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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 刊

又是一年月圆时
□ 陈连山

又到中秋。这个以时令和天文现

象为标识的日子能够成为流传千年的

传统佳节，和文人墨客的感时咏怀不无

关系。特别是从唐代起，中秋赏月颇为

盛行，很多诗人的诗篇中都有咏月的名

句，中秋节才开始成为固定的节日。虽

然中秋明月当空，千里共明，但你若纵

览古人诗句，从魏晋乐府中的“仰头看

明月，寄情千里光”到曹雪芹的“寒塘渡

鹤影，冷月葬诗魂”，中秋咏月的诗句大

多渗透着一种凄凉的美。这大概与月

亮的盈亏变化引发人的遐想有关、虽然

也有刘禹锡“凝光悠悠寒露坠，此时立

在最高山”这样超脱物外的表述，更多

的还是“若得长圆如此夜，人情未必看

承别”、“昨风一吹无人会，今夜清光似

往年”、“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

处看”这样的感叹。

与体育接触久了，你也会悠然而生

某些类似的情绪。

体育是充满了挑战的活动。月亮

盈极而亏，体育中有些项目也有相似

处，比如跳高。我们常说，跳高是一项

所有人都以失败结束的运动，最后获得

冠军的运动员，大多都会挑战一个新的

高 度 ，或 是 纪 录 ，或 是 个 人 最 好 成 绩

——成功了，再加高度，直到你跳不过

去或者以免跳的形式放弃为止。你面

前永远有你无法征服的新高度，既可以

把它看做激励自己今后去挑战的动力，

同时也可以理解为些许的遗憾吧。

古人对月感伤，与月亮盈满即亏的

趋势有关。体育中这样的盛极而衰更是

一种必然规律。不论你在运动生涯高峰

期创造了怎样的辉煌，都不可避免地受

到年龄增长能力下降的制约，最终被后

浪拍在沙滩上。即使有人及时选择退

役，给人留下带着胜利离开的印象，其实

都是面对由盛向衰的一种无奈选择。刚

刚结束的十二届全运会上，一大批老将

以最后一战的形式告别运动人生。无论

是完美收官还是抱憾赛场，都表现了体

育这个“吃青春饭”的行业不断进行新老

交替的现实。比如 38 岁的赛艇老将张

秀云，几次退役又复出，这次的最后一

战，还是输给了比她年轻许多的对手，获

得一枚铜牌。我翻出一张照片：17 年前

的亚特兰大奥运会上，我们正在采访刚

刚获得女子双人双桨决赛银牌的中国组

合，面对记者侃侃而谈的是老将曹棉英，

她的同伴张秀云当时还是刚刚冒尖的新

秀。曹棉英早已退役，今天又到了张秀

云，人生转瞬，弹指一挥间！

事实上，凡是媒体大做文章的告别，

主人公还都有过曾经的辉煌。体育是竞

争的艺术，胜利者永远是少数，更多的还

是籍籍无名的失败者，绝大多数运动员，

在他的整个运动生涯中，都是以自己的

失败来作为胜利者的陪衬。一将功成万

骨枯，这就是体育美学体现的残酷性。

我的几位朋友过去也是运动员，那时候

大家中学毕业不是去插队就是进工厂，

能靠运动天赋进入专业运动队的是极少

数。他们的运动天赋是相对我们而言，

到了运动队里，就成了落后者，甚至都没

有参加过什么正式的大赛就先后退役

了。有的成了高校教师，有的成了知名

记者，但他们的运动生涯却相对平淡。

这种残酷背后其实也体现了一种

公平，就是“起点的公平”。竞技体育为

具有运动天赋的人提供了参与的机会，

大家都在起跑线上，一声枪响冲出去

后，一定会有快有慢，有率先撞线的，有

最后到达的，这是正常的结果。如果谁

要反过来强求终点的公平，一定要大家

齐 齐 撞 线 ，那 才 是 滑 稽 的 、有 违 公 平

的。推及社会生活，人人生而平等，享

有求学、工作的权利和各种社会保障，

共同受法律的约束，这就是起点的公

平。至于有人富有，有人成名成家，只

要没有什么不正当手段的作用（有如体

育比赛中使用兴奋剂），并不能说不公

平。非要在终点上衡量公平与否，追求

绝对的平均主义，那就像体育放弃了竞

争，反而没有公平可言了。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

事古难全”，苏轼的千古名句为咏月诗

句的凄凉感伤作了最好的注脚。阴晴

圆缺代表了亘古不变的自然规律，悲欢

离 合 也 是 伴 随 着 人 生 选 择 的 情 感 起

伏。高潮与低潮，辉煌与落寞，加入与

离别，于一份事业而言，于一个人的人

生而言，于一个社会的发展而言，都是

一首乐曲的高低音符的变化。

秋季是个收获的季节，中
秋节的节令食物很是丰富。

月饼作为全国最普遍的中
秋节食物，它最初是作为百姓
拜祭月亮的祭品，祭祀完成之
后，大家分食；因为形状、名字
等因素后来成了阖家团圆的
象征。就着这吉祥的意义，月
饼还成了联络亲友感情的纽
带。节前，亲戚朋友互相走
动、赠送月饼同时，再捎带上

“阖家团圆”的吉祥话，心里别
提多热乎了。

食用瓜果也是常见的中秋
习俗。临近中秋，不光月满人
团圆，不少水果也瓜熟蒂落，正
好应节。那时候，人们特别强
调吃西瓜、石榴等，因为它们都
是多子的水果，有着人丁兴旺
的美好寓意。

中秋也是桂花飘香的好日
子，月亮里那棵桂花树大约也
是人们根据现实的情景想象
的。所以，很多地方用桂花制
作各种中秋食品。北京、上
海、桂林等地都有喝桂花酒的
习俗，南京人喜欢中秋吃桂花
鸭。另外，还有桂花茶、桂花
糕、桂花芋头等等地方性节日
食品。

总而言之，这些应节食物
都是人们根据本地的物产进行
的节日文化创造。它们不仅满
足了人们的口福，还让人吃出
了文化意义，在满足人们精神
需要的同时，绘成了一幅人与
自然和谐相生的美好画卷。

文/石 华

丰收时节

品中秋

月有阴晴圆缺

□ 何不器

农历七、八、九月为秋季，八月
为秋季之中，十五日又是八月正
中，所以，称之为中秋节，名副其
实。农历八月只有这一个节日，老
百姓常常把它简称为“八月节”。
古代文人把七、八、九月分别称为
孟秋、仲秋和季秋，所以，有些好古
之人会把中秋节写成“仲秋节”。

中秋节是个夜晚的节日，同月
亮有着莫大的关系。说中秋节，就
要从月亮开始说起。

赏月

在上古时代，中国流行阴阳哲
学。日为太阳，月为太阴，分别代
表宇宙间最基本的阴阳二气。因
此，太阳和月亮在古代都是神圣的
天体。在周代，天子率领大臣在秋
分的晚上到西郊祭祀月亮，叫“夕
月”。此后的历代王朝都举行夕月
仪式，北京的月坛就是明清两代祭
祀月亮的祭坛。秋分是季节变化
的重要标志点，在这个时间祭祀月
亮，是为了保证新季节顺利到来。

皇帝祭月，百姓只能拜月。百
姓关心的是月亮对个人命运的影
响。在神话中，月亮能够让人长生
不老。在汉代画像石中，蟾蜍和兔
子一般都是站在石臼前，手持捣药
杵为西王母制造不死药。随着神
话的演变，美丽的嫦娥成为月神，
住在月亮的广寒宫中，玉兔为她捣
制不死药。无论神话怎样演变，月
亮总是跟长生联系在一起。因此，
百姓们拜祭月亮是为了祈求长生
不老。例如，唐人吉中孚妻所作

《杂曲歌辞·拜新月》云：“拜新月，
拜月不胜情，庭前风露清，月临人
自老，望月更长生。”

皇帝祭月和百姓早期的拜月
活动虽然不是在农历八月十五,但
是，它们为盛唐时代中秋节的出现
和未来的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信
仰基础。

月亮不仅是神圣的，也是美丽
的。欣赏美丽的月亮决定了盛唐
时代中秋节的创立，也充分展现
了中国人的浪漫情怀和诗意
追求。

新 月 弯 弯 如 钩 ，
满月丰腴皎洁，月
亮总是得到我
们的喜 爱 ，
赏 月 是
十 分
惬

意的事情。盛唐时代，人们喜欢丰
腴之美，肥胖的杨贵妃成为标准美
人。这样的审美趣味使得人们更
加喜欢满月，而中秋时节寒暑均
分，秋高气爽，月亮正圆，最适合赏
月。所以，赏月活动逐渐都集中在
农历八月十五了。唐代文人留下
了大量的中秋赏月诗歌，仅《全唐
诗》中就有 111 首之多，分别出自
65 位诗人。大诗人杜甫《八月十五
夜 月》：“ 满 目 飞 明 镜 ，归 心 折 大
刀。转蓬行地远，攀桂仰天高。水
路疑霜雪，林栖见羽毛。此时瞻白
兔，直欲数秋毫。”十五的月亮像明
镜一样悬挂在天空，月光洒落在水
面上，如霜如雪，洁白无瑕。大地
也一片明亮，能清楚地看到林中栖
息的小鸟。此时的心绪早已飞向
长 安 ，只 可 惜 天 高 路 远 ，无 法 成
行。刘禹锡《八月十五夜玩月》更
是对月亮的颂歌：“天将今夜月，一
遍洗寰瀛。暑退九霄净，秋澄万景
清。星辰让光彩，风露发晶英。能
变人间世，翛然是玉京。”月亮的光
辉洗净了环宇，似乎一下子就把人
间变成了天堂。

中秋赏月不仅是文人，从皇帝
到老百姓也如此。据《开元天宝遗
事》记载，唐玄宗、杨贵妃在中秋之
夜来到太液池边，临水赏月。王建

《十五夜望月寄杜郎中》诗云：“今
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在谁家。”
人人都在望月，可见中秋赏月在唐
代已经十分普及。

以赏月、拜月为主要民俗的中
秋节于是诞生。

拜月

说到拜月习俗，现在的人们往
往不知所云。其实，拜月习俗唐代
就有，但是当时不是在农历八月十
五。到了宋代，拜月习俗逐步都改
在中秋节进行了。

明清时代民间拜月活动十分
盛行，才促使这个
节日成

为当时和元夕（即春节）、冬至齐名
的三大节之一。在明清时代的北
京城，每逢八月十五，各家都会买
来一张“月光禡”（又名“月光纸”、

“月宫符”），上面画的是月宫和玉
兔，代表月亮。在院子里摆上各种
瓜果和月饼，对着刚刚升起的月亮
祭拜。当时的拜月活动，一般只有
女性参与。谚语说“男不拜月，女
不祭灶”，就是这个道理。因为月
亮是太阴，而男人是阳性的。《红楼
梦》第七十五回描写荣国府的拜月
仪式，也是只有女性参与：“嘉荫堂
前月台上，焚着斗香，秉着风烛，陈
献着瓜饼及各色果品。邢夫人等
一干女客皆在里面久候。⋯⋯贾
母盥手上香拜毕，于是大家皆拜
过。”老北京还流行给孩子买一个
泥塑的兔儿爷，山东人叫它“兔子
王”。简单的兔儿爷，就是一只捣
药的兔子，高级一些的兔儿爷则是
一个穿了武将戏装的兔子。据说，
兔儿爷能解除瘟疫。在我看来，它
就是从古代神话中捣制不死药的
玉兔演变来的，因为它们的兔子外
形和保证健康长寿的功能都是一
样的。

福建、广东一些地区则把拜月
称为“请月姑”。《福建志书上杭县》
记载：“中秋，儿女于月下设饼果，
膜拜致词，号‘请月姑’。”参加者多
是孩子。拜月完毕，大家高高兴兴
地分吃果品与月饼。

团圆

经过几千年的文化积淀，中秋
的节日民俗事象不断丰富，成为中
华民族文化展现最丰富的传统节
日之一。在古代，人们在中秋期盼
团圆、祭天、祈求丰收，寄托对生活
的美好愿望。今天，欢庆中秋佳节
之时，人们更多地将继承和发展传
统节日蕴含的文化和精神内涵，骨
肉团圆、民族团结、社会和谐成为

了中秋节的主题所
在。

中秋节有一个别名，叫“团圆
节”，月饼也叫“团圆饼”。大家都
希望在中秋之夜能够团圆，共同赏
月。我们中国人重视家庭，“每逢
佳节倍思亲”。但是，其他节日（春
节除外）的思亲似乎没有中秋节思
得那么厉害。原因有二。第一，秋
季万物萧索肃杀，人容易陷入孤
独，更容易思念亲人。第二，天空
中那一轮圆月时时提醒着我们，这
是个应该团圆的日子。

赏月的习俗通常都是家人或
朋友聚在一起，一边赏月，一边饮
酒。月亮和人本来是两回事。赏
月为什么会引发渴望团圆的感情
呢？中国人历来强调师法自然，
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说的就是人要效仿大自然。中秋
月是圆的，人们自然联想到人也
应 该 是 团 圆 的 。 唐 代 诗 人 张 祜

《中秋月》诗云：“人间系情事，何
处不相思？”宋代诗人苏轼《水调
歌 头》序 云 ：“ 丙 辰 中 秋 ，欢 饮 达
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子
由，是他的弟弟，当时在远方。苏
轼中秋聚会饮酒，借词作怀念弟
弟 ：“ 不 应 有 恨 ，何 事 长 向 别 时
圆？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月亮的圆满和苏轼、苏辙兄弟两
地分居的不圆满构成鲜明对比，
引发诗人对弟弟的强烈思念。无
奈之下，他祝愿弟弟长命百岁，在
千里之外能和自己一同赏月。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共
看一轮明月，共同祈愿和平和谐
和睦的美好前景，中秋佳节把海
内 外 的 炎 黄 子 孙 紧 紧 联 系 在 一
起。随着中秋节被列入第一批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并成
为国家的法定假日，人们与中秋
的感情更加亲近。重温中秋的文
化内涵，提升自己的审美情趣，今
天的人们越来越喜爱这个充满诗
情画意的节日。

又 到 一 年 月 圆 时 。 这 个 中
秋，吹来一道风正气清的文明之
风，让今年的中秋不同寻常。抛
开奢华与浮躁，让我们回归节俭
清新，回归到节日本身，更多地亲

近自然，体味团圆、温馨、和谐
的节日之美。毕竟，物质

与 奢 华 ，从 来 都 不 是
节 日 的 关 键 词 。

团 圆 与 和 谐 ，
才是生命中

的无价之
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