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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中秋临近，对故乡和亲
人的思念，开始愈发变得浓烈。中秋节是团圆的节日，每
到这天，一家大小总会团聚在一起，赏月吃月饼，共度良
宵。月到中秋分外圆，让我们举头望月之际，翻开历史的
华章，穿越时空，看看古人是如何过中秋的吧。

我国自古就有在中秋节祭月的习俗，《礼记》中就记
载有“秋暮夕月”，夕月即祭拜月神。相传在周代，每逢中
秋夜都要举行迎寒和祭月的仪式。

魏晋之时，民间便开始有了中秋赏月之举，但尚未形
成习俗。到了唐代，中秋赏月、玩月颇为盛行。欧阳詹在

《长安玩月诗序》中说：“八月于秋，季始孟终，十五于夜，
又月之中。稽之大道，则寒暑匀，取之月数，则蟾魄圆。”唐
代初年，中秋节被正式定为节日。

中秋节的由来，与唐玄宗游月宫的浪漫传说息息相
关。相传，某年八月十五之夜，唐玄宗在宫中祭月时随侍
道人作法，将手中拐杖化作空中银桥后，步入月宫，但见
门楼匾额上书“广寒清虚之府”，门口高大的桂树下，白兔
正在捣药，宫内嫦娥等诸仙女在悠扬的乐曲伴奏下翩翩
起舞。玄宗从月宫归来后，命人整理出暗自记下的舞曲，
命名为《霓裳羽衣曲》。月宫之所以称“广寒宫”，也与此传
说有关。

赏月之余，品尝月饼逐渐成为中秋节的一个民俗符
号。月饼最初起源于唐朝，为军队的祝捷食品。唐高祖年
间，大将军李靖征讨匈奴得胜，八月十五凯旋而归。当时
有经商的吐鲁番人向唐朝皇帝献饼祝捷。高祖李渊接过
华丽的饼盒，拿出圆饼，笑指空中明月说：“应将胡饼邀蟾
蜍。”说完把饼分给群臣一起品尝，从此就有了中秋吃饼食的习俗。当时的
大户人家一般都会在中秋节摆设大香案拜月，圆饼、西瓜、苹果、葡萄等供
品一应俱全，其中圆饼和西瓜是绝对不能少的，考究的人家，还要特意将西
瓜切成莲花进行状供奉。

宋朝是一个和平时间长久、重视传统文化的朝代，经济发展超过前代，
老百姓的生活有滋有味，整个社会到处弥漫着追求享乐的气氛，民俗节日
基本达到了每月都有，“过节”也就成了宋朝人追求快乐生活的极致。

宋朝时期，中秋节走下了圣坛，从一个国家“拜月”的宗教仪式变为市
民狂欢的节日，与唐人不同，宋人赏月更多的是感物伤怀，常以阴晴圆缺喻
人情事态，即使中秋之夜，明月的清光也掩饰不住宋人的伤感。但对宋人来
说，中秋还有另外一种形态，即中秋是世俗欢愉的节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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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梦华录》记载：“中秋夕，
贵家结饰台榭，民家争占酒楼，玩月笙歌，远闻千里嬉戏连坐至晓”。富贵人
家要在自家结饰台榭，饮酒赏月；一般人户则到酒楼订饭，边吃边赏月，小

孩子则连宵嬉戏。生动地描绘了宋人过中秋的盛况。
中秋节的形成是古代人民的伟大创造，经过几千年的
文化积淀，节日民俗事象不断丰富，成为了集拜月、赏

月、庆丰收、密切社交往来、家庭成员团聚为一体
的“团圆节”，在国人心中具有极其重要的

地位。2006 年全国首个文化遗产日到
来之前，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中，中秋
节与春节、清明、端午、七

夕、重阳一起被列为
保护项目，受到全

国 各 族 人 民 的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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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逢三五便团圆，满把清光护玉栏。天上一轮
才捧出，人间万姓仰头看。”每个月都会有一次月圆，
但人们唯独把最深的情感给了八月的圆月，称它为

“中秋”，并赋予团圆的象征。而中秋的月亮也不负众
望，在这一夜格外明亮圆满，吸引历代的文人墨客为
她留下数不清的诗篇佳作。

有的写月圆又逢人团圆的喜悦；有的写旅途漫
漫，归途受阻的无奈；有的写远离故乡，月圆而人不
团圆的惆怅；有的是借景抒情，抒发自己对亲人的思
念……这其中不乏脍炙人口、流传千古的名篇和带
有神话色彩的传说，像“嫦娥奔月”“吴刚伐桂”“白兔
捣药”等。中秋月也在这些经典诗词和美丽传说的映
衬下更加熠熠生辉。

唐朝诗人张九龄的一首《望月怀远》，视野开阔，
意境深远，情感真挚，被誉为描写中秋月的第一佳
作。“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
相思。”海上升起一轮明月，远在天涯的人与我同样
望月，思念对方。多情的人埋怨漫漫长夜，整个晚上

思念亲人，不能把这满手的月光赠给你，还是回去睡
觉吧，以期与情人梦里相会，这无疑是一首月夜怀人
的佳作。

“诗圣”杜甫的“满月飞明镜，归心折大刀。转蓬
行地远，攀桂仰天高”则充满了悲伤苍凉。诗人为避
战乱而远去夔州，在月圆之夜生起对家乡的无限思
念。“归心折大刀”借由吴刚砍树的大刀被折断来突
出自己的“归心”，后句又把月亮的亮和清写得恰如
其分。

“时难年荒世业空，弟兄羁旅各西东，田园寥落
干戈后，骨肉流离道路中。”“诗魔”白居易的这首《望
月有感》，描写了战乱之中，田园荒芜，骨肉分离，在
这月圆之夜生起相思之情，也可谓是情真意切，令人
感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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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张籍并称“张王乐府”
的唐代诗人王建的这首望月诗，一句“今夜月明人尽
望，不知秋思落谁家”，写尽了月圆之夜，无数家庭对
亲人的思念。

苏轼写在黄州的那首《西江月》“世事一场大梦，
人生几度秋凉。夜来风叶已鸣廊。看取眉头鬓上。酒
贱常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
凄然北望。”虽然也是写的中秋之夜，却写尽了孤独
凄凉，令人不禁唏嘘感叹。

“一轮秋影转金波。飞镜又重磨。把酒问姮娥。被
白发、欺人奈何。乘风好去，长空万里，直下看山河。
斫去桂婆娑。人道是，清光更多。”宋代词人辛弃疾的

《太常引·建康中秋夜为吕叔潜赋》表面写的是月光，
表达的却是收复中原失地的伟大愿望。这位英勇的
将军，一生以收复河山，驱逐鞑虏为己任。奈何朝廷
的昏庸使他处处遭受排挤打压，终生不得志，郁郁寡
欢，最终只能归隐山林，抱憾而终。

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每一首诗词的背后
都有一段故事，一种情怀。中秋圆月为文人骚客们提
供了话题，诗词又赋予了中秋月更加丰满的内涵，月
亮的圆缺还会一直循环下去，吟诵月亮的诗词也会
层出不穷。

中秋月圆寻诗词
■陈 赫

月亮不仅是中秋节的主角，还是整个节日的
魂。中秋节的月亮，不再是单纯的月亮，而成了我们
的一种情感寄托。中秋的月亮，有善解人意的情感，
有意味深长的含义。因为月亮，中秋节被笼罩上一层
浪漫深情的色彩。不知是人因为月亮而变得浪漫深
情起来，还是月亮因为人而有了浪漫深情的感情。也
许是二者兼而有之，人们通过月亮，完成了天上与人
间的完美衔接，传达出天人合一的哲思。中秋节的月
亮更具有神圣的使命，她把人间的喜怒哀乐看得淡
然，把人间的悲欢离合看得透彻，在某一个特殊时刻
以圆满的形态来为人们圆梦。人们心中的美好祈愿，
都通过一轮中秋月来表达。

月亮一年会圆十二次，但没有哪次的月圆，会
像中秋节这般隆重盛大。即使是万民欢腾的元宵
节，一年中第一个月圆之夜，月亮的存在感都不是
那么强，她的光芒似乎被华丽的花灯和璀璨的烟
花所掩盖。只有到了中秋节，才是属于月亮的高光
时刻。中秋月圆，夜空浩瀚，皎洁的月光一泻千里。
月亮呈现出最迷人的姿态，美得让人浮想联翩，所

以有了“嫦娥奔月”“吴刚伐桂”“玉兔捣药”等神奇
的想象。

月是中秋的魂。中秋节又被称为“祭月节”“月
夕”“拜月节”“月娘节”“月亮节”。这些称呼，都与
月亮有关。这个节日，本来就是由秋夕祭月演变而
来的，所以，千百年来，月亮都是节日的魂。中秋赏
月，是节日最核心的部分。关于中秋赏月的文字记
载，在晋代就出现了。漫漫岁月，千年时光，中秋月
从未被淡化过，而且在演变的过程中其内涵越来
越丰富。

中秋月大如圆盘，象征团圆，象征美满。人们
通过中秋月表达思念故乡、思念亲人的感情，表达
对丰收和幸福的期盼。月亮就像一位通晓人间情
谊的老友一般，懂我们的冷暖，知我们的悲欢：“举
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
明。”中秋月更是别有深情：“中秋佳月最端圆。”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中秋月明，人间祥和。
中秋月，还是天涯游子最好的慰藉，因为她可以传
情达意。举头望月，虽然心中有几分惆怅，但想到

家人此时此刻也在千里之外享受月光的爱抚，心
中便多了几分暖意。

在我的印象中，中秋节是一个与夜晚有关的
节日，为的是等那一轮明月爬上头顶。谁的记忆中
没有一幅家人围坐赏月的画面？记忆中，那样的画
面温情满满。首先是郑重又隆重的拜月仪式，母亲
把月饼、苹果、梨、葡萄等供品摆在桌子上，我们默
默地等着祭月。月亮穿过树梢，冲破云层，终于来
到自家的庭院。祭月的时候，我们都不敢作声，心
中默默祈祷，希望月亮能赐予我们美好。祭月仪式
结束，我们抬头望月，讨论着今年的月亮有多大，
有多圆。中秋月看上去真的是硕大无比啊，里面似
乎隐隐约约有树影在摇曳，好像还有人影。祖母的
故事便又开始了，她讲月宫里的嫦娥玉兔，为我们
编制了一个奇幻而美丽的童话……

试想一下，如果没有月亮，中秋节该多黯淡
啊。月是中秋的魂。中秋夜，无论你身在何方，别忘
了抬头望一望那轮满月。那轮满月中，有美好和幸
福，也有希望和憧憬……

月是中秋的魂
■王国梁

越过结绳记事，刀耕火种
越过关关鸠鸠，在河之洲
越过夏鼎商彝，秦砖汉瓦
越过万水千山，沧海桑田
那轮明月从唐诗里来了
那轮明月从宋词里来了

多少诗人
在那轮明月下久久徘徊
写下诗兴大发的诗篇
多少墨客
在那轮明月下即兴挥毫
抒发无法割舍的家国情怀
多少漂泊异乡的人
在那轮明月下苦苦思念
洒下梦寐里常流不止的泪水

是的，那轮明月在，祖国就在
故乡就在，亲人就在，炊烟就在
人人渴望的圆满就在

思念像河水一样流淌

总有一轮明月当空照着

总有一场思念如数家珍
总有一次等待望眼欲穿
回家的路有千条万条
而最动人的就是
泪水慢慢铺就的那一条

每一个中秋，我们都在
团圆的呼唤下集结
每一片月光，我们都在
喃喃呓语中咀嚼过
每一次归途，我们都在
千山万水里跋涉了

血浓于水的亲情啊
那是我们可以栖息的港湾
炊烟袅袅五谷丰登的故乡啊
那是我们心灵的家园
那么真切，那么纯粹啊
思念像河水一样流淌

月饼、桂花树与酒

必须有一块块月饼里的甜蜜
与日子里我们尝过的滋味

一模一样
必须有住在广寒宫里的嫦娥
与我们俗世里坚守的爱情颜色
完全吻合
必须有一场桂花树下的豪放
才能与李白一样无拘无束
对饮成三人
必须有一次山高水迢的奔赴
才能无惧风雨雷电的阻隔
抵达你的怀抱

必须持续地爱、热烈地爱
才能明白爱的真谛
才能懂得泪水里的银光闪闪
必须借助这月光、这皎洁
才能找到回家的路和理由
才能看见牵挂的人与炊烟

月明中秋（组诗）

■季 川

才觉得端
午 过 去 了 没 多

久，却不提防，中秋
又已来到眼前。大大小小

的超市里，进门处的显眼位
置均已摆满了各种各样的月饼

礼盒。天气也转凉了，早已没有了
夏日的溽热。

就像蒋捷的《虞美人》和余光中
的《乡愁》所描述的那样，人在不同年

龄阶段经历同一件事情，面对同一种情
感，内心的感触是并不相同的。无论看一
场雨、听一首歌，还是过一个节，俱是如
此。中秋，当然也不例外。

小时候过中秋，心里盼得最多的是月
饼，因为月饼可以拿来吃。那时候，小店里
零食的种类不多，买来买去总是常见的几
样。到了中秋就不同了，即使平日里节俭惯
了的家长也不会表现得太过吝啬，多多少
少会买些月饼回来，给长辈，也给自己的孩
子们。

除了月饼，小时候关于中秋的记忆
还有桂花树的影子。大抵中秋前后，桂
花就渐次开了，黄颜色的小花儿缀满
枝头，风一吹，香气随风佛来，让人神

清气爽。
在农村，常能看到这样的场

景：明明桂花树在围墙里头，但
馥郁的香气却钻进了墙外行

人的鼻孔里。如果院门没
有锁，孩子们便会凑

近前去，摘一捧
桂花放进

裤 兜 或 者
衣袋里，等回家的
时候装入铅笔盒。打开
盒子时，阵阵香气会扑鼻而
来；有时也会夹 进书本里，等到时
间一长，香气已经没有了，但压过的痕
迹依然还在，就像人的回忆一样。即使院
门上了锁，也难不住身手矫捷的孩子们，

“蹭蹭”几下就翻过院墙去了。
时光就像一叶轻舟，不知不觉已飘去

老远。稍微长大了一些，多经历了几件事，
多读了几本书，心智也渐渐地变得成熟起
来。此时，除了口腹之欲和赏花的心情，还多
了点精神层面的追求。偶然间，看到很多宋代
的书籍里每每提及“八月十五钱江潮”，场面是
那么壮观，便不由得萌生了想要去看看的心思。
这一阶段，中秋与看潮之间，就划上了约等号。

再然后，关于中秋的记忆就同眼、耳、口、
鼻这些感官无关了，它变成了一种团圆的象
征。与年少时候的无忧无虑不同，人在长大之
后，烦恼也会随之而来。尤其当你远离了故
乡，秋上心头便成了忧愁。每到中秋，最怕的
就是月圆人不圆。

有时候我也在想，国家安排中秋放假
也是大有深意的吧，或许就是想让那些长
年在外漂泊的人们，可以找个机会回
家，与家人团聚，共叙天伦。

年年中秋，今又中秋。中秋将
近的时候，明月当空，照亮万
里，不由得让人想起唐人王
建的句子：“今夜月明人
尽望，不知秋思落
谁家？”

中
秋
琐
忆

■
潘
玉
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