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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学富

中秋节是我国四大传统节日之
一 ， 起源于上古时代 ， 普及于汉

代， 定型于唐朝初年， 盛行于宋朝
以后。 中秋佳节也正值收获秋实的

季节 ， 家家户户都要置办佳肴美

食， 分享丰收的喜悦； 把盏赏月，

庆贺亲人团圆 ， 寄托怀乡思亲之

情， 从而形成了祭月、 赏月、 吃月
饼、 饮桂花酒等习俗。

古时候， 文人写诗作词， 常常以玉兔代

表月亮。 苏轼有“定知玉兔十分圆， 化作霜

风九月寒” 的诗句； 辛弃疾亦有“著意登楼

瞻玉兔， 何人张幕遮银阙” 的吟唱。 清代画

家蒋溥所绘的 《月中桂兔图》 就取材于中秋

节的故事。

《月中桂兔图》， 纸本， 设色， 纵 99.3

厘米， 横 43.5 厘米。 蒋溥 （ 1708—1761

年）， 字质甫， 号恒轩， 江苏常熟人， 出身

于官宦家庭， 雍正八年二甲第一名进士， 官

至东阁大学士兼户部尚书。 既是乾隆时期的

朝中重臣， 又是蒋派花鸟画艺术的重要代

表。

此图表现的主题是圆月、 桂树、 玉兔。

圆月以墨笔绘就， 冷月清辉， 倾洒人间； 桂

树的干、 枝、 叶也采用墨笔， 其花以橘黄色

点染， 似有花香飘出， 为寒月宫增添了几许

暖意； 玉兔以干笔写皮毛， 焦墨点睛， 静卧

在草丛之中， 憨态可掬， 活泼可爱。 此图让

人联想到玉兔、 桂花、 明月之间的关系以及

美丽的民间传说。 画的右上部为乾隆皇帝的

题诗： “秋暖无端迟桂芳， 缀枝初折几苞

黄。 玉 静守冰轮朗， 画出人间满意凉。 戊

寅中秋御题。” 接着就是蒋溥的和诗： “宸

襟拈句发清芳， 惭愧濡毫数点黄。 恰遇山庄

开寿宴， 兔轮初上碧天凉。 臣蒋溥恭和。”

从乾隆题诗落款可知， 此图的创作时间是乾

隆二十三年 （1758 年） 中秋节， 从蒋溥的

和诗可知作画的地点是在承德避暑山庄。

乾隆皇帝的生日是农历的 8 月 13 日，

与 8 月 15 日的中秋节只隔一日， 因此， 乾

隆帝在山庄谕旨曰： “八月十三上万寿节，

皇太后行宫行礼， 御澹泊敬诚殿扈从王公大

臣行庆贺礼， 上奏皇太后于卷阿胜境侍膳，

此王公大臣等宴凡三日。” 也就是说万寿节

和中秋节连在一起放假三日庆贺。 每一年乾

隆皇帝的寿辰和中秋节， 乾隆帝都要在避暑

山庄举行月供活动， 在烟波致爽殿院内摆月

供时， 有供品二十八种。 祭拜之后就是赏

月、 观灯、 品尝内廷制作的月饼， 连日筵

宴， 热闹异常， 而且， 连同北京至承德 300

多里间的道边树木上也披红挂彩， 装饰一

新。 就是在寿宴期间， 蒋溥现场作了 《月中桂

兔图》， 以示祝贺。 乾隆帝乘兴在画上题诗一

首， 于是大臣们纷纷作和诗。

此画最大的特点是诗书画巧妙配合， 将月

中玉兔、 桂树的优美传说演绎得美轮美奂， 烘

托了中秋主题。 除了乾隆帝和蒋溥的诗外， 画

的左上方为刘统勋的和诗： “蕊珠颗颗领秋

芳， 风露连宵色染黄。 驻景不烦寻玉杵， 冰轮

影现永清凉。” 画的下部右侧为董邦达的和诗：

“广寒高处落秾芳， 颖暎金枝浥露黄。 正是敷

天开寿域， 重轮无际一天凉。” 中间偏下为刘

纶和诗： “一株玉宇领巌芳， 顾腹祥占抱珥

黄。 天咏题成广寒谱， 云璈合与奏新凉。” 左

侧为介福和诗： “玉兔爰爰守桂芳， 金波湛湛

着花黄。 普天恰祝如恒寿， 风露先披上苑凉。”

刘统勋、 董邦达、 刘纶、 介福均为朝中大

臣， 董邦达兼有官员和书画家两重身份， 刘纶

擅古文辞， 亦能诗。 君臣在传统的中秋节诗书

画唱和， 体现了君臣和谐， 关系融洽， 表现了

君臣以特殊形式欢度中秋良宵的闲情雅致， 也

折射出乾隆盛世的文化气象。

海上生明月 天涯共此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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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溥 《月中桂兔图》

清代著名画家任伯年自幼漂泊上海等

地， 每到年节思乡之情便油然而生， 所以

在春节和中秋节， 他喜画一些“清供图”，

以表达悠悠的乡愁。 1890 年中秋节， 年

届 50 的任伯年早已蜚声上海画坛。 他在

豫园的寓所摆开几案， 置放月饼和一些瓜

果， 听秋虫声声， 闻桂香缕缕， 举杯邀

月， 啖饼赏月。 每逢佳节倍思亲， 心底泛

起缕缕乡愁， 他要用画作抒发自己的情

怀， 画了一幅“清供图”， 名曰 《中秋赏

月图》。 画面上皓月当空， 清辉一片， 竹

影婆娑， 块石之上置青瓷盘， 月饼、 葡萄

和嫩藕历历可见。 圆月和月饼象征着团团

圆圆， 翠竹寓意“竹报平安”。 第二天，

任伯年意犹未尽， 又创作了一幅 《中秋景

物图》。 画面上月光如银， 朱磦色圆盘中

除月饼、 嫩藕外， 还有石榴、 丹橘等鲜

果。 果盘下方绘了一只蹲坐的白兔， 红色

点睛之笔熠熠有神。 更增添了中秋的诗意

和韵味。

从任伯年的两幅“清供图” 上可见，

月饼、 莲藕以及鲜果等都是中秋节必备的

美食。

月饼是古代中秋拜祭月神的供品， 以

祈求家人平安、 吉祥如意。 自唐代始， 吃

月饼成为中秋节节日食俗， 象征着团圆和

睦。 北宋时在宫廷内流行， 后流传到民

间， 当时俗称“小饼” 和“月团”。 苏东

坡有诗云： “小饼如嚼月， 中有酥和饴”。

明清时期， 中秋吃月饼成为民间的普遍习

俗。 明人田汝成辑撰的 《西湖游览志馀》

记载： “八月十五日谓之中秋， 民间以月

饼相遗， 取团圆之义。” 后来， 月饼与各

地饮食习俗相互融合， 逐渐发展出广式、

京式、 苏式、 潮式、 滇式等种类， 被中国

南北各地的人们所喜爱。

中秋节正是鲜藕上市之时。 中秋食

藕， 是寄团圆之意， 尤其是吃“藕盒子”。

江浙人多将藕切片， 每两片间下端相连，

中间夹肉、 文蛤等调制而成的馅， 外拖面

煎至金黄， 此又称藕饼， 与月饼有异曲同

工之妙。 中秋食藕还寓意爱情圆满。 成语

云“藕断丝连”， 莲藕即使断开丝仍然相

连， 如同少女相思魂牵梦绕。 加上藕字与

“偶” 同音， 有求偶之意， 成为少女中秋

祭拜月神必备的供品。 莲藕在生活中是很

常见的食材之一， 不仅生津解渴还可以补

心生血， 是很好的保健食品。 宋人李流谦

的 《食藕》 诗云： “君看入口处， 一片疑

嚼雪。” 杨万里的 《小集食藕极嫩》 诗曰：

“比雪犹松在， 无丝可得飘。 轻拈愁欲碎，

未嚼已先销。”

饼如嚼月藕似雪

《浣月图》 是五代时期画家所作， 但无

作者款印， 签题标为 《五代人浣月图》 轴，

现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此幅画场景应为

一富家庭院中的后花园， 曲径通幽， 苍松翠

柏， 梧桐葱绿， 芭蕉滴翠， 芙蓉、 蜀葵、 秋

菊等争芳斗艳， 满园生机盎然。 皎洁明月高

悬天际， 银辉尽洒， 秋高气爽之意甚浓。 奇

石上的蟠螭正低首泻水， 吐至池中以致涟漪

荡漾， 月影倒映碧水之中。 一盛装妇人被水

中的玉蟾为吸引， 伸玉手欲挽之。 身旁的三

位侍女， 或临案焚香， 或捧物， 或荷琴， 神

情庄严静穆。 从这幅画中可看出古代中秋拜

月祈福之风俗。

中秋拜月正是由秋分祭月而来。 祭月是

一种古老的祭祀礼仪， 祭月在上古作为季

节祭祀仪式被列入皇家祀典、 例行祭祀。

据史书记载， 早在周朝， 古代帝王就有春

分祭日、 夏至祭地、 秋分祭月、 冬至祭天

的习俗， 其祭祀的场所分别称为日坛、 地

坛、 月坛、 天坛， 分设在东南西北四个方

向。

秋分日， 都是在农历八月里， 但是具体

日期每年都不同， 所以不一定能碰巧赶上圆

月。 而祭月无圆月则大为遗憾。 所以， 后来

人们就将“祭月节” 由秋分调至中秋。 而随

着时代的发展变化， 中秋除了祭月的仪式

外， 还有游赏的风俗。 据 《晋书》 记载， 早

在晋代已经有泛江赏月之俗。 并且赏月活动

愈演愈烈， 而祭月的风俗在民间却越来越淡

化， 一向严肃的祭祀仪式变成了轻松活泼的

赏月活动。 中秋赏月的风俗在唐代繁盛一

时， 其内容也融入了唐朝开放包容， 自由浪

漫的时代精神， 演绎出更多的传奇故事， 如

嫦娥奔月、 吴刚伐桂、 玉兔捣药、 唐明皇夜

游月宫等神话传说活灵活现， 使中秋文化充

满瑰丽多姿的色彩和浪漫迷人的魅力。 唐朝

诗人王建曾在中秋之夜仰望明月， 思念亲人

之情油然而生， 写下了 《十五夜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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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境凄美，

将别离思聚之情表现得委婉动人。 到了宋朝，

宫廷和民间的拜月赏月活动已形成规模。 《东

京梦华录》 对东京汴梁赏月盛况描述道： “中

秋夜， 贵家结饰台榭， 民家争占酒楼翫月， 丝

篁鼎沸， 近内庭居民， 夜深遥闻笙竽之声， 宛

若云外。 闾里儿童， 连宵嬉戏， 夜市骈阗， 至

于通宵。” 明清时期， 中秋赏月活动盛行不衰，

已与春节等重要节日齐名， 成为一年中的主要

节日之一。 许多地方形成了烧斗香、 树中秋、

点塔灯、 放天灯、 走月亮、 舞火龙等特殊风

俗。 《燕京岁时记》 说： “每届中秋， 府弟朱

门皆以月饼果品相馈赠。 至十五月圆时， 陈瓜

果于庭以供月， 并祀以毛豆、 鸡冠花。 是时皓

魄当空， 彩云初散， 传杯洗盏， 儿女喧哗， 真

所谓佳节也。” 清人慧霖有 《闰中秋玩月》 诗

曰： “禅边风味客边愁， 馈我清光又满楼。 一

月可曾闲几日， 百年难得闰中秋。 菊花信待重

阳久， 桂子香闻上界留。 遮莫圆明似前度， 不

知谁续广寒游。” 把一个百年难遇的闰中秋，

描绘得情景交融， 绚丽多姿。

今夜月明人尽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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