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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跟前。

后羿无可奈何，又思念妻子，只好派人到嫦娥喜爱的后花园

里，摆上香案，放上j平时最爱吃的蜜食鲜果，遥祭在月宫里眷恋

着自己的嫦娥。百b们闻知嫦娥奔月成仙的消息后，纷纷在月下摆

设香案，向善良的嫦娥祈求吉祥平安。从此，中秋节拜月的风俗在

民间传开了。

（二）中秋传说之二———吴刚伐桂

关于中秋节还有一个传说。相传月亮上广寒宫前的桂树生长

繁茂，有五百多]高，下面有一个人常在砍伐它，但是每次砍下去

之后，被砍的地方又立即合拢了。几千年来，就这样随砍随合，这棵

桂树永远也不能被砍光。据说这个砍树的人名叫吴刚，是汉朝西河

人，曾跟随仙人修道，到了天界，但是他犯了错误，仙人就把他贬谪

到月宫，日日做这种徒劳无功的苦差使，以示惩处。李白诗中有“欲

斫月中桂，持为寒者薪”的记载。

（三）中秋传说之三———朱元璋月饼起义

中秋节吃月饼相传始于元代。当时，中原广大人民不堪忍受元

朝统治阶级的残酷统治，纷纷起义抗元。-元璋联合各路反抗力量

准备起义。但朝庭官兵搜查十分严1，传递消息十分困难。军师F

伯温便想出一计策，命令属下把藏有“八月十五夜起义”的纸条藏

入饼子里面，再派人分头传送到各地起义军中，通知他们在八月十

五日晚上起义响应。到了起义的那天，各路义军一齐响应，起义军

如星火燎原。

很快，徐达就攻下元大都，起义成功了。消息传来，-元璋高兴

得连忙传下口谕，在即将来临的中秋节，让全体将士与民同乐，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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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当年起兵时以秘1传递信息的“月饼”，作为节令糕点Ia群臣。

此后，“月饼”制作越发精细，品种更多，大者如圆盘，成为馈赠的佳

品。以后中秋节吃月饼的习俗便在民间流传开来。现在的月饼里还

有那张小小的方形纸片呢。不信，你打开看一看。

二、中秋的习俗

从习俗上看，过去中秋节要送礼。“中秋，大家互送礼节……，

I奴仆钱，铺户放账帖，每节如此。”现在送礼更兴旺。节前，弄两辆

车，满满地装上月饼果品，挨家挨户送。当然，这里的家和户是指商

家客户。送礼，自然是为了联络感情，结款要生意。

南京人中秋除爱吃月饼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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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后则必食一小块糖芋

头，浇以桂浆，美不待言。南京人合家I月称“庆团圆”，团坐聚饮叫

“圆月”，出游街市称“走月”。

“跳月”是苗族的习俗，每到中秋之夜，明亮的月光照遍了苗家

山寨，苗族男男女女全家团聚后，都要到山林空地上载歌载舞，举

行“跳月”活动。

民间手工技艺展示，汇集了江苏省及全国各地的特色手工技

艺项目。“民间广场歌舞表演”有江苏溧阳的迎客锣鼓《太平军锣

鼓》、江苏南通的灯彩傀儡舞《钟馗嬉蝠》、江苏南京的马铺女子吹

打《丰年闹秋》等民歌、民舞、民间器乐及民俗表演。

为了让传统佳节的民俗味更浓，让“土节”好玩，从省、市到一

个个社区，都会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民俗活动和文化娱乐

活动。每到中秋，全省 13 个市的中秋文化“菜单”出炉，集中展现各

地的民俗风貌，让久居城市的居民特别是年轻人体验传统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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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偷摘一个大冬Q，刻画出小孩的模样，再把准备好的小孩衣服

套上，用竹篮装好后敲锣打鼓抬到这户人家，受Q人在招待客人

后，将Q放在床上与妻伴睡一夜，第二天将冬Q煮熟进食，要是以

后怀了孕，受Q人得好好感@这群小伙。

摸秋。在大别山地区，流行“摸秋”习俗。每到中秋这天，山民们

吃罢晚饭，便三三两两，踏着月光，循着香气，或上山、或下地“摸

秋”。山坡、河谷、丛林、草莽、田间、地头不是果就是Q，还有花生、

田薯。摸着什么，就吃个痛快，生吃行，野外烤着吃也行，直到夜深

人静，大家才陆陆续续开心地回家，哪个人吃得痛快、可口，谁就要

高兴几天。

抢Q。浙江省山区流行“抢Q”习俗。青年和孩子们分别在白天

或晚上举行抢Q比赛，看谁最先抢到Q。胜者，意味幸福吉祥，还可

得到奖励。

江苏还有些特色习俗，比如拜月的风俗。南京和盐城地区，在

过去也有月下“摸秋”祈求生子的习俗。盐城人过中秋节叫过“八月

半”，这一天有两样.西不可少，一是月饼，二是鸭子。吃月饼是过

团圆节，一家人团团圆圆，月饼大多不自家做了，在超市买。鸭子是

取“押子”之意，没孩子的生孩子，有了孩子的抓得住，就像一些孩

子后面留的一撮�。过“八月半”，女婿要到老]人家送节礼，送月

饼、糖果、藕、鸭子、鱼、肉等。如果才定亲的，想在年前把这婚结了，

礼就要送重一点，还要加上花生、红枣等，以示早生贵子的心情，很

含蓄。岳父母心知肚明，没有什么大问题，也会成人之美的。

三、中秋的浪漫与狂欢

如今的中秋节差不多被我们过成了月饼节和团圆节。本来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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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样也没什么不好，但是只有这两样就显得单调和沉闷了。一般大

型的节日都会有丰富热闹的习俗，如果活动很少的话就说明这个

节日呈现衰微之象了。说起来中秋节算是我国的第二大节，可是习

俗只有吃和团聚，未M跟大节的地位不相称。

考索中秋节的历史，发现古代的中秋节不仅过得热闹隆重，而

且充溢着浪漫格调与狂欢精神。中秋节的浪漫格调与狂欢精神是

由月、2、乐、诗、神话造就的。

（一）月的浪漫

中秋节本来起源于I月。唐朝是个特别爱好月亮的时代，而

月色又是农历八月十五最好，于是从唐朝初年就形成了在这个夜

晚I月的风尚。这个风尚首先是在文人、富家、官员等上流社会兴

起的。他们的生活优裕娴雅，I月的兴致最为浓厚。但是寻常百b

也不像今天这样功利和缺少诗情，中古之前的布衣黔首也是相当

洒脱和风雅的。要不我们古代的中国怎么会号称诗的国度呢?八

月十五I月之风很快蔓延到百b之家，到了中晚唐，中秋节已经

是一个以I月为中心习俗的全社会的节日了。当然，I月一般不

是独I，而是全家聚集在一起，或者跟好友同僚一起，这就附带着

团聚的习惯了。如果月圆之夜离乡在外，就会有游子思乡之情，感

慨月圆人不圆了，由此催生好多中秋思乡的诗词。但是团聚成为

中秋节的第一主题是明清以后的事。宋代，中秋I月的风气达到

了高潮。南宋孟元老在《.京梦华录》以回忆的方式记述`宋汴京

（开封）的繁华景象：“中秋夜，贵家结饰台榭，民间争占2楼玩

月。”那时无论贵贱~富，全社会的人们都在中秋之夜观I月色。

由此可以想象，那时的社会必定有一种普遍的娴雅风度和亲近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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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的情怀。

（二）酒的狂欢

当然，I月不是一味地<头望明月，那样不仅有点傻呆呆，脖

子也会累得受不了。I月是与美2、音乐、诗词以及舞蹈伴随的。

《.京梦华录》记载，中秋节之前，各2店都卖新2，重新装饰门面、

打扮彩楼，用竹竿挑出画着醉仙的旗子。街市上人人争相饮2，到

午时未时之间，各家2店的2就都卖光了，纷纷扯下招幌。晚上人

们通宵I月、游玩。到处是丝竹之声，直到夜深时分，在家未出的人

们听着远处传来的音乐声，像从云外飘来。孩子们在街头通宵嬉

戏。夜市人声鼎沸，直到天亮。宋代吴自牧的《梦粱录》也记载，此夜

金风送爽，玉露生凉，丹桂香飘，银蟾光满。X孙公子，富家巨室，全

都登上高楼，临轩玩月，许多大户人家还摆上丰盛的宴席，在琴瑟

铿锵之中酌2高歌，通宵玩乐。即使那些住在陋巷破屋的贫~人

家，没钱买2，把家里.西典当了也要换些2来，勉强迎欢，不肯虚

度佳节。这晚街上的商铺一直开到五更，玩月的游人在市面上络绎

不绝。看这两段描写，可知宋朝时期的中秋节之隆重，简直是全民

狂欢。

（三）诗的雅兴

唐宋时期的中秋节有着浓郁的诗意氛围，对月作诗本身就是

中秋习俗之一。检索全唐诗，唐朝流传下来的八月十五I月诗共

111 首，至于那些写得不大好、没有流传下来的I月诗更是不计其

数了。那时有名的诗人差不多都有I月诗流传下来。写I月诗最

好、最有名的当然是浪漫主义诗人李白了，他甚至被称为“月亮诗

人”。他又是“2仙”，其I月佳作都是在醉醺醺的状态下吟出的，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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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美2与月光的结合才给后人留下“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举

杯邀明月，对2成三人”等妙V。宋代也有很多吟咏中秋月色的诗

词。宋代X安Y的“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等诗V，都是

千古绝唱。特别是写中秋节的词艺术成就很高。在《全宋词》中收有

中秋词 210 首，其中标有“中秋”字样的就有 178 首，其内容大多描

写月色、思乡、思亲，其中常提到嫦娥、玉兔、蟾蜍、桂树、月宫、琼楼

等。宋代写I月诗最好的是苏轼，他有中秋词三首，都是名作，其中

《水调歌头》最为脍炙人口：“明月几时有，把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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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不只是文人喜欢在中秋之夜I月赋诗，许多寻常百b也有此

雅兴。民间广为流传的三个女婿或三个儿子中秋赛诗的故事就是

这种习俗的反映。元代中秋节是宋代中秋习俗的持续，民间过中秋

以I月宴饮为主，并且增加了男女月夜相会的爱情元素，这体现在

一些以中秋节为背景的元杂#中，如《张天师断风花雪月》《张生煮

海》《云窗梦》中的爱情故事。

（四）神话的丰富

明清之后，中秋节俗的功利性内容显著增强了，贵人伦、重亲

情的主题逐渐突出，而唐宋时期那种I月的浪漫抒情氛围、痛饮美

2的狂欢精神衰退了。自明代中秋节的主要习俗演变为团聚和拜

月之后，中秋节的浪漫格调就主要由月亮神话、月宫传说所奠定和

维系。在唐宋中秋节形成并兴盛的同时，此前流传了千百年的月亮

神话、月亮传说等就跟中秋节联系在一起，并且生出了许多新的传

说，如吴刚伐桂、唐玄宗游月宫、杨贵hI月、李白捞月等。这些神

424



话传说已经流传、积淀为民族文化根基的构成部分，并且造就了中

秋节的主要象征符号，或者说特色元素：月宫、月饼、嫦娥、玉兔、桂

树、桂花等。与其他传统节日相比，中秋节的节日象征符号数量尤

多，其历史文化内涵也尤为深厚。可以说，中秋节的纪念物比西方

最热闹的节日圣诞节还要丰富、浪漫。通过对传统习俗的合理吸

收、改良和创新，我们本土的中秋节应该在浪漫、轻松、有趣等方面

一点儿也不比洋节逊色，比如这些纪念物就有足够的潜力被打造

成对青少年有吸引力的中秋节日符号。

四、重塑中秋娱乐的公共性

由追溯历史可知，我们的中秋节其实曾经是具有轻松浪漫的

风格和诗意抒情的氛围的，用现代词汇表述，那也许就是中秋文

化吧。

想当年，我们的先辈不仅有饮2、I月、赋诗等小规模的欢庆

方式，还有在公共场合举行的大型游艺活动，比如在街市上举行的

通宵达旦的灯会、夜市等。即使在今天，各地仍然有许多轻松有趣

或声势浩大的游戏娱乐活动，如舞狮、舞龙、玩灯、游园、观潮、竞

技、放烟花、文艺表演等。

传统节日在当代应该有新的内涵，中秋节团圆与亲情的主题

可以从家庭延展至社会。但是总体而言，在我国的大部分地方，中

秋节习俗主要是在各自家庭举行的团聚、宴饮等活动，在公共场合

举行的欢庆游艺活动太少。要繁荣中秋节习俗，加强中秋节习俗的

娱乐性和公共性，政府有关部门应该组织好较大型的中秋欢庆活

动，除当地特色习俗之外，一般地方可以组织或鼓励以下活动：大

型中秋文艺晚会；在公共场所举行的I月活动、咏月诗文朗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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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夜市，出售中秋纪念物、特色小吃等；大型的联欢、表演、游戏娱

乐活动；灯会、舞火龙、舞狮子、踩高跷等传统游艺项目；天文科教

活动，并提供器材以夜观天象。

这些都是可以做到的，但为什么不去做呢？是没有时间了？是

我们没有那:闲情逸致了？是生活的节奏太快了？还是这个社会

生存竞争太激烈了？中秋节为什么只留下了一块饼，它的文化内

涵被谁掏空了？还是市场，还是金钱，还是人们日益膨胀的欲望。

金钱是挣不完的，人的欲望是无止尽的。生命需要淡定与从容，需

要宁静与思考。中秋圆月就给了我们这样一种氛围，让我们在皎

洁的月光下，在宁静的夜晚，<望星空、抚今追昔、梳理人生、重新

出发。

其实，作为政府主管部门，作为民间文化团体，在这方面还是

大有文章可做的。中秋的文化源远流长，需要我们去继承，去开

发，去发扬光大。民间文化资源极为丰富，需要我们去组织，去整

合。作为家长，弘扬中秋文化也有责任。从节日供品的采购、准备

到布?，是要让孩子一起参与的。没有了院落，就将供品放到阳台

上，放到花架上，摆上果盘，点上香，拜一拜，祈祷平安和幸福，让

他们感受生活的美好，幸福的不易。走下去，看看父母和前辈，带

上礼，祝福健康和长寿。走出去，家人、亲友一起“摸秋”，手拉手，

亲近自然，沐浴月光，谈谈生活的困苦，说说工作的压力，学习的

困难。电视#是看不完的，“地主”是斗不完的，“掼蛋”也是掼不尽

的，但人与人的亲近，人与自然的亲近，在时空上是有限的，应当

珍惜。

如果这样，现代人会像我们的先人那样，在中秋节到来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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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能保持一:诗意与浪漫，也会在I月、敬月、玩月、走月中，在

诗词歌舞中，在觥筹交错中，在月下漫步中，得到灵魂的净化。

（本稿由盐城市社科联推荐）

周玉奇，笔名大可，盐城市图书馆研究馆员，民盟盐城

市委宣传处副处长。国家二级作家，江苏作家协会会员，盐

城市政协文史委特聘研究员。从事文学创作 30 年,发表散

文、杂文、报告文学和文学评论二百万字。多年致力于民间

文化研究，2004 年，出版《盐城民俗》；2005 年，出版《扇之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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