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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恩俊

中秋节玩月习俗，始于汉
代，盛于唐宋，历代延续。直至今
日，此风依然盛行。每逢中秋，一
轮圆月东升之时，人们便在庭
院、楼台摆出祭品，边赏月边畅
谈，直到皓月当空，再分食供品，
品尝月饼，而后开展各种玩月活
动，可谓其乐融融。

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
秋》中说：“中秋夜，贵家结饰台
榭，民间争占酒楼玩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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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通晓。”《济
南府志》对民间祭月赏月习俗也
有简述：“(八月)望日为中秋节，
设牲蠡，陈瓜果，做月饼，布筵中
庭以祭月。人家祭送，仪动必有
月饼，西瓜，一位应节时物也。此
时皓月满空，碧天如水，在在宴
饮，宾朋欢呼，岁岁以赏月为常
也。”这在各地方志书中亦有记
载。看来“玩月”习俗是全国比较
普遍的中秋活动。除了赏月、祭
月、吃月饼外，一些地方还形成
了许多有特色的玩月活动。比如
香港的舞火龙、安徽的堆宝塔、
广州的树中秋、晋江的烧塔仔、
海南的放天灯、浙江的观潮等。

苏州流行“看串月”。清代诗
人沈朝初诗云：“苏州好，串月有
长桥。月光片片挂轮高。”诗里的
长桥便是看串月的最佳地点，所
谓串月，是指月光正对着行春桥
九环洞，中秋月形成“九月一串”
之奇观。不仅苏州人，很多周边
省市的游客也纷纷来此观看一
年一度的盛景。

南京、上海等地的一大特色
活动叫“走月”。明代南京建有望
月楼、玩月桥，清代狮子山下有
朝月楼，都是游人“走月”时的赏
月胜地。在上海等地，人们在中
秋之夜出游时，要走过三座桥才
能停下来，因此“走月亮”也叫

“走三桥”。而东北人的“走月”是
夜赶庙会。清人蔡云在《吴歈·走
月亮》一诗中咏道：“木犀球压鬓
丝香，两两三三姊妹行。行冷不
嫌罗袖薄，路遥翻恨绣裙长。”

山东一些地区用“月鼓(特制
面饼)”唱月，也叫念月。将最大的

“月鼓”(月王)分食后，每人手拖
“月鼓”跳月亮舞进行“比月”活

动。清代《即墨县志》载：“中秋士
大夫家作月饼，献先祀，亲戚相
唪遗，设酒果玩月，以月之明晦
卜来岁元宵之日晴雨”。民间还
自制“月糕”，又称“面月饼”，儿
童则手持插香的“月糕”满街唱
圆月歌谣。对此，清末潍县诗人
郭麟有一首《潍县竹枝词》，生动
描述了儿童“玩月”情景：“中秋
难得是晴天，金粟香飘几处传。
待到一轮月东上，小儿齐唱月光
圆。”

其实，各地吃月饼习俗应该
叫“咬月”。除了月饼之外，各地
也有其他畅玩的食趣。尤其陕西
人过中秋吃的“团圆馍”，真是观
之有玩味，食之有趣味。馍分两
层，中间加芝麻。馍上层用大碗
拓一个圆圈，圆中捏一石块，石
上站一吃蟠桃的“小猴子”。馍在
锅里烙熟后，切成尖牙状，全家
每人一牙，家人短期外出，则留
下一牙。出嫁的姑娘，娘家则送
馍上门，以示全家团圆不忘。山
东潍坊、烟台、枣庄等地独有的
中秋传统面食“月儿”，用面饼两
层做成，通体圆形，下一层作十
二个月瓣，“瓣”上插枣，上一层
做“玉兔”，清文人梁文灿有诗
云：“八月中秋分一半，枣饼层
层，面镂千花瓣，枣上插香香不
断，小儿对月声声念。亭亭火树
蒿灯转，灯烬归来，忙底分神馔，
雪藕冰梨堆满案，一家男女团圆
宴。”

是日夜晚，不光汉族人祭月
“玩月”，各民族也都有风俗各异
的“玩月”活动。蒙古族人中秋夜
跨上骏马奔驰在草原上“追月”，
从月东升追至月西落；藏族男女
青年沿河塘“寻月”，然后回家团
圆；壮族人乘竹排于河流上唱着

《请月姑》的歌谣“请月”；广西壮
族人供奉祭品用树枝天梯“请
月”；朝鲜族人用木杆和松枝搭
起望月架“望月”；还有高山族人
的“舞月”、阿细族人的“跳月”、
德昂族人的“串月”、苗族人的

“闹月”、客家人的“敬月”、土族
人的“打月”。土家人用铜盆盛清
水，将月亮的倒影收到清水盆
中，然后人们不停地用小石子打
盆中的月亮，俗称“打月”，据说
那“打”含的是亲；而威宁彝族回
族自治县的“踩月亮”，那“踩”则
含的是情，踩着月光舞曲一对对
男女情在其中；特别是湖南侗乡
的“偷月”，一个“偷”字，用在这
里是褒而不是贬，里面蕴含着古
老的月亮爱情文化。相传中秋之
夜月宫仙女下凡人间，遍洒甘
露，人们可共同享受其沐浴的瓜
果蔬菜。是夜，姑娘们选心爱的
后生到园圃采摘瓜菜，而不会被
看作“偷盗”。且边“偷”边大喊：

“喂！你的瓜菜被我扯走了，你到
我家去吃油茶吧！”原来，她们这
是借助月宫仙女传递红线呢。而
小伙子们也有“偷月”习俗，是希
望月宫仙女赐给他们幸福。“偷”
到的瓜菜，习俗里只能在野地里
吃，不能带回家去。“偷月”偷的是
情爱，这不禁让我想起“月出皎
兮，佼人僚兮”的诗句。中秋夜，看
月亮挂满树枝，“月上柳梢头，人
约黄昏后”，真正是美景良辰呀！

自古至今，由将月亮尊为神
明的祭月，到节日愉悦活动的玩
月，联想到中国的探月工程将

“可上九天揽月”变为现实，这是
一件多么有趣且有意义的事情
呀！

□赵柒斤

现代人皆认为，嫦娥是中
国的月神兼美神。殊不知，这
位知名度最高的女性“颜值”
代表，同样经历了长时间、大
面积“整容”。当然，对她动手
术的不是医者们的刀，而是文
人们的笔。

闲翻古籍发现，远古先民
不仅没有把月神嫦娥视为航
天女英雄，反而将她贬为窃药
弃夫的“丑八怪”——— 蟾蜍。成
书于商周时期的《山海经·大
荒西经》最早记载了传说中的
月亮初始状态：“有女子方浴
月，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
此始浴之。”意思说，常羲是大
神帝俊的妻子，生了十二个月
亮，这才开始给月亮洗澡。可
见，常羲最早是月神，与后世
执掌月宫的嫦娥颇为接近，这
也激发了后人无穷无尽的探
讨欲，冒出了字近、音同的诸
多论据。《史记·历书》引先秦
典籍《世本》云：“黄帝使羲和
占日，常仪占月……”意思说，
黄帝命令一个名叫常仪的大
臣负责观测并预测月亮的运
行变化，开创了神话向历史演
变的先河。

1993年湖北江陵王家台15
号秦墓中出土的秦简《归藏》
(先秦三易之一)，不仅安排月
神“常羲”脱胎换骨更名为“嫦
娥”，还开始向神话演变，最早
描述华夏第一位女航天员“嫦
娥”奔月原因及登月后的表现
形态：“昔者姮娥窃毋死之药
于西王母，服之以月……遂托
身于月，是为蟾蠩。”在西汉

《淮南子》中，嫦娥的身份不仅
从高高在上的“月亮之母”拉
郎配给“射日英雄”后羿做老
婆，还变成“窃药奔月”的渣
女。东汉天文学家张衡天文学

著作《灵宪》谓：“羿请无死之
药于西王母，娥窃之以奔月。
将往，枚筮之于有黄，有黄占
之曰：‘吉。翩翩归妹，独将西
行，逢天晦芒，毋惊毋恐，后其
大昌。’娥遂托身于月，是为
蟾。”意思说，嫦娥窃王母不死
药服下，奔月找巫师占卜，巫
师占卦为“吉祥”。谁知嫦娥奔
到月宫就变成了蟾蜍（即癞蛤
蟆）！有人认为，蟾蜍在古代是
反映多子多福的吉祥之物，同
时，古人敬虎、敬蛇、敬其他野
生动物，一般都是敬而远之，

“敬”是恐惧其害、其毒的一种
无奈之策。

嫦娥“背夫窃贼”的形象
一直维持至魏晋南北朝。比如
玄幻光辉最为闪耀的《搜神

记》，作者干宝创作的“嫦娥奔
月”故事对后世影响甚大，至
今仍为儿童读物。但此故事全
文引用《归藏》文字，根本没替
嫦娥“癞蛤蟆”形象平反。但思
想繁荣、文化杂糅、百花齐放、
艺术出众的魏晋文人却也不
遗余力地给冷寂的月宫、丑陋
的“嫦娥”平反昭雪。晋代思想
家、文学家傅玄率先打破月宫
冷寂，不仅将丑陋的蟾蜍踢出
月宫，还安排可爱的小白兔常
年陪伴嫦娥，他在《拟天问》中
模仿屈原自问自答：“月中何
有？白兔捣药，兴福降祉。”明
代神话小说《西游记》中，不仅
嫦娥美得不可方物，连玉兔精
的颜值也是人间罕见。可以
说，月神嫦娥的颜值在魏晋时
期就受到不少文人的追捧，北
魏文学家温子升《常山公主
碑》曰：“公主禀灵宸极……直
置清高，类姮娥之依桂树。”可
见，嫦娥在当时人们心目中已
是美的代名词。南朝宋文学
家、辞赋家谢庄《月赋》云：“引
玄 兔 于 帝 台 ，集 素 娥 于 后
庭……情于轸其何托？诉皓月
而长歌。歌曰：美人迈兮音尘
阙，隔千里兮共明月。”嫦娥已
与月融为一体，月亮之美、之
冷也成为嫦娥的美和冰清玉
洁。

月光清寒营造的寂寞伤
感氛围，越加诱发唐宋文人的
相思之情。每至八月中秋之
际，嫦娥的孤独之美与文人的
寂寞相思便自然而然交叠一
起，唐代诗仙李白首先把酒问
月：“白兔捣药秋复春，嫦娥孤
栖谁与邻”，杜甫跟着叹：“斟
酌嫦娥宴，天寒耐九秋”，李商
隐接过话茬：“青女素娥俱耐
冷，月中霜里斗婵娟”，宋代大
文豪苏东坡更是吟出了千古
绝唱：“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
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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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连慷慨
豪迈的南宋词人辛弃疾在中
秋月圆之夜，想到山河破碎、
年华渐老，也忍不住向月神嫦
娥倾诉：“把酒问姮娥：被白
发，欺人奈何？”至此，嫦娥彻
底由丑陋的癞蛤蟆变成人人
羡慕的女神。

不过，翻阅嫦娥由“黑”到
“白”、由“渣女”到“女神”的演
变过程，人们普遍怀有同情弱
者的心理也彰显无遗。尤其自
魏晋南北朝开始，每当中秋月
圆人不圆之际，看到月亮，想
到失去丈夫、远离尘世、住在
清冷的广寒宫里的嫦娥，人们
的孤独寂寞之情就愈发地强
烈，于是便自觉不自觉地替嫦
娥翻案，并搞起“有罪推定”：
嫦娥不会无缘无故地独吞不
死之药抛弃丈夫私奔月球，那
只能是夫妻感情出现严重危
机。于是，汉代《淮南子·本经
训》、唐代《酉阳杂俎》等古籍
和诸多民间传说，便把爱斗
狠、不顾家等缺点纷纷扣到后
羿头上，现代一些影视剧基本
上按照此套路创作。如此一
来，谁会谴责嫦娥！

可以说，月神嫦娥颜值的演
变照样能启迪现代人，文字也是
一把手术刀，美丑间的转换往往
也就在执笔者一念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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