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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节是我国最为重要的传统佳
节之一。一年有四季，每季又分孟、仲、
季三部分，节在秋季八月，故名“秋节”、

“八月节”、“仲秋”，八月十五正值三秋
之中，谓“中秋”；因为祭月、拜月节俗，
称为“月（亮）节”，此夜月色比平时更
亮，又谓之“月夕”。中秋是月圆人团圆
的佳节，也称“团圆节”，少数民族还有
其他多种称呼。中秋是一个劳作实践
与诗意栖居完美融合的节日，人们欢聚
团圆，品味月饼美食，赏月祭祀，庆贺丰
收，在清凉如水的月光之下，唤起的是
宇宙空旷与人心交感的美学意绪，也创
作出大量优秀的咏月诗词；它又是一个
温柔漫溢的节日，人们在明月照天的情
境中，素心对月，各抒情怀，享受着自然
的乐趣和亲情的温馨，这种人与自然的
和谐，体现了中国人独有的文化情怀和
精神诉求。

中秋节源于古老的月亮天体崇
拜。日月崇拜是原始宗教的重要内容
之一，“悬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周易·
系辞上》），中国古代很早就有祭祀日月
的宗教礼俗。日月在古人的观念中代
表着世界的两极，“日者，阳之主”，“月
者，阴之宗也”。《礼记·祭义》有云：“日
出于东，月出于西，阴阳长短，终始相
巡，以致天下之和。”因此，上古时代人
们以最隆重的君王之祭，来寻求日、月
的庇佑和启示。

“中秋”一词始见于《周礼》，早期仅
指秋季第二个月即八月。殷人已将日
月分称东母与西母，周代依据日月的时
间属性行朝（zhāo）日夕月祭礼，“为朝
夕必放（仿）于日月。”（《礼记》）唐人孔
颖达解释说，春分日早上在东门外祭
日，秋分日晚上在西门外祭月，因为秋

分时节太阳几乎直射月亮朝向地球的
一面，所以月亮看起来又大又圆。

祭月在上古作为季节祭祀仪式列
入皇家祀典、例行祭祀后，民间缺少了
祭月的消息。到了秦汉时期日月祭祀
仍为皇家礼制，民间祭月的习俗在典籍
中不见著录，更不用说出现以拜月为中
心的节日。

魏晋南北朝时期基本沿袭前代惯
例，隋唐以至明清历代都有秋分祭月的
礼仪（现在北京月坛公园就是明清祭月
的坛场），而且随着天文知识的丰富与
时代文化的进步，人们对月亮天体有了
较为理性的认知，月亮的神圣色彩明显
消褪。这时皇家也逐渐失去了对月神
祭祀的独占权威，月亮对一般平民来说
不再那样高不可及。晋代始有中秋赏
月之举，唐朝赏月更成为风行各地的时
尚行为。唐人精神浪漫、气象恢弘，亲
近自然，虽没有中秋节日，但文人们将
清秋明月视为可赏可玩的宇宙奇观，吟
咏中秋明月的华章丽句寻常可见，如张
祜《中秋玩月》：“碧落桂含姿，清秋是素
期。一年逢好夜，万里见明时。”秋月常
常引发人们感物怀人的情思，如白居易

“三五夜中新月色，二千里外故人心。”
（《中秋夜禁中独直对月忆元九》）

古代传承下来的月亮神话，这时也
出现了新的情节，月宫中除嫦娥、蟾蜍、
玉兔外，又添了一位据说因学仙有过被
贬谪而来的吴刚。从嫦娥偷吃不死仙
药、化为月精到吴刚被贬月中伐桂的传
说看，月神已由原始的宇宙主神演化为
具有道教色彩的神仙，月宫似乎是天地
之间的第三界。

在汉民族文化发展的历史上，礼仪
和风俗的演变在诸多领域皆呈现礼退

俗进的
趋势。隋唐时代的社会变化，逐渐激发
了民间在仲秋祭月时节的玩赏之风，赏
月之风和民间流传的祭月风俗逐渐合
流。由于民间信仰表达的相对灵活性，
人们并不需要刻意追求在秋分日祭月，
所以，最接近秋分点的一个满月日，遂
成为秋月祭赏之节最佳的选择，这就是
农历八月十五。

北宋太宗年间，朝廷正式下令将
农历八月十五定为中秋节，成为与秋
收庆祝相结合的全民性民俗节日，放
假一天。到南宋时，中秋赏月深入民
间，达到鼎盛，“万里无云镜九州，最团
圆夜是中秋”。正由于此，月光下的中
秋成为中华民族生活中一种特定的认
同、沟通和凝聚的方式，人与人之间、
现实与理想之间的情愫通过节日的桥
梁而得以尽情的释放。中秋是世俗欢
愉的节日，节前北宋东京“诸店皆卖新
酒”，市人纵酒度节；中秋夜，“贵家结
饰台榭，民间争占酒楼玩月。”（《东京
梦华录》卷八）。南宋杭州中秋夜更是
热闹，在银蟾光满之时，王孙公子、富
家巨室莫不登楼，临轩玩月，酌酒高
歌，“以卜竟夕之欢”；中小商户也登上
小小月台，安排家宴，“团圆子女，以酬
佳节”（《梦粱录》卷四）；市井贫民虽无
富户铺张的财力，可过节的愿望同样
十分强烈，“解衣市酒，勉强迎欢，不肯
虚度”。宋代中秋夜是不眠之夜，主管
治安的官员也取消了例行的宵禁，夜
市通宵营业，“闾里儿童，连宵嬉戏”，
玩月游人，达旦不绝。

中秋节中秋节，，天天涯此时共明月涯此时共明月
□ 张卫平

传统节日里的荆州⑨

月亮与中秋文化
——从天体崇拜到民俗大节

□ 李世桥（河南南阳）

一轮玉镜耀荆江，游子清秋念故乡。
试上南楼赊月色，思情万缕又倾觞。
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赏月的传统习

俗，源于远古时期的月亮崇拜，自唐开
始流传有“唐王游月宫”的故事和详尽
记载。宋代时明确为中秋节。其节庆
活动，包括祭月、供月、赏月、团聚和庆
丰年，酬农神、谢地母等。

说到中秋，荆州人最耳熟能详的就
是唐代诗人张九龄的“海上生明月，天
涯共此时。”1200多年前的一个中秋节
夜晚，被贬荆州的唐代宰相张九龄登
上江陵古城南楼向南远眺，但见一轮
皎月从天水一色的江面冉冉升起。明
月之下，巍峨的古城，浩淼无垠的荆
江，仿佛凝结成一幅格外动人的画卷，
一缕思乡之情由然而生，于是写下了千
古流传的诗句。

虽然，目前没有任何资料证明张
九龄是在荆州古城楼上写下这首《望
月怀远》，但他在贬为荆州长史时，经
常登“南楼”饮酒赋诗，留下了《登荆州
城楼》《登荆州城望江》《登郡城南楼》
等数十首诗作。其中，《登郡城南楼》
就告诉我们，他经常登上的城楼就是

“南楼”。因此，南宋荆州守将张栻为
缅怀张九龄将南门城楼更名为“曲江
楼”，并写信特邀朱熹作了《江陵府曲
江楼记》。同时，史书记载古荆江河段
主泓一再南移，直到唐代时江水都靠
近古城墙。那时，东堤街、西堤街就是
荆江大堤，护城河也一直连接着荆
江。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张九龄正
是在某年中秋夜晚登荆州城南楼，写
下了这首千古流传的诗篇。

其实，荆州一直就有中秋夜登城楼
赏月吟诗的习俗。梁元帝定都荆州古
城时，曾让人在城墙东北角上修建了一
座明月楼，常于中秋之夜与大臣们在楼
上赏月吟诗。后来，明月楼虽然毁于战
火，但文人骚客仍然爱在中秋之夜将登
上荆州城墙赏月吟诗。

俗话说：“每逢佳节倍思亲。”千百
年来，《望月怀远》引起了游子们中秋时
节对团圆的期盼、对故乡的思念的共
鸣。的确，中华文化是乡愁的“根”，中
秋节具有浓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承载着
人伦孝悌的血脉亲情和深沉厚重的家
国情怀。

中秋节源于远古月亮崇拜，在其形
成过程中，与楚人重视仲秋之节有关，
可追溯到战国时代楚人迎四仲之节气
的盛大庆典。战国时期，楚人有在仲秋
于水畔设帐和筑室水中，以便望月的习
俗。比如，屈原《九歌·湘夫人》中的“筑
室兮水中，葺之兮荷盖”与“与佳期兮夕
张”中的“佳期”，就是中秋。那时，楚人
于中秋时节在水中筑干栏式木房作为
迎歆湘夫人之所。《楚国风俗志》中说，

“在仲秋之夕于水畔设帐和水中筑房歆
享女性神衹，是构成后世较原始型的中

秋赏月、拜月习俗的几个基本因子”。
战国时期，楚王在荆州建都立国四百
多年，中秋节后期的定型、成熟化，与

“与荆楚故地文化、民俗的孕育，滋润
有关”。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农历八月一直
是望日的祈月节。在民间，历来称月亮
为月神、月姑、月宫娘娘、太阴月光神。
古诗词中则常常称之为嫦娥、婵娟、玉
盘、玄兔等等。因此，农历八月会有一
系列的祭月、供月和活动。后人逐渐充
实有关月亮的神话和传说，增加中秋节
从祭拜月亮祈祷农业丰收，到求子嗣，
吃月饼以庆贺家人圆聚等习俗。

祭月，是旧时江汉平原中秋节的一
个重要习俗，又称为“拜月”。中秋之
夜，人们在庭院里，摆上桌案，摆放月
饼、莲藕、板栗、水果等圆形食品。在明
月升起之时，大家望月膜拜，祭祀月神，
祀拜嫦娥。在大人们品茗赏月时，孩子
们则边吃月饼，边在大街小巷、房前屋
后奔跑舞蹈，玩舞流星香球。流星香
球，是在柚子上插满点燃的神香，然后
用一根短竹竿插入柚子中，握在手中舞
动，如流星闪烁。相传，中秋之夜小孩
舞流星香球，可以求月神保佑平安成
长。荆楚还有中秋之夜“送子摸秋”的
习俗。民间认为，送子娘娘于每年中秋
下凡，一些已婚尚未生育的妇女便乘夜
去偷摘瓜果，如果“偷”到瓜果未被发
现，便预示即将得子。

“陌上相逢尽楚腰，凉州一曲写吴
绡 。 弦 拨 尽 南 湖 月 ，更 与 唱 歌 到 板
桥。”明代“公安三袁”之一的袁宏道，
曾在《沙市竹枝词》中记述了沙市民众
中秋泛舟玩月、踏月、走月亮时的情
景。在江汉平原，历来就有过中秋吃月
饼、祭月、赏月、拜月、赏桂花、饮桂花酒
等习俗。荆州传统名特食品“三楚月
饼”，源于五代十国时期，距今已有
1000多年的历史。而在洪湖，旧时渔
民过中秋节，还有用“发饼”祭月、赏
月的习俗。这种发饼，无馅，外形
与月饼差不多。史志记载，元
朝末年洪湖黄蓬渔民领袖
陈友谅为推翻元朝统治，
暗中联络起义渔民，将
八月十五的起义日
期包在发饼内，巧
妙地避开了统治
者检查。后来，
陈友谅在江州称
王后，命人做了
很 多 发 饼 ，赠
给家乡渔民于
中秋节食用。
由此，发饼也
成为洪湖中秋
节特有的应节
糕点。

“闻赤松之

清尘兮，愿承风乎遗则。”《楚辞·远游》
和《离骚》中的相关记载告诉我们，中秋
节厌疾和采月露两个习俗，最早也产生
于楚地。《荆楚岁时记》中非常明确地
说：“八月十四日，民并以朱水点小儿头
额，名为‘天灸’，以厌疾。又以锦彩为
眼明囊，云赤松子以八月囊承柏树露，
为宜眼。”天灸，又名“吉祥点”。旧时，
荆州“天灸日”时，要用“朱水”在小儿额
头上点一个圆点，以避邪祛疾，称之为

“天灸”。时至今日，荆州仍流行喜庆吉
日在孩子额头眉心处用胭脂点上圆圆
的红点。同时，八月十四早上，荆州民
间还时兴用眼明囊盛取百草上露水洗
眼，并将眼明囊作为礼物互相赠送。相
传，这样可以使人眼睛明亮。古时，有
一位叫邓绍的人，在八月初一早上在山
上采药，见一小孩手持五彩囊接取柏树
叶上的露水,邓绍问他取露水干什么,
小孩说:“赤松仙人取以明目。”说完便
不见了。后来，民间便演变成用眼明囊取
露水洗眼之习俗。民俗专家认为，南朝梁
代荆楚民众专门用“承柏树露”洗眼，是先
秦楚俗的一种变型的遗存。据清代《三辅
故事》记载，汉武帝受楚国故俗影响，常
在八月进行饮露食玉的求仙活动。

“满月飞明镜，归心折大刀。”在中
国传统文化中，月亮代表着合家团圆，
赏月便一直成为中秋必不可少的、最为
重要的活动。因此，唐代诗人杜甫便用
象征团圆的明月，来反衬自己漂泊异乡
的羁旅愁思，道出了游子心底最深情的
呼唤——“月是故乡明”。中秋之夜，让
我们登上荆州古城曲江楼上，与唐代诗
人张九龄在相同的地方与意境之中，望
月怀远，一起沉醉于“海上生明月”壮美
浩荡的美景之中，感怀“天涯共此时”千
古同斯的感喟情怀与浓浓乡愁。

中秋之月，宛如一位圣洁女神，高悬
天际，洒下银辉，照亮尘世喧嚣，也抚慰着
人们的心灵。在古代诗歌的璀璨星空中，
中秋月更是一颗耀眼的明星，承载着诗人
们无尽的情思与感慨。而当中秋月与历
史悠久的荆州相邂逅，便交织着浓郁的情
愫。笔者简析几首相关名作，以飨读者。

抒发感慨：孤独中的浪漫情怀
李白的《月下独酌》极具艺术魅力，展

现了李白诗歌的浪漫主义风格和他的人
格特征，成为中国古代诗歌的经典之作。

中秋月代表着光明。当时的李白，政
治理想不能实现，心情孤寂苦闷。“花间一
壶酒，独酌无相亲。”身处花丛，却无人相
伴，唯有自斟自酌。现实中的李白没与黑
暗同流合污，而是追求自由，向往光明。
这首诗以月与酒为寄托，抒发自己内心的
情感。

全诗的经典名句是“举杯邀明月，对
影成三人”。诗人突发奇想，将天边的明
月和自己的影子拉来，与自己一起构成

“三人”共饮场景，想象大胆而奇特。在诗
人的精神世界里创造了一场独特聚会，体
现出丰富想象力。

李白以诗为媒，将中秋月的清冷与孤
独转化为浪漫情怀。“月既不解饮，影徒随
我身”，明月虽不能解酒中之意，影子也仅
默默相随，但诗人却在孤独中找到了乐
趣，与明月、清影共度良宵，这正是李白式
的浪漫。“永结无情游，相期邀云汉”，则展
现了诗人超脱尘世的理想追求。毋庸赘
言，《月下独酌》不仅是一首描绘中秋月的
佳作，更是一曲孤独中的浪漫之歌。

寄托情思：念想中的家国情怀
杜甫的《月夜忆舍弟》，在中秋月的

映照下，尽显思念中的家国情怀。这首
诗以其深沉的情感、精湛的语言和独特
的艺术特色，在中国古典诗歌中占据了
重要地位。

这轮中秋月，不仅照亮了诗人的思念
之路，更是映照出那个时代的沧桑与苦难。“戍鼓断人行，边
秋一雁声。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战乱之中，孤雁鸣
叫，白露时节，明月皎皎，却唯有故乡之月最为明亮。那轮
中秋月，成为诗人心中对故乡、对亲人念想的寄托。

中秋月象征着团圆。在动荡的岁月里，中秋
月见证了诗人的无奈与牵挂。“有弟皆分散，无家

问死生。寄书长不达，况乃未休兵。”这首诗承
载着杜甫对家人的眷恋，对和平的渴望，对

国家命运的忧虑。中秋之月，因杜甫这
首诗，有了更深刻的意义，成为思念与
家国的象征，永远铭刻在古代诗歌的
璀璨星空。

心灵慰藉：
豁达中的人生感悟

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
时有》，是一首经典之作，它不
仅表达对亲人的思念、对人生
无常的感慨，也展现了豪放
洒脱、旷达乐观的人生态度，
以其深邃的意境、丰富的情
感和豪放的语言，赢得了历
代读者的喜爱和赞誉。

丙辰中秋，皓月当空。
“ 明 月 几 时 有 ？ 把 酒 问 青
天。”苏轼这一问，穿越了时
空的界限，直击宇宙之奥秘，
人生之无常。苏轼以月为友，
借酒抒怀，展现了超脱物外的
精神追求。他欲乘风归去，却又

恐琼楼玉宇之寒，这一矛盾心理，
正是他对现实与理想、人间与仙境

之间复杂情感的真实写照。
这首词是苏轼仕途失意的心灵独

白，也是对生命本质的深刻思考。“人有
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苏

轼以月喻人，将人生的悲欢离合融入自然之
变化中，表达了对人生的感悟。但他并未沉溺于

离愁别绪，而是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美好
祝愿，展现出豁达乐观的人生态度。

梦想追求：寂寞中的孤独思考
李商隐脍炙人口的《嫦娥》，在中秋月的陪伴下，展开了

一场深刻的哲理思考。这首诗借助神话传说的力量，具有
丰富想象力和艺术价值，成为中国古典文学中的瑰宝之一。

在中秋月下，诗人如嫦娥一般，独自思索着人生的孤独
与无奈。“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营造出一种
清冷孤寂的氛围，仿佛整个世界都沉浸在寂静之中。而在
这寂静中，嫦娥独自守在月宫，忍受着无尽的寂寞。

中秋月见证嫦娥的孤独，也引发诗人对孤独的研讨。
“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嫦娥因偷食灵药而飞
升月宫，虽获得了长生不老，却也陷入永恒的孤独和悔恨。
中秋月不仅是自然美景，更是诗人内心孤独的映照，也反映
了诗人对自由和宁静的向往。

荆州情愫：遥望中的美好祝愿
张九龄的《望月怀远》，在中秋月的映照下，蕴含着浓浓

的荆州情愫。当时张九龄被贬荆州，身处异乡，远离政治中
心，中秋之夜站在荆州古城南楼上，仰望明月，遥对远方的
亲人和朋友，心中涌起深深的思念之情。

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成为史上咏中秋月诗
歌名句中的名句。在荆州大地上，人们仰望这同一轮明
月，思念着远方的亲人。即使相隔千里，此刻也仿佛近在
咫尺。那轮中秋月，成为了连接彼此的纽带，传递着相互
的惦记。

中秋之夜，难以入眠。“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长夜
漫漫，人们心中满哀怨。但这份哀怨中，又饱含着对远方之
人的眷恋。“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不堪盈手赠，还寝梦
佳期。”月光虽美，却无法捧在手中送给远方人。唯有带着这
份牵挂，进入梦乡，期盼着与亲人相聚的美好时刻。

千古中秋月，照亮了诗人的心灵，也照亮了读者的人
生。在中秋佳节良宵，我们仰望那一轮明月，品味古代诗
歌中的中秋月之美，感受着中华民族的文化魅力，真是无
比美妙。

金风辞笔写中秋

中秋吟
□ 清芬（河北唐山）

忧思缱绻倚窗前，斗转无声月又圆。
碧海千波摇桂影，红尘万户仰婵娟。
应知羁旅如新酝，算有清光似旧年。
遥夜枝头生玉露，虫吟几度怎堪眠。

中秋歌
□ 孙斌

吟句怀人叹景光，岭南漠北共时康。
九州礼乐今宵月，万里升平此夕长。
绿蚁盈杯浮桂色，红颜满坐散花香。
凭窗纵揽楚风韵，胜概由来属故乡。

中秋抒怀二首
□ 张虎垠

一
夜似醇醪月似樽，花前满酌邀星辰。
从今一谱心灵曲，携我乘风上彩云。

二
月约群星会此时，蟾宫桂酒助神思。
豪吟潇洒嫦娥舞，狂草迷离玉兔驰。
诗运欣然逢盛世，文坛早已奠宏基。
创新何处辟新境，直上银河标锦旗。

中秋思
□ 李本柏

三秋恰半桂香时，彼此天涯梦里思。
吾恨凡尘霜降早，君嫌海上月圆迟。

西江月·秋之月
□ 熊梅珍

入夜冰轮闲挂，连天丹桂频摇。
蟾宫玉兔影寥寥，捣药声声萦绕。
白露泠泠大野，金风飒飒重霄。

云飘月舞动生箫，缱绻痴情未了。

月到中秋
作者：黄文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