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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喜人间好时节

责任编辑/周敏娴传统节日里的中国

月明万古 家国千秋

袁瑾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农历八

月十五中秋节，是我国重要的传统节日

之一，它寄托着国人企盼团圆的愿望，承

载着思乡归土的真情。中秋节别称众

多，因其时值三秋之中，俗称仲秋节、八

月节、八月半等；又因节事活动多围绕月

亮进行，也叫月夕、拜月节、追月节、玩月

节、团圆节等等。

春分祭日秋分祭月，中秋节的起源

可以追溯到古人祭拜月神的活动。《周

礼 · 春官》记载周代已有“中秋夜迎寒”

“中秋献良裘”“秋分夕月拜月”的活动。

《尚书 ·尧典》中也有“宵中星虚，以殷仲

秋”的记述。《礼记 ·月令》记曰：“是月也，

养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饮食。”彼时每到

八月中，官府便派人前往各家慰问老人，

并送去手杖、坐凳、食物等礼物以示关

爱。此后，汉代在立秋或中秋之日亦有

敬老养老活动。东晋时开始流传南京

“牛渚玩月”的典故。相传李白游抵金陵

得知此事，赋诗感叹：“昔闻牛渚吟五章，

今来何谢袁家郎？”诗罢遂登城西（水西

门附近）孙楚酒楼“玩月达曙”。不过彼

时中秋赏月并不普遍，还未成俗。

中秋节作为一个民俗节日大约形成

于唐宋之际。唐代文人多沿袭前代仲秋

望月吟诗的传统，也有八月十五玩月吟

诗的喜好。不过于普通百姓而言，中秋

尚未引起他们过多的兴趣。宋代随着商

品经济的发展，赏月之风便加入了更多

的市井欢娱气息，并逐渐成为普通民众

饮宴行乐的大众节日了。北宋《东京梦

华录》记载：“中秋夜，贵家结饰台榭，民

间争占酒楼玩月。丝篁鼎沸，闾里儿童，

连宵嬉戏。夜市骈阗，至于通晓。”到了

南宋嘉泰三年（1203年）《庆元条法事

类》在“假宁格”增加了中秋休假一天的

规定。至此中秋节作为全国性节日的性

质和地位得到了官方确定。

宋代文化昌盛，以“郁郁乎文哉”而著

称。宋人饮宴好填词，出现了不少以“中

秋月”“中秋玩月”“中秋赏月”为题的中秋

词。词人直抒胸臆，表达对中秋的偏爱，

佳句迭出，比如“露下天高，最是中秋景

胜”（杨无咎《殢人娇 ·曾韵寿词》）、“佳月

四时有，举世重中秋”（李曾伯《水调歌头 ·

佳月四时有》）、“最好中秋秋夜月”（朱敦

儒《临江仙其四》）、“不比寻常三五夜，万

家齐望清辉”（郑无党《临江仙 ·不比寻常

三五夜》）等等，可见喜爱之深。宋词中的

中秋既有浓郁的民俗气息，又带着隽永的

情感与纯净清雅的美感。

“十二度圆皆好看，就中圆极在中

秋”。中秋月圆皎洁，花好月圆人欢，秋

夕带着几分浪漫与灵动，是充满热闹喜

乐的狂欢节日。宋人生活讲究精致格

调，节日里望月怀远、团圆叙旧，吃月饼、

赏桂花、玩花灯十分热闹。此番欢愉与

热烈的场景在词中亦多有描述。朱敦儒

的《水调歌头 ·和董弥大中秋》描写了人

们争相赏月、奏乐宴享的生动情景。词

云：“偏赏中秋月，从古到如今。金风玉

露相间，别做一般清。是处帘栊争卷，谁

家管弦不动，乐世足欢情。”文人墨客、市

井小民无不投身其中，言笑晏晏、别有意

趣。达官贵人、文人墨客相聚筵席，觥筹

交错之间，但见“金鸭香炉起瑞烟。呈妙

舞开筵。阳春一曲动朱弦。斟美酒泛觥

船”。（晏殊《燕归梁 ·金鸭香炉起瑞烟》）

“金鸭香炉”、曼妙的歌舞、美酒佳肴，构

成了一幅中秋宴会图景的典型意象。此

时，“簪缨”之家，高官显贵满座，且听“正

歌吹瑶台”，但看“舞翻宫袖”，只闻“玉笛

横空，更听彻、裳霓三奏”，大醉方休。（曾

觌《燕山亭 ·中秋诸王席上作》）还有扬无

咎《卓牌子 ·中秋次田不伐韵》“流素月、

寒光正满。楼上笑揖姮娥，似看罗袜尘

生，鬓云风乱”之句。如此欢畅，难怪曹

勋要感叹“虽桂华飘下，玉轮移影，归兴

犹未。待继日同宴赏，听秘乐、广寒宫

里。”（《尾犯 ·中秋》）颇有几番意犹未尽。

中秋时节天气转凉，秋高气爽，碧空

如洗，苍穹清澈，最宜赏月。亲友相聚望

月兴叹、举杯邀月、畅饮吟诵，好不风

雅。此时“皓月浮空，人尽道，端的清圆

如璧。丹桂扶疏，银蟾依约，千古佳今

夕”（李纲《念奴娇 ·中秋独坐》），意象明

洁，一派清空高远之美。对此汪梦斗赞

叹道：“寻常一样窗前月，人只看中秋。”

（《人月圆 ·寻常一样窗前月》）京镗的“明

月四时好，何事喜中秋。瑶台宝鉴，宜挂

玉宇最高头”写出了一番月华流转的皎

然之气。（《水调歌头 ·明月四时好》）晏殊

的“十轮霜影转庭梧，此夕羁人独向隅”

（《中秋月》）则抓住光影变化勾勒了月夜

的皎洁与静谧，将羁旅之人的孤独与思

乡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当然并非每一个中秋都是天公作

美、皓月银辉，宋词中亦多有雨遮云盖不

见明月的情形描写，如刘辰翁《酹江月 ·

中秋待月》便直写“无月”，发出了“谁料

尊中无月”的感叹。面对此情此景，望月

之人心中不免遗憾。辛弃疾《一剪梅 ·中

秋无月》写道：“忆对中秋丹桂丛，花在杯

中，月在杯中。今宵楼上一尊同，云湿纱

窗，雨湿纱窗。”起首入题，回忆去年中

秋，皓月碧霄、丹桂飘香、把酒赏月，怡然

自得；后转入“今宵”三句，却是雨夜潇

潇，不见明月，曲笔书写悠悠寂寥之情。

若是中秋当日碰上晨间落雨，便也只当

“残雨如何妨乐事，声淅淅，点斑斑”，待

到晚间雨止，圆月升空，又是一番杯酒相

延。（陈著《江城子 ·中秋早雨晚晴》）面对

中秋无月，词中表达的还是期待与希

翼。刘辰翁有《霜天晓角 ·中秋对月》一

首：“乌云汗漫。浊浪翻河汉。过尽千重

魔障，堂堂地、一轮满。秋光还又半。檐

声初漏断。不管满身花露，已办著、二更

看。”全词由“汗漫”入手，描写当日夜空

乌云翻滚的沉重压抑之感，一轮圆月终

是“过尽”重重阻挡，破云而出，将月光遍

洒大地。直到此刻，待月之人才觉花重

露湿，已然夜深。与之相应，朱敦儒的

《如梦令 ·莫恨中秋无月》有“莫恨中秋无

月。月又不甜不辣”之语，道出词人心中

萦绕的盼月之情，颇有童趣。

月升月落、阴晴圆缺，本是自然之

理，但对易感多思的文人而言，却是一个

触发内心情感，沟通物我共鸣的重要途

径。不同于唐诗中的兀自揣测，宋词中

对月之盈亏的探问，采用“问”“试问”的

方式直接向明月或月中嫦娥寻求解答。

如谢薖在《减字木兰花 ·中秋》中便向嫦

娥发问，“试问常娥。底事清光此夜

多”。问的是今夜月光为何如此明亮，流

露的却是对月色的喜爱。京镗在《贺新

郎 ·试与姮娥语》中也“试与姮娥语。问

因何、年年此夜，月明如许”。言词质朴

而直观。

从月圆美景联想到盈亏变化，进而

触发内心对自然、生命的体悟，反映在

宋代中秋词中的是词人强烈的个体生

命意识观照。词作中“天易阴晴，人多

哀乐”（陈德武《踏莎行 · 雾失南楼》）的

感慨比比皆是，词人往往将世事无常的

慨叹寄托于一轮明月之上。譬如苏轼，

即便与胞弟苏辙久别重逢、共赏秋月，

但仍然发出了“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

明年何处看”的哀伤与感喟（《阳关曲 ·

中秋作》）。辛弃疾在《满江红 · 中秋寄

远》中“叹十常八九，欲磨还缺”，说的是

人生不如意之事十有八九，就像天上的

月亮总是有亏缺。还有范成大“圆缺晴

阴，古今同恨，我更长为客”（《念奴娇其

一》）；程大昌“圆处应无恨，君胡不自

聊”（《南歌子 · 每月冰轮转》）；叶梦得

《念奴娇 ·洞庭波冷》“回首江海平生，漂

流容易散，佳期难寻”等等。汪梦斗《人

月圆 · 寻常一样窗前月》则以“少年”对

比今朝，词云：“一奁明镜，能圆几度，白

了人头。良辰美景，赏心乐事，输少年

游。”真正是岁月不居，时光荏苒，缠绵

哀婉，令人动容。

秋月多哀思，两宋之际，国家动荡，

身处离乱的词人，中秋之景触动的不仅

是个人的人生感悟和悲欢离合，更承载

了山河破碎、家园难安之下深重的家国

情怀。王沂孙《眉妩 ·新月》有“千古盈亏

休问。叹慢磨玉斧，难补金镜”之语，借

咏新月以寄托对心中祈盼殷殷的忧思。

宋词中的中秋月下之景弥漫着纯净

清雅的意味，月华如水、万川映月、千里

澄澈，浮世喧哗在流泻于天地之间的月

光中涤荡澄清。正是“素月分辉，明河共

影，表里俱澄澈”。（张孝祥《念奴娇 ·过洞

庭》）此句与赵以夫《桂枝香 · 四明中秋》

里的“青霄望极。际万里月明，无点云

色。一片冰壶世界，水乡先得”有异曲同

工之妙，天地间上下天光，一片空明澄澈

的冰壶世界。向子諲《洞仙歌 · 中秋》的

“碧天如水，一洗秋容净。何处飞来大明

镜。谁道斫却桂，应更光辉，无遗照，泻

出山河倒影”，写出了一幅碧空悠远的仙

境，给人积水空明、美轮美奂的澄静之

感。月华素洁，最易勾起离人之思。何

梦桂在《忆秦娥 ·伤离别》中“伤心长记中

秋节”，慨叹“那知今夜，月圆人缺”，情深

义重却无奈分离。周紫芝在《水调歌头》

中也借中秋月寄托对亲友的怀念，写道：

“濯锦桥边月，几度照中秋。年年此夜清

景，伴我与君游。”

千百年来，这一轮圆月满载着人们

浓浓的归乡情结，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

中对亲情人伦的重视与对乡梓故园的

守望。苏轼在那首脍炙人口的《水调歌

头》“明月何时有”的题后小记中写道：

“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

兼怀子由。”这首词作于1076年中秋。

此时，苏轼与弟弟苏辙（子由）已经有四

年没有见面了。苏氏兄弟二人手足情

深，初入仕途时便誓言“功成身退，夜雨

对床”。然而这个中秋团圆夜里，苏轼

却因与主持变法的王安石政见相左，自

求外调知密州，孤人羁旅、前途未卜、心

头愁苦，千言万语更不知与谁说。于是

杯酒助兴、挥毫写下了“人有悲欢离合，

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

久，千里共婵娟”的千古名句，将人间

世、人间情与皎皎空中月并举。全词意

境豪放而阔大，情怀乐观而旷达、节奏

舒朗而明快，历来为人们所称道。难怪

南宋胡仔在《苕溪渔隐丛话》对之盛赞，

以为“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

余词尽废”。同样是感叹别离，辛弃疾

《满江红 · 中秋寄远》更显几分乐观，词

云：“把从前、离恨总成欢，归时说。”想

来中秋夜的期待终将成为“离人”的团

圆，离别的遗恨也将变为相聚的欢乐。

另一首田为的《江神子慢 · 玉台挂秋月》

有“落尽庭花春去也，银蟾迥，无情圆又

缺。恨伊不似馀香，惹鸳鸯结”。将情

人的相思融于花前月下的意象，温情脉

脉、欲说还休。蔡伸的《苍梧谣 · 天》直

接发问：“天！休使圆蟾照客眠。人何

在？桂影自婵娟。”月宫中桂花树影斑

驳，空自婆娑，却不见伊人清影，此句一

出尤见“离人心上秋意浓”。

以月抒怀，亘古不绝。《诗经 · 陈风 ·

月出》描写了一位月光下的美丽女子，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纠兮，劳心

悄兮”，朦朦胧胧、缠缠绵绵，别具一格。

南朝谢庄《月赋》由月夜之清丽景色引出

种种情思，感叹岁月流逝，再致伤远之

意，情思绵邈。由此这一轮圆月又岂是

普通的物象，千百年来不断被寄予了种

种遐思。然而宋词中的这番寄情千里

光、漂泊零落身，却“别是一番滋味在心

头”。蔡伸感叹“节物伤羁旅，归程叹滞

留”（《南歌子 ·远水澄明绿》）；游次公“吟

咏凄凉翻有恨，谅知音、人远空追忆”

（《贺新郎 ·月夜》）；还有陈三聘“此夜漂

泊孤篷，短歌谁和，自笑狂踪迹”（《念奴

娇 ·水空高下》），月夜之下，孤舟漂泊，寂

静无声，词人独自吟唱短歌，孤寂之下，

却只能以“狂踪迹”自嘲，未尝不是对人

生无常的感慨。

刘辰翁则在词作中屡次提及“北望”，既有

“看取大江东去，把酒凄然北望”（《水调歌

头 ·夜深未能睡》），又有“只是今朝北望、

也凄然”（《虞美人 · 壬午中秋雨后不见

月》）。张元干的《水调歌头 ·和芗林居士

中秋》描写了“老来长是清梦，宛在旧神

州”的伤感梦境。朱敦儒一首《浪淘沙 ·圆

月又中秋》叹道：“圆月又中秋。南海西

头。蛮云瘴雨晚难收。北客相逢弹泪坐，

合恨分愁。无酒可销忧。但说皇州。天

家宫阙酒家楼。今夜只应清汴水，呜咽东

流。”宋代中秋之词所寄予的易代之感、国

破之悲往往由眼前事、心中感引发，行文

中虚实相映，笔墨挥洒间意蕴沉郁。巨大

的动荡感与破碎感使得词人在面对阴雨

蔽月时，难免更加触景生情，仿佛不能穿

云而出的不是一轮圆月，真正被压抑的是

对“王师北定中原日”的渴望与企盼。

中秋词中体现的人间世、人间情是

词人由节日之景引发的情感深入和延

续，是对自身观照的生命意识与社会责

任，那么进一步由望月而生的离尘出世

之感则指向了个体对更加宏大的时空与

未知的探索与遐思，以此寻求心灵与身

体的安置之处。辛弃疾《木兰花慢 ·可怜

今夕月》模仿“天问”赋词：“可怜今夕月，

向何处、去悠悠？是别有人间，那边才

见，光影东头？是天外、空汗漫，但长风

浩浩送中秋？飞镜无根谁系？姮娥不嫁

谁留？谓经海底问无由。恍惚使人愁。

怕万里长鲸，纵横触破，玉殿琼楼。虾蟆

故堪浴水，问云何玉兔解沉浮？若道都

齐无恙，云何渐渐如钩？”全词通篇设问，

编缀有关月亮的神话传说，充满想象的

天真烂漫与对未知的探索，可谓神妙。

“满载一船明月，平铺千里秋光。”（张

孝祥《西江月》）宋词中的秋色明月，蕴含

了欢悦的节日景象，亦承载着相思怀远、

羁旅愁绪与爱国情怀。月之盈亏中，词人

油然而生的人生联想与哲理之思，则将中

秋的意境带向更为高远的天地澄明宇宙

苍穹。

（作者为杭州师范大学教授）

▲宋朝马远《月下把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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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丁观鹏

《拜月图》（局部）

寄情千里忆故人

明月秋风万古情

在宋词中品味中秋

▲清代袁耀《汉宫秋月图轴》（局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