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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月色最明夜
千里人心共赏时

《西游记》以唐僧师徒四人取
经路上的遭遇见闻为主线，对世
俗人伦的悲欢离合也有精彩刻
画。书中虽未具体描写师徒四人
如何过中秋节，却在第二十八回
《脱难江流来国土 承恩八戒转山
林》中，借唐僧的眼睛，目睹了一
段月圆人难圆的中秋心酸事。

故事发生在“三打白骨精”之
后，孙悟空被师父误会而被赶走。
余下师徒三人行至碗子山波月洞，
在此占山为王的黄袍怪将唐僧捉
去。黄袍怪的压寨夫人是宝象国
的三公主百花羞，她好心救唐僧出
洞，并托唐僧送一封家书给阔别
13年的父母。信中，这位薄命的
公主痛陈自己被妖怪霸占为妻的

经历：“十三年前八月十五日良夜
佳辰，蒙父王恩旨，著各宫排宴，赏
玩月华，共乐清霄盛会。正欢娱之
间，不觉一阵香风，闪出个金睛蓝
面青发魔王，将女擒住，驾祥光，直
带至半野山中无人处。”

中秋之夜华宴开，养尊处优的
公主原本正在宫中赏月游玩，却
被一阵妖风裹挟掳走，从此与父
母音信两隔，被迫在荒山中与丑
陋的妖王相伴，并为之生儿育
女。中秋之于百花羞，俨然变成
了世上最痛苦的节日，妖洞13年
中，每至月圆良辰，这位闭月羞花
的佳人所体验到的滋味唯有思念
双亲、自怜身世的酸楚。

值得一提的是，黄袍怪的老巢

偏偏名叫“波月洞”，在百花羞看
来，显然不会有浮光跃金、静影沉
璧的浪漫感受，反而时时唤起她
月圆之夜起风波的恐怖回忆。幸
亏偶遇唐僧，才让她燃起脱离魔
窟重返家邦的希望。

大战黄袍怪的故事是《西游
记》在“三打白骨精”后的一个小
高潮，足足占了四回情节，其中包
含唐僧宝象国送信、黄袍怪变戏
法害唐僧、白龙马化人救主、八戒
花果山寻悟空等多个段落，峰回
路转，曲折有致。但这段故事中，
最为高妙深刻的构思，还是黄袍
怪与百花羞的这段啼笑因缘。

原来，黄袍怪是天界二十八宿
中的奎木狼转世，而百花羞的前

身是披香殿中侍香的玉女，因彼
此爱慕思凡，双双下界投胎，于红
尘中结百年之好。令人唏嘘的
是，投生为宝象国公主的玉女竟
不再认得前世情郎，黄袍怪仍心
念旧盟，便在八月十五月圆之夜
乘风而来将她掳走，以期再续前
缘。如此看来，宝象国中秋夜的
灾难，其实是百花羞的命中劫数。

最后，借由师徒四人和天界诸
仙之力，黄袍怪还原为奎木狼，跟
随玉帝位归天庭。而百花羞始终
没了悟这段前情，仍以人间公主
身份回到父母身边，不明白那个
被她埋怨了13年的霸道魔王，曾
是 她 心 头 皎 若 云 间 月 的 才 貌
仙郎。

天上明月 人间情怀

《西游记》里的中秋滋味

文学经典中的中秋习俗

中国节日的时间大都与月亮的运动
有关，节期以月的弦、望、晦、朔为基准，中
秋之月是一年中最迷人的月亮，围绕着中
秋明月这一特殊天象，中国人特有的月亮
节、团圆节逐渐形成。祭月、拜月、赏月、
玩月、走月、跳月，中国人的心态情感在如
水的月光之下，表现得生动而自然。

中秋史话

中秋趣谈

中秋杂记

中秋在传统的四大节日中，虽
然成型最晚，但影响很大。部分原
因是中秋节俗有久远源头，更重要
的是中秋节俗贴近了民众生活的需
要，民众将秋季的节俗都集中到中
秋，使中秋成为四季庆赏的大节之
一。拜月、赏月、团圆、庆贺是传统
中秋节俗的核心，从当代社会生活
看，其依然有着符合民众生活需要
的现实意义。当然，这种需要重点
体现在精神生活与社会生活上。

拜月与赏月

与西方社会对太阳的崇拜完
全不同，中国人的许多节日都考虑
了与月亮的对应关系，中秋节是中
国人对月亮进行特别崇拜的节
日。中国传统文化对月亮情有独
钟，月亮始终是柔和与光明的象
征，人们在静谧的夜晚与月亮对
话，将月亮看作上天对人事的见
证，认为月亮能够带来人生的幸
福，这种人生与自然的和谐是中国
人所特有的情感。

中秋拜月习俗，今天虽存在于
局部地区，但已不广泛流行。月亮

在今天已失去昔日的神性光辉，月
亮神话成为愉悦精神的口头作
品。其实，古代拜月习俗，今天可
以进行有效转换利用，如果将虔诚
的叩拜变为一种特定的趣味化游
戏，拜月活动就可增添我们的生活
情趣。比如拜月祈福、拜月问姻
缘、拜月求平安等，可以作为一种
生活愿望的表达，在嬉戏中获得一
种心理满足。

中秋赏月是自古至今普遍流
行的节俗。“月到中秋分外明”，中
秋时节，秋高气爽，月光如水，人们
沐浴在洁净的月光中，获得身心的
愉悦。赏月是人与自然对话、沟通
的良机，也是实现人际关系协调的
有效途径。赏月节俗在今天尤有
意义。传统的赏月集中在亲人与
朋友之间，明月印证着亲情与友
情。在社会工作联系日益紧密、人
心却日渐疏远的今天，中秋赏月应
该成为凝聚大众的机缘。

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中秋是
青年男女相恋、缔结情缘的日子，

“走月亮”“踏月亮”，月光下的浪
漫，远胜于歌楼舞榭。

天上月儿圆，地下人团圆，人们
利用难得的秋天明月，素心对月，各
抒情怀。从近年流传的手机短信、
微信中不难看出，中秋这一特殊的
节日习俗已成为人们表达亲情、友
情的重要契机。一年一度的中秋
节，对于身处喧闹之中的都市居民
来说，是一次精神洗礼，人们在明月
照天的情境中，享受着回归自然的
乐趣。

共享秋收喜悦

“八月十五月正圆，中秋月饼香
又甜。”月饼与时令瓜果是中秋节令
食品，是秋收的果实，也是民间享受
节日亲情的又一重要物象。每逢中
秋，人们以家庭团聚的形式，分享这
些象征劳动成果的美食。

明清以来，民间社会中秋节馈
送月饼习俗流行，人们在相互馈送
月饼的过程中，融洽了亲友、邻里等
家族关系与社会关系。当代社会，
传统中秋节俗中保存最完整的是馈
送月饼的节俗，月饼成为中秋节的
象征，有的地方将中秋节称为“月饼
节”。旧时月饼多为百姓自家手工

制作，后来在城市出现了专业作坊，
月饼的制作走向专业化。商家巧妙
地利用节日的卖点，生产各式各样
的月饼，推销给千万家庭。

月饼的商业化给人们的节日
生活提供了便利，商家与媒体联手
的宣传也在相当程度上营造了现
代中秋节日的气氛，对于传统节日
来说，这种周期性的宣传活动是有
益的。但是，节日的商业化过程不
应该牺牲节日本身具有的多重文
化内涵，经济利益与社会利益应该
协调。传统节日的价值在于其能
凝聚民族、国家、社会的人心，不能
用纯粹的商业利益来衡量。我们
应该将月饼放在中秋节俗文化环
境中，让它充当精神的载体，而不
是仅为了满足口腹之欲，尽管品尝
月饼的美味也同样是重要的节俗
活动。中秋之夜，人们无论是相守
一处还是远隔千里，都可以在同一
时节、同一月光的沐浴下，共享象
征团圆的月饼，品尝新收获的瓜
果，分享亲情与友情。

在物质生活日益丰富的时代，
人们对物质享受的需要，已经不在

最紧要考虑的位置，取而代之的是
对精神生活的追求。其实这也是
我们传统中一向具有的，只是近年
来被有意无意地忽略掉了。而现
在，节日中的真情与意义正在民众
生活中回归。

团圆庆贺

团圆庆贺是中秋节俗的主旨。
天上圆月，人间团圆，圆满是人们希
冀的生活目标，团圆是中国人特别
追求的一种人伦境界。春节、元宵
节等节日都有不少节物表达着团圆
的意象。中秋在岁时节日中尤重团
圆，古代就称它为“团圆节”。

“人月两团圆”的意境对于中国
人来说，是一种生活中的理想。我
们在日常生活中往往不能真正地实
现这一理想，但中国人都怀有这样
一种心情，这种心情就通过节日习
俗来表达。圆润的中秋明月，就给
国人一种精神提示，以天上的圆月
来促进人事的团圆。古代中国有不
少征夫、商贾、官员、文人因为职责
或生计远离故土，中秋夜的圆月唤
起人们对团圆的向往、对亲人的思

念，“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当代社会，中国的人口处于大

流动、大迁移的状态，成千上万人离
开熟悉的故乡前往陌生的异地，人
们对故乡的依恋，可以从曾经流行
的一首《常回家看看》中体味。因
此，中秋节团圆习俗，以及利用这一
节俗表达一种思念的情绪，缓释游
子的乡愁，这在当代社会有中着十
分重要的生活服务价值。在中秋的
手机短信、微信中，说得最多的就是
团圆，有情人的私语，“玉兔，嫦娥，
桂树；美白，漂亮，芳馥。明月，清
风，十五；相思，团圆，遥祝”；有对亲
人的祝福，“一年中秋又来到，远在
他乡的我，心中只有一个信念——
祝家中的亲人们永远幸福安康”；由
家事想到国事，“月圆家圆人圆团团
圆圆，国和家和人和和气满堂。华
夏九州同祝福，中秋两岸盼团
圆”。当然，更多的人能够面对面
地享受到团圆的快乐，他们利用中
秋节日弥补平时因工作对家人在
情感上的欠缺，欢笑团圆，“月儿
圆，人团圆，举杯仰天遥祝：月圆人
圆花好，事顺业顺家兴”。

中秋节在历代文人墨客的描述
中可谓流光溢彩，在诗词歌赋之外，
读者还能从文学戏曲作品中觅得中
秋踪迹。除了借古喻今、借月抒怀，
其中更是涉及很多民俗风情的
描述。

赏月

残月如钩，银河倒泻，中庭无
人，有徘徊凄凉露下者乎？朝噶初
上，其色浑黄，树露未干，清芬犹吐，
俯首闲步，抵得春来惜花朝起也。

一友忽笑曰：“愈言愈无火药
味矣，今日宁可作此想?”又一友
曰：“即作此想，是江南，不是西蜀
也，实类于梦呓！”最后一友笑曰：

“君不忆抬头见明月，低头思故乡
之句乎？日唯贫

病是谈，片时
作 一 个 清 风
明 月 梦 也 不
得，何自苦乃
尔？”于是相

向大笑。
——节选自张恨水《月下谈秋》
抗战时期，张恨水蛰居重庆郊外

山村，创作小说之余，为《新民报》副
刊写了40多篇小品文。战时文人的
片刻遐思，浸透了传统文人的气质和
趣味，表现出超脱尘俗的意境。

赏月的风俗来源于祭月，严肃
的祭祀变成了轻松的欢娱。在唐
代，中秋赏月、玩月颇为盛行，许多
诗人的名篇中都有咏月的诗句。待
到宋时，形成了以赏月活动为中心
的中秋民俗节日，正式定为中秋
节。但宋人赏月更多的是感物伤
怀，常以阴晴圆缺，喻人情事态。或
洒脱，或感怀，此后，两种对月亮的
文学塑造手法延续下来。在传世的
大部分文学戏剧作品中，月亮已经
成为传统意义里对于故乡情感的一
个被模式化了的象征意义符号。值
得一提的是，到了近现代，鲁迅的小
说中大量写及月亮，其对月亮赋予
冷峻的生命力，达到了以此思考社
会人生的一个高峰。

送节

中秋前后是北平最美丽的时
候。天气正好不冷不热，昼夜的长短
也划分得平均……同时，那文化过熟

的北平人，从一入八月就准备给亲友
们送节礼了。街上的铺店用各式的
酒瓶，各种馅子的月饼，把自己打扮
得像鲜艳的新娘子；就是那不卖礼品
的铺户也要凑个热闹，挂起秋节大减
价的绸条，迎接北平之秋。

——节选自老舍《四世同堂》
老舍笔下的《四世同堂》，各色

人等荣辱浮沉、胡同街巷世态灰
暗。但适逢中秋，热闹的气氛与斑
斓的色彩暂时遮盖了灰暗的时局，

“色彩”正是体现在对人们给亲友送
节礼的描述上。

民间凡遇春节、端午、中秋等重
大节日，嫁出去的女儿携女婿，分家
另过的儿子携媳妇，带上礼物回家拜
望父母。八月节礼则是中秋节或提
前几天，主礼是月饼，也有鸭子、鱼
等。儿女离开时，父母也要回送一些
礼物。亲朋好友之间也在上述节日
期间互相拜节、送礼。该习俗现仍流
行，只是所送礼物随时代发展已有变
化。时值丰收时节，中秋节是一年当
中仅次于年节的馈赠大节，蕴含汉民
族注重回馈、孝道、亲情的主题。

耍兔儿爷

兔儿爷（唱）道地药材连饮片，
炮制丸散与膏丹。兔儿爷（白）吾乃

捣药仙翁兔儿爷是也。每日在这月
府之中，捣炼仙丹妙药。因为我每
日捣药，所以大家都称我为药铺里
掌柜的。今日闲暇无事，不免捣药
一回便了。兔儿爷（唱）人间到处瞎
胡扯，不信真来偏信邪。八月十五
中秋节，家家供我兔儿爷。

——梅兰芳编演《嫦娥奔月》
《嫦娥奔月》曾是戏剧大师梅兰

芳编演的一出古装歌舞戏，在第六
场中有兔儿爷、兔儿奶奶上场，归丑
行应工。兔儿夫妇在剧中插科打
诨，以长耳朵三瓣嘴为题讽刺旧社
会的人情习俗，颇耐寻味。

兔儿爷的起源约在明末。明人
纪坤的《花王阁剩稿》：“京中秋节多
以泥抟兔形，衣冠踞坐如人状，儿女
祀而拜之。”到了清代，兔儿爷的功
能已由祭月转变为儿童的中秋节玩
具。制作也日趋精致，有扮成武将
头戴盔甲、身披战袍的，也有背插纸
旗或纸伞、或坐或立的。旧时北京
东四牌楼一带，常有兔儿爷摊子，专
售中秋祭月用的兔儿爷。兔儿爷经
过数代民间艺人的大胆创造，已经
人格化了，这是传统佳节对于民间
手工艺的馈赠。如今，在北方地区，
兔儿爷的玩偶依然是孩童们喜爱的
传统玩具之一。

月饼起义
元代，中原广大人民不堪忍受统治阶级的残酷统治，纷

纷起义。朱元璋联合各路反抗力量准备起义，但朝廷搜查十
分严密，传递消息十分困难。军师刘伯温便想出一计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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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徐达
就攻下元大都，起义成功。

玄宗故事
相传唐玄宗与申天师及道士鸿都中秋望月，突然玄宗兴

起游月宫之念，于是天师作法，三人一起步上青云，漫游月
宫。但宫前守卫森严，无法进入，三人只能在外俯瞰长安皇
城。在此之际，忽闻仙声阵阵，唐玄宗素来熟通音律，于是默
记心中。这正是“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日后
玄宗回忆月宫仙娥的音乐歌声，自己谱曲编舞，创作了历史
上有名的“霓裳羽衣曲”。

吴刚折桂
相传月宫里有一个人叫吴刚，是汉朝西河人，曾跟随仙

人修道，到了天界，但是他犯了错误，仙人把他贬谪到月宫，
每天都砍伐月宫前的桂树，以示惩处。这棵桂树生长繁茂，
有五百多丈高，每次砍下去之后，被砍的地方又会立即合
拢。李白在《赠崔司户文昆季》一诗中写道：“欲斫月中桂，持
为寒者薪。”

中秋传说

中秋雅韵

八月十五日夜湓亭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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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夜
□杜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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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琵琶仙·中秋
□纳兰性德

碧海年年，试问取、冰轮为谁圆缺？吹到一片秋香，清辉了如雪。
愁中看、好天良夜，知道尽成悲咽。只影而今，那堪重对，旧时明月。
花径里、戏捉迷藏，曾惹下萧萧井梧叶。记否轻纨小扇，又几番凉热。

只落得，填膺百感，总茫茫、不关离别。一任紫玉无情，夜寒吹裂。□日报综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