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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的月亮升上天空哟，为什么旁边没有云

彩……”

1953年，这首著名的蒙古族民歌《敖包相会》
随着电影《草原上的人们》放映被人们所熟悉，并
跨越时空传唱到了今天。虽然这首歌曲所形容的
月亮并不局限于中秋节的月亮，但是说起和中秋
月亮有关的少数民族歌曲，人们很自然地就会哼
唱起它来。
中秋节是我国各民族共同的节日，用歌曲来

赞美月亮也是大江南北不同地域的人们共同的爱
好。不同民族在欢度中秋节时，都有和本民族生
活方式息息相关的习俗，比如蒙古族“追月”、藏族
“寻月”、赫哲族“祭月”、德昂族“串月”、彝族阿细
人“跳月”、苗族“闹月”……伴随这些传统习俗而
来的，是一首首脍炙人口的月夜下的歌曲。
《敖包相会》是一首情歌。在玛拉沁夫、海默

和通福三位词曲作者的笔下，《敖包相会》不仅让
人联想到一轮满月之中，大草原疏朗而清新的生
息，还表达了草原上的男女真挚又淳朴的青涩情
感。“我等待着美丽的姑娘呀，你为什么还不到来
哟嗬……”
蒙古人的月亮天然带着悠扬辽远的草原韵

律，而云南少数民族的月亮则满含大山的气息，像
清澈的泉水清凌凌地点滴在人们的心田。它就是
《小河淌水》。它就是“月亮出来亮汪汪/亮汪汪/
想起我的阿哥在深山……”

云南民歌《小河淌水》，由尹宜公创作于1947
年。这首轻松、优美、抒情的民歌情感质朴自然，富
于想象，表现出少女的活力与纯情。可以想象，每
当中秋佳节月夜降临，山里的姑娘小伙对起山歌，
耳边一定会传来“哥像月亮天上走/天上走/哥啊哥
啊哥啊/山下小河淌水/清悠悠”的甜美歌声。

其实，对优美旋律和悦耳歌声的喜好，从来不
分疆界，不论民族，更不受限于年龄。就像天上高
高满满的月亮，照亮着每个人在黑暗中前行的路，
温润着每个人对爱情、幸福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正如著名作家、电影剧作家白桦说：“我对《小河淌
水》太熟悉了。上世纪50年代初第一次听到黄虹
演唱，之后就一直听了50多年……为此我回忆了
经历的很多事，翻看了云南的许多史料和音乐资
料，感到《小河淌水》很可能不是云南单一民族的
民歌，而是多民族融合的结晶，是各民族世世代代
对热恋着的情人的呼唤。”
同一个月亮，不同的歌曲旋律，体现着多元文

化的交汇。西部歌王王洛宾先生的作品《半个月
亮爬上来》，虽然描写的不是中秋的月亮，却也是
月亮给了他莫大的灵感。有人说《半个月亮爬上
来》是青海民歌，有人说它是新疆维吾尔族民歌，
而王洛宾先生在创作这首歌曲时，不光收集了大
量西北地区的民歌素材，还进行了大幅度的改编，
吸收了西班牙式的浪漫风情。这首佳作最终体现
出音乐作品越简单越容易动人的规律。
月亮传递给人们的情感，不光是爱情，还有家

国情、兄弟情等种种情谊，这些千丝百缕的思绪每
到中秋之时，就格外打动人心。正如那一首《十五
的月亮》，它同样是一首熟悉的民歌，它用“祖国昌
盛有你的贡献，也有我的贡献；万家团圆，是我的

心愿，也是你的心愿”来传情达意。
词作者石祥说，每天他都去爬香山，有一个夜

晚，他在山上看到皎洁的明月，顿时想到白居易爱
月成痴，留下了不少佳作。于是石祥想，月亮太美
好了，将来我也要写一首和月亮有关的歌词。后
来，当石祥想为可亲可敬的军嫂写歌时，月亮恰巧
“照”亮了他的灵感。

和月亮有关的民歌不胜枚举，这些优美动听
的歌曲，让我们在这个中秋之夜感怀着人间的温
暖，并年年岁岁传唱下去。

同一个月亮
不同的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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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个月亮，不同的歌曲旋

律，体现着多元文化的交汇

又到一年一度的中秋节。前几年，曾做过一首
关于中秋的诗，是写历史上浪漫好玩的中秋节，翻
出来放到这里：

农历八月十五，

一年里月光最好的日子，

天高气爽，

田野里一片金黄。

我们在朗朗的圆月下聚集，

喝酒，吟诗，遐想，

弹着吉他唱月亮，

无拘无束地玩耍，

还品尝各样的美食，

翩翩舞影里加入了嫦娥和吴刚。

穿越时空，

游历明清、两宋和盛唐，

中秋节的夜空缀满了温情、浪漫与狂放。

这是一段时期我沉湎于梳理中秋节历史资料时
的真实感受。如果穿越到中秋节产生、演变的历史
生活中，你会发现中秋节是如此浪漫、诗性、享
受，如此丰富多彩。穿越固不可能，你还可以到今
天仍保持着这些古老中秋传统的地方或者有特色好
玩的中秋过法的地方走一遭，肯定会获得另外一种
感受。

从月亮节到团圆节

中秋节是一个以月亮为主题的节日，堪称月亮
节。回顾中秋节的历史，这种印象尤为强烈。
中秋节是什么时候产生的？是怎样形成的？学

界的说法有多种，令人信服的说法是：中秋节形成
于唐朝，源于唐朝的中秋赏月风尚。
唐初中秋赏月风尚源于唐人赏月爱好与中秋月

色分外明的自然景观的契合。
都说“月到中秋分外明”。每个夏历月份都有十

五月圆之夜，为什么一年中八月十五的月亮比其他
月份更大更亮呢？这在天文学上找不到合理解释，
但在气象学上可以找到缘由。有气象研究人员指
出，每到八月十五前后，北方吹来的干冷气流迫使
夏季一直回旋在我国大部分地区上空的暖湿空气向
南退去，天空中的云雾少了。同时，气温一天比一
天低，干燥、寒冷的冬季风使水汽降低，空气透明
度加大，因而秋高气爽、夜空如洗，月亮分外皎
洁，使人产生月到中秋分外明的感觉。这也是古诗
中说的“岂是月华别？只因秋气清”。
唐朝社会安定，政治开明，经济繁荣，人的思

想也空前开放自由。这种盛唐气象导致赏月活动更
加风行。赏月活动的盛行自然会导致中秋赏月的流
行。唐代诗人们显然注意到了这一事实，并将之清
楚地描写在他们的赏月诗歌中。刘禹锡的《八月十
五日夜观月》说，“天将今夜月，一遍洗寰瀛，暑退
九霄净，秋澄万景清”。这跟气象学的解释比较接
近。张祜诗《中秋月》中有“一年逢好夜，万里见
明时”。也是说这天的月色在一年中最好。
唐朝记载农历八月十五或其前后赏月的诗歌骤

然出现很多，它们在题目中都标出“八月十五”或
“中秋”所作，或在正文诗句中写出这一时间。如李
峤《中秋月二首》、王建《十五夜望月寄杜郎中》、
杜甫《八月十五夜月》、张祜《中秋月》等。晚唐诗
人殷文圭作有《八月十五夜》，写中秋之夜独身在外
的乡愁，开头两句为“万里无云境九州，最团圆夜
是中秋”。其中“最团圆”即指月圆人团圆，是此时
已有亲人团聚赏月习俗的一处明证。
除了诗歌以外，还有其他形式的关于唐代中秋

习俗的记载。五代王德裕的笔记小说《开元天宝遗
事》中记载了唐玄宗八月十五的夜晚与杨贵妃一同
赏月，又要建望月台的故事。唐代还盛传唐玄宗游
月宫、遇仙女、传仙乐的故事。
从上述诗歌和其他文字记载中，我们可以看

到，在唐朝，中秋节已经初步形成了。
宋代的中秋节已是一个盛大节日，其核心节俗还

是赏月，主要活动是唐代赏月宴饮习俗的延续，并且
留下了比较细致的文字记载。明清时期中秋节习俗
发生转型，以亲人团聚为显著特征，对月亮也改为拜
祭为主、欣赏为次，贵人伦、重亲情的主题逐渐突出，
唐宋时期那种赏月的浪漫抒情氛围、痛饮美酒的狂欢
精神衰退了。明代田汝成《西湖游览记》说，“八月十
五日谓中秋，民间以月饼相送，取团圆之意”。此时已
有了“团圆节”之名。我们现在的中秋节过法，总体上
是明清时期中秋节的延续，亲人团圆、吃月饼成了中
秋习俗的最主要内容。

浪漫的狂欢氛围

月亮神话远远早于中秋节的产生。中秋节在唐
朝产生之后，远古时期就盛传的月亮神话在后世有了
集中讲述的时间和场合，大大增加了中秋节的神奇浪
漫氛围。
又大又圆的八月十五明月是中秋习俗的核心象

征。作为文化象征符号的圆月，不是科学意义上的
月球，而是被赋予人文意义的月宫，民间称之为
“广寒清虚之府”。民众心目中的月宫是一个琼楼玉
宇、晶莹澄澈的圆形宫殿，里面有捣药的玉兔、率
领众仙女翩翩起舞的嫦娥，空中响着动听的仙乐
《霓裳羽衣曲》，是一个华丽而冷清的所在。几千年
来，它寄托了人们无限崇敬、喜爱的情感和神奇美
丽的想象。虽然有冷清之嫌，月宫千百年来仍然是
中国百姓一直幻想着能登临一游的美好仙境。围绕
它，民众创造了嫦娥奔月、玉兔捣药、吴刚伐桂、
唐玄宗游月宫、贵妃赏月等神话传说，这些故事讲
述了上千年，至今不衰。
轻舒广袖的仙女嫦娥形象是中秋节的重要象征

符号。她实际上是月亮的化身。把月亮想象为女神
嫦娥，从上古时期就已有之。在原始社会末期，月
亮中的神物越来越多地跟人的形象相结合。开始这
位女神被说成是月亮的母亲，《山海经·大荒西
经》中记述了月母常羲给十二个月亮洗澡的情形：
“有女子方浴月。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此始
浴之。”后来被说成月亮本身，并且与男性的日神
相提并论。汉代时月神为嫦娥的说法已经存在了，
不过月精为蟾蜍的说法也同时流传着。两种说法并
行不悖，后来这两种说法被糅进同一个故事里，蟾
蜍被玉兔代替，成了嫦娥身边的一个宠物，这种传
说的盛行应该是唐代以后的事。唐宋时期开始，嫦
娥成为月亮的最主要人格化形象。到了近现代，嫦
娥成为在月宫中过着清冷生活的一位美丽而寂寞的
女性。尽管其形象的情感色调偏于忧郁，但是富于
浪漫抒情的美感，并且反衬着人间生活的美满
热闹。
月亮的另一个象征物是桂树。在古人眼里，桂

树是一种形象美好、寓意吉祥、带有神灵性的树。
明月中有一团朦胧的黑影，的确像是一棵树的样
子。根据现代航天探测结果，那实际上是月球上地
势较低的平原，称为“月海”，而亮的部分是高出月
海的月陆或高地。叫月海只是因为这部分平原地势
低，并不是水域，月球上没有水。但古老相传，那
是一棵桂树。
古人将月中阴影说成桂树，跟他们对桂树的印

象是有关系的，其中最主要的是在他们看来，桂树
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神树。桂树后来虽然基本失去远
古人心目中的神性，但是其美好、吉祥的形象仍然

保持着，并且有所强化。由于“桂”与“贵”同
音，桂树更加成为“高贵”“富贵”的象征。
在唐朝，桂树还与男性仙人吴刚相联系，有了

“吴刚伐桂”的故事。在这个故事里，桂树是神树，
砍伤了又随即愈合，总也砍不倒。吴刚的事首见于
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天咫》：“旧言月中有桂，
有蟾蜍，故异书言，月桂高五百丈，下有一人，常
斫之。树创随合。人姓吴名刚，西河人。学仙有
过，谪令伐树。”
文人对月亮的情感，突出地表现在大量的咏月诗

词里，以唐人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写得最为酣畅
淋漓：“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
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苏轼的《水调歌
头·明月几时有》应是咏月诗词里最为脍炙人口的：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
何年……”但一般人没有注意到的是，这首词其实正
是在中秋节时写的，是宋朝中秋习俗的反映。苏轼在
这首词的序中说：“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
此篇，兼怀子由。”可见苏轼是在中秋痛饮美酒之
后，对月而作此诗。
宋代的中秋节是我国中秋节习俗的全盛时期，

是过得最热闹最狂放的。记载北宋习俗的孟元老
《东京梦华录》和记载南宋习俗的吴自牧《梦粱录》
都专设了“中秋”条，对这个节日都做了详细的记
载。《东京梦华录》卷八“中秋”条以回忆的方式记
述北宋汴京（开封）的繁华景象：

中秋节前，诸店皆卖新酒，重新结络门面彩楼花

头，画竿醉仙锦旆。市人争饮，至午未间，家家无酒，

拽下望子。是时螯蟹新出，石榴、榅勃、梨、枣、栗、孛

萄、弄色枨橘，皆新上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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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梦粱录》对南宋中秋习俗的记载与上文所记北
宋习俗类似，也同样热闹，但增记了一项内容：“至
如铺席之家，亦登小小月台，安排家宴，团圆子
女，以酬佳节。”说明此时有了重视家人团圆的
趋向。
现在，我国许多地方的中秋节过得热闹而有特

色，如浙江的杭州赏月赏桂花、开化舞草龙、钱塘江
观潮，开封的“铁塔燃灯”，安徽的舞香龙，泉州等
地放孔明灯、“抛帕招亲”荡秋千、游月娘、烧瓦
塔，香港的花灯会、舞火龙，台湾的吃烤肉、博饼、
户外晚会，等等。

传承中秋文化习俗

中秋节是我国的第二大传统节日，虽然在有些
地方过得很热闹、有特色，但是总体而言，目前许多
地方所保持的习俗较为单调，急需采取措施予以振
兴和重建。
首先，我们应重视发掘和继承中秋节的优秀历史

传统，传承古代中秋节的浪漫习俗。其次，应增强中
秋节习俗的现代性，使中秋的宝贵文化遗产与现代生
活相契合并焕发新活力，派生出有时代气息的新内
容、新方式。第三，应结合地方风土民情，保持和加
强中秋习俗的地方特色。第四，尽快申报我国中秋节
传统进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九州共享月明时
□ 黄 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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