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

竟夕起相思。”中秋，那是一个被月光铺满诗意

的节日，一个承载着中华民族千年情思与团圆

之梦的美好时刻。

在时光的长河中，中秋节宛如一颗璀璨的明

珠，散发着独特而温暖的光芒。其传统习俗犹如

一幅幅绚丽多彩的画卷，在岁月里徐徐展开。

中秋节，最重要的是家庭团聚的时刻。无

论身在何处，人们都会在这一天想尽办法回到

亲人的身边。那熟悉的家门，那亲切的笑容，

那温暖的拥抱，都让人心生感动。在城市的喧

嚣中奔波忙碌的儿女们，在这一天回到了故

乡，回到了父母的身旁。一家人围坐在餐桌

旁，摆满了美味佳肴的餐桌，洋溢着欢声笑

语。父母的眼中满是欣慰与幸福，孩子们的脸

上写满了快乐与期待。大家一边品尝着美食，

一边分享着彼此的生活经历，那浓浓的亲情在

空气中弥漫。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家庭团聚

显得尤为珍贵。中秋节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停

下脚步，回归家庭，享受亲情的机会。它让人

们懂得，无论世事如何变迁，亲情永远是我们

最坚实的依靠。

中秋的月光，照亮了回家的路，也照亮了

人们的心灵。在那柔和的月光下，我们回忆着

过去的点点滴滴，珍惜着现在的幸福时光，憧

憬着未来的美好前景。那些曾经的欢笑与泪

水，那些温暖的亲情与友情，都在这一刻涌上

心头。中秋，是一个让人心灵得到慰藉的节

日。

月饼，是中秋佳节不可或缺的主角。一个

个精致的月饼，或装在古朴的纸盒里，或放在精

美的礼盒中，宛如艺术品般呈现在人们眼前。

从传统的五仁、枣泥到新颖的冰皮、流心，口味丰富多样。金黄的外皮仿佛承

载着岁月的沉淀与历史的厚重，轻轻咬上一口，香甜的馅料在舌尖散开，唇齿

留香，让人回味无穷。一枚小小的月饼，不仅仅是一种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

寄托。它象征着团圆与美满，将人们对亲人的思念与祝福包裹其中。每到中

秋前夕，大街小巷的糕点店里弥漫着月饼的香气，人们纷纷前来选购，那热闹

的场景，洋溢着浓浓的节日氛围。

赏月，是中秋之夜的一场浪漫盛宴。夜幕降临，一轮明月悬挂在浩瀚的

夜空之中，如水的月光倾洒大地，给世间万物披上一层银白的轻纱。古往今

来，多少文人墨客在这中秋之月的映照下，挥毫泼墨，留下了千古绝唱。苏

轼在中秋之夜对月怀人，发出了“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感慨，这深情

的祝愿跨越了时空的界限，至今仍在人们心间回荡。李白于月光下畅饮美

酒，吟出“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的佳句，那洒脱的情怀令人动容。在这

静谧的中秋之夜，一家人围坐在庭院中，抬头仰望皎洁的明月，谈论着生活

的琐事，分享着彼此的快乐与忧愁。孩子们在月光下嬉戏玩耍，那清脆的笑

声在夜空中回荡。

燃灯，在有些地方中秋之夜有燃灯以助月色的风俗。那一盏盏精致的

花灯，或挂在枝头，或放在河边，灯光摇曳，与月光相互辉映，营造出一种如

梦如幻的氛围。另有一种纸糊的孔明灯，点燃烛火放飞升空，寄托着人们美

好的祈愿。

走月，人们在中秋之夜结伴出游，漫步在街头巷尾，欣赏着月色美景，在

月光的映照下感受着节日的欢乐……

这些习俗，如同珍珠般点缀着中秋佳节，使其更加丰富多彩。

在乡村，中秋的氛围更加浓郁。田野里的庄稼已经成熟，金黄的稻穗在

微风中轻轻摇曳，仿佛在诉说着丰收的喜悦。村民们在忙碌了一天之后，纷

纷回到家中，开始准备中秋的晚餐。厨房里飘出阵阵诱人的香气，那是妈妈

的味道，那是家的味道。

在城市，商场里装饰一新，到处悬挂着中秋的灯笼和彩带。人们在忙碌

的工作之余，也会抽出时间来庆祝这个节日。社区里，还会举办各种中秋活

动，如文艺表演、猜灯谜、制作月饼等，吸引了众多居民的参与。这些活动不

仅丰富了人们的业余生活，也增进了邻里之间的感情。

中秋的月亮，见证了无数的悲欢离合，也见证了人间的真情与美好。它

是那么的圆，那么的亮，仿佛在告诉我们，无论生活中遇到多少困难与挫折，

我们都要保持一颗团圆的心，珍惜身边的人。在这月圆之夜，让我们放下烦

恼，放下疲惫，尽情地享受美好的时光。让温暖的亲情、真挚的友情，在月光

的映照下，熠熠生辉。

中秋的月光，穿越了千年的时光，依然照亮着我们的世界。它承载着中

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寄托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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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见钱江潮涌，又见清晖朗月，时值中

秋岁稔，天上才捧一轮，人间万姓举头。吃

团圆饼，拜月亮神，庭前几筵，临轩赏月，一

幅幅色彩浓郁的风情画，展示了中华民族特

有的节庆文化习俗。

人说中秋节得名于上古的祭月。最是

美丽神奇的月亮，古往今来流传着多少瑰丽

动人的传说。古人在缺乏科学知识的情况

下，对月亮上高山深谷造成的阴影赋予了丰

富的想象。那阴影又叫“月海”，这片海给人

无限遐想的空间，那团隐约可见的黑影是不

是一株桂树？那桂树后面是不是晶莹剔透

的广寒宫？那美丽的玉兔、丑陋的蟾蜍、伐

桂不止的吴刚和天上人间最美貌的嫦娥，他

们何年何月落户蟾宫？

大诗人屈原《天问》“顾菟在腹”，说月宫

有蟾蜍。“小蟾蜍徐行腹如鼓，大蟾蜍张颐怒

于虎”，因蟾居月宫，故以蟾为月的代称，月

宫又称蟾宫。李白《古朗月行》有“蟾蜍蚀圆

影，大明夜已残。”猜想月有晦、弦、望、朔，乃

蟾蜍作祟。蟾蜍又是长寿的象征，《太平御

览》记载，蟾蜍寿命可达三千岁。蟾蜍就是

癞蛤蟆，古代曾有蛙崇拜。蛙，繁殖力极强，

是第一位从水中爬上陆地生存的动物。蛙

与女娲之“娲”同音，有人认为女娲是把青蛙

加以人格化，而构想出来的女神。

又有“菟”与“兔”谐音。晋人傅咸在《拟

天问》诗中作证，“月中何有，白兔捣药。”南

阳出土的一幅汉画像石，名唤“苍龙星座

图”，画的就是月轮中的蟾蜍和玉兔。捣药

玉兔什么形象？粉白嫩脸，身披战袍，头戴

金盔，左手托臼，右手执杵，背插小旗，坐骑

为老虎、狮子、骆驼和梅花鹿，也有的威风凛凛坐上莲花宝座，极富童稚情

趣。这月魂蟾宫已足够热烈了，偏偏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天咫》篇中，

又为月宫送上一个山西人吴刚。吴刚有过，谪令月中伐桂，桂树高五百

丈，且斫且合，万世不绝。

又说，天宝十四年唐玄宗在八月十五游月宫。那个当了皇帝想成仙

的李隆基，身在凡间想天上。八月十五，清晖夜寂，望碧海青天，蟾光月

满，觊觎月宫，遂请道人罗公远作法，一道游了月宫。刹那间，寒气逼人，

香气扑鼻，面前一座美丽宫城就是广寒宫，数百仙女着轻罗玉纱，与嫦娥

翩翩起舞，迎迓凡世来客。听仙乐《紫云曲》悠扬悦耳，于是素晓音律，后

来成了梨园祖师的风流天子，默记曲调，把这支仙乐带回人间，成了蜚声

中外的《霓裳羽衣曲》。

传说，唐玄宗自月宫回落，经潞州上空，俯视全城，见月色如水，月光

如画，遂取随身玉笛，骤起仙乐，又向城中遍撒金钱。十几天后，潞州官府

上奏说，八月十五月满之时，潞州上空有仙乐传来，且有金钱撒下。要不

唐诗怎有“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若不怎有“如闻仙乐耳暂

聪”之语。

团圆中秋节，有祭月、赏月、玩月、走月活动。祭月供品首推圆圆的月

饼。月饼又称宫饼、月团、团圆饼。嫦娥奔月，人们用团饼祭月，取团圆之

意，又用瓜果、毛豆祭玉兔，希望玉兔能赐仙药，以求健康福祉。唐高祖李

渊时，突厥人犯边，大将李靖出征凯旋，吐蕃商人献上胡饼，李渊的改胡饼

为圆饼，望长安明月感叹：“应将圆饼邀蟾蜍。”传说改圆饼为月饼的是明

初刘伯温。元朝统治者残暴统治，老百姓不堪忍受，在起义领袖策划下，

中秋月饼里塞了纸条，人人动手杀元兵，传说为了纪念这次起义，便有了

中秋吃月饼的习俗。

月饼有京式、广式、苏式等多种样式。月饼不同于一般的糕点，月饼

本身是一幅吉祥图画，讲究在月饼模子上铸字印花，字是福、禄、寿、喜字，

画是团圆喜庆画。清代，祭月之风大盛，改月饼为月华。还将滴溜滚圆的

西瓜，切成瓣瓣相连的莲花状，放于银盘中，供祭月神，称之为团圆瓜。《帝

京景物略》称：“八月十五日祭月，其祭果饼必圆。”乘中

秋圆月，粮满圆仓，谷盈圆囤，万颗圆圆，堆砌丰稔之

际，谁人不盼圆融、圆满。中国人的观念中，爱完整，怕

残缺，喜和谐，厌敌对；喜团圆，伤别离，看天是圆的，还

有圆圆的日月星，地上有圆圆的供桌，桌上是圆圆的苹

果、葡萄、桂圆、石榴、晚桃和青柿子。

八月十五天门开，“海上生明月，天涯

共此时”。男不拜月，女不祭灶，虽有俗言，

也不严格要求，男拜月为了早步蟾宫，高攀

仙桂；女拜月则愿貌似嫦娥，圆如洁月。“但

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华夏儿女共同祭

拜中秋朗月，盼望和谐美满、月圆花好、繁

荣昌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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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夏秋冬，四季轮回，周而复始，构成了古往今

来的人间岁月。

在一年四季中，古人似对春、秋两季尤为偏

爱，直至用春秋指代人的年岁和历史。孔夫子修

订的中国古代编年史，便取名《春秋》。在中国传

统文化语境中，春、秋代表岁月的两种底色——绿

与黄、两种情感——喜与忧、两种格调——柔与刚、

两种宿命——兴与衰。这种强烈的映衬和对比，恰

如人们熟知的一副对联的寓意：“骏马秋风塞北，杏

花春雨江南。”

在汉字构造的会意法则中，禾火为秋、秋心为愁，

可谓“何处合成愁，离人心上秋。”较之于春的生机盎

然、和煦明丽，秋的落叶飘零、凄清萧瑟，更易成为感时

伤怀的特殊季节和寄托抒怀的共情意象。面对悲欣

交集、命运多舛的人生旅途，多少红尘过客引发千秋

一叹。

在唐诗宋词中，催生了许多以秋为背景的千古

绝唱。诗圣杜甫晚年穷途潦倒，在四川夔州白帝城

登高临眺。面对风急浪涌，猿啼鸟旋，无边落叶，滚

滚长江，引发身世飘零、老病孤愁的慨叹，写就情感

悲壮、境界阔大的《登高》，抒发万里悲秋、百年多病

的艰难苦恨，被誉为古今七律之冠。

铨试落第、在安史之乱乘船流亡的张继，在姑

苏河畔写下《枫桥夜泊》，勾画了月落乌啼、霜天寒

夜、江枫渔火、远寺钟声、孤舟客子的寂寥场景。短

短二十八字，写尽羁旅之思、家国之忧。他用一夜

失眠，博取了人们的千年咏叹。

曾被贬为江州司马的“诗魔”白居易，在浔阳江

头秋夜送客，偶遇落魄歌女，顿生天涯沦落之怀。

面对枫叶荻花，茫茫江水，写下歌行体叙事长诗《琵

琶行》。如泣如诉、充满愁思幽恨的声声琵琶，穿越

时光隧道，引发世间多少知音的慨叹。

还有那位愤世嫉俗、屡遭贬谪的“诗豪”刘禹锡，一改悲秋的沉郁，变“逢秋多

寂寥”为“秋日胜春朝”。一首《秋词》，抒发了一鹤排云、诗情冲霄的豪气和浪漫。

秋为一年一复始，月为一月一轮回。秋与月交相辉映，堪称绝配，二者构成了

一种叠加的咏叹意象。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

月年年望相似。秋月神秘浪漫、清幽恬淡、孤高寂寥，触发人们无尽的遐思。

诗仙李白在《子夜秋歌》中，用月色、秋风、砧声、玉关等意象，描写长安少妇

们对边关丈夫的牵挂和思念，以及对和平生活的渴望。

词帝李煜“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借助一弯残月，排

遣去国离乡的囚徒困境和锥心怆痛。

在古诗词中，寄情秋月的金句俯拾皆是：“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唐·张

九龄）；“万影皆因月，千声各为秋。”（唐·刘方平）；“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

水流。”（唐·李白）；“洞庭秋月生湖心，层波万顷如熔金。”（唐·刘禹锡）；“今夜月

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唐·王建）；“平分秋色一轮满，长伴云衢千里明。”

（宋·李朴）……可谓诗思泉涌。

秋月的绝代风华莫过于一年一度的中秋节。中秋节源于古人对月的崇拜

及对团圆康乐的向往。万家团圆，分食月饼，抬头赏月，遥祝亲人，成为中华民

族重要的文化习俗。大文豪苏轼佳节赏月，把酒问天，用生花妙笔，勾勒出一

种皓月当空、亲人千里、孤高旷远的境界。在月的神话传说和阴晴圆缺中，参

悟一种美妙的哲理意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成为人们历久弥新的祝

福和企盼。“天上一轮才捧出，人间万姓仰头看”，借助缕缕皎洁的月光，抚慰思

念的一片汪洋。

一年四季是亘古不变的自然规律，不会因为人们的好恶而改变。自然科学

早已诠释四季轮回的奥秘。地球绕太阳公转时，由于地轴存在23.5度夹角，使

阳光照射地球的角度和位置不断发生变化，每年便形成了春夏秋冬四季。正因

为地球有季节变化，才成就了这颗蔚蓝色星球上的万千气象、无限风光。

“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时光之箭一去不返，长河奔流逝者如

斯。面对有限的人生，倏忽的岁月，向上向善、敬畏生命、随遇而安、善于感受不

同季节之美、品味不同年龄之趣、累积不同阅历之识，或许能使人生更加充实、更

加从容、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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