的认识已经是非常具体，根本

没有什么嫦娥、吴刚、玉兔。如今交通发达，整个地球也变成了地球

村，不用说李白的“千里江陵一日还”已是现实，穿 于国内外的也

大有人在。即使离别，又有先进的通讯工具，电话、短信，甚至视M

聊天，如在眼前，也就不可能产生古人生离死别的情感，没有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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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激情，又怎么能写出那样的好诗？

我不知是古人比我们幸 福，还是我们比古人幸福。不过要是让

我选择，肯定会选择生活在现代。

在传统节日里，有许多习俗与节日食物。

中秋s月：祭月s月是节日的重要习俗。古代帝 王有春 天祭

日、秋 天祭月的社制，民家也有中秋祭月之风，到了后来，s月重于

祭月，严肃的祭 祀变成了轻松的)娱。中秋s月的风俗在唐代极

盛，许多诗人的名篇中都有咏月的诗句，宋代、明代、清代宫廷和民

间的拜月s月活动更具规模，设大香案，摆上月饼、西瓜、苹果、红

枣、李子、葡萄等祭品，其中月饼和西瓜是绝对不能少的。西瓜还要

切成莲花状。在月下，将月[神像放在月[的那个方向，红烛高燃，

全家人依次拜祭月[，然后由当家主妇切开团.月饼。切的人预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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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有 20 多个少数民族也过中秋节，但节俗各异。

受中华文化的影响，中秋节也是东南亚和东北亚一些国家尤其是

生活在当地的华人华侨的传统节日。虽然同为中秋，但各国习俗不同，

多样的形式一并寄托着人们对生活的无限热爱和对美好未来的憧憬。

传统的节日里有配套的节日食品。如春节时北方的饺子、元宵

节时的元宵、端午的粽子、中秋的月饼等，这些不仅是节日时的食

物，还是含有浓厚传统文化色彩的食品。

月饼，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据史料记载，早在殷、周时期，

江、浙一带就有一种纪念太师%仲的边薄心厚的“太师饼”，此乃我

国月饼的“始祖”。汉代张骞出使西域时，引进芝麻、胡桃，为月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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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增添了辅料，这时便出现了以胡桃仁为馅的.形饼，名曰“胡

饼”。唐僖宗在中秋节日j月饼，味道极美，他听到新科进士曲江设

开喜宴，便命御厨房用红绫包裹月饼s赐给新科进士们。这是我们

能够看到的最早的关于月饼的记载。到了宋代，月饼有“荷叶”、“金

花”、“芙蓉”等雅称，其制作方法更加精致。宋以后，制作月饼不仅

讲究味道，而且在饼面上设计了各种各样与月宫传说有关的图案。

如今，月饼的品种已异彩纷呈。

“兔儿爷”是北京地区著名的传统节令玩具，;质彩塑，兔首人

身，于每年中秋前大量上市。传说：某年，北京城瘟疫流行，嫦娥派

玉兔为百 姓们治疗，消除了京城的瘟疫之后，玉免就回到月宫中去

了。于是，人们用;塑造了玉兔的形象，每到农历八月十五，家家都

要供奉v，给v摆上好j的瓜果菜豆，用来酬谢v给人间带来的吉

祥和幸福，还亲切地称v为“兔儿爷”、“兔奶奶”。现在，“兔儿爷”已

经确认为“北京中秋形象大使”。“兔儿爷”是北京中秋 佳节最具地

域代表性的民俗符号。

俗话说“年过中秋月过半”，过了中秋节，一年就过去了一大

半，提醒人们要在过节的同时，抓紧时间，完成今年该办的事。

（本稿由盐城市社科联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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