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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饼是亲情友情的纽带。买月饼也好，打

月饼也罢，真正吃进自个儿肚里的月饼并不

多。近年来人们注意饮食健康，讲究低油、低

糖、低盐、低脂，许多人不敢放开肚皮吃月饼。

但是，过中秋不能没有月饼，不但自家要吃，还

要送给亲戚朋友，老例还在，老礼还讲。朋友

说，他家打了 100 多个月饼，大部分送出去了。

你送我送，亲朋走动，月饼旅行，亲情交流，可

谓中秋一乐。

月饼寄托着游子的乡思。远离家乡的人，

无论身居何处，每逢佳节倍思亲，每逢中秋盼

团圆。思亲的一种表现，就是想吃家乡的月

饼。当今时代，商品大流通，网购大发展，什么

味道的月饼都能买到。可是口味是从小养成

的，家乡的味道总是令人难忘。家乡的月饼，

即使包装很简单，卖相不好看，也挡不住游子

的馋。

月饼也见证时代的变化。老家人自己打

月饼，过去用的是烧块煤的大火炉大铁鏊，现

在用上了电烤炉；过去的月饼模子，得用力才

能把月饼磕出来，现在的气压模子省时省力，

这是制作工艺的变化。过去人们爱吃油大、糖

多的月饼，现在低糖、无糖的月饼受青睐，这是

消费观念的变化。前些年，月饼卖天价，一些

单位用公款买月饼，某些商家趁机在月饼中偷

工减料，大搞过度包装、搭卖其他贵重物品，这

两年中央狠刹歪风邪气，出台“八项规定”，党

风政风和社会风气大为好转，月饼价格亲民

了，质量提高了，老百姓伸出了大拇指。

月饼的意蕴，越品越有味。中秋佳节吃月

饼，这一老祖宗传下来的习俗，怎么能丢得了

呢？

月饼是中秋的符号
□ 武卫政

中 秋 节 这 一 天 人 们 都 要 吃 月 饼 以 示“ 团

圆”。月饼，又叫胡饼、宫饼、月团、丰收饼、团圆

饼等，是古代中秋祭拜月神的供品。

相传我国古代，帝王就有春天祭日、秋天祭

月的礼制。在民间，每逢八月中秋，也有左右拜

月或祭月的风俗。“八月十五月儿圆，中秋月饼香

又甜”，这句名谚道出中秋之夜城乡人民吃月饼

的习俗。月饼最初是用来祭奉月神的祭品，后来

人们逐渐把中秋赏月与品尝月饼，作为家人团圆

的一大象征，慢慢的，月饼也就成为了节日的必

备礼品。

月饼，最初起源于唐朝军队祝捷食品。唐高

祖年间，大将军李靖征讨突厥靠月饼隐蔽的传话

得胜，八月十五凯旋而归，此后，吃月饼成为每年

的习俗

当时有经商的吐鲁番人向唐朝皇帝献饼祝

捷。高祖李渊接过华丽的饼盒，拿出圆饼，笑指

空中明月说：“应将胡饼邀蟾蜍”。说完把饼分给

群臣一起吃。

南宋吴自牧的《梦粱录》一书，已有“月饼”一

词，但对中秋赏月，吃月饼的描述，是明代的《西

湖游览志会》才有记载：“八月十五日谓之中秋，

民间以月饼相遗，取团圆之义”。到了清代，关于

月饼的记载就多起来了，而且制作越来越精细。

月饼发展到今日，品种更加繁多，风味因地

各异。其中京式、苏式、广式、潮式等月饼广为我

国南北各地的人们所喜食。

月饼象征着团圆，是中秋佳节必食之品。在

节日之夜，人们还爱吃些西瓜等团圆的果品，祈

祝家人生活美满、甜蜜、平安。

据史料记载，早在三千年前的殷周时代，民

间 就 已 有 为 纪 念 太 师 闻 仲 的“ 边 薄 心 厚 太 师

饼”。汉代张骞出使西域，引入胡桃、芝麻等，出

现了以胡桃仁为馅的圆形“胡饼”，唐高祖时，李

靖出征突厥，于中秋节凯旋而归，当时恰有一个

吐蕃商人进献胡饼，李渊很高兴，手拿胡饼指着

当空的皓月说：“应将胡饼邀蟾蜍（月亮）。”随后

分给群臣食之。若此说确实，这可能是中秋节分

食月饼的开始。但“月饼”一词，最早是见于南宋

吴自牧的红菱饼。

月饼是圆的，且被赋予团圆之意的朝代是

明，刘侗《帝京景物略》说：“八月十五日祭月，其

祭果饼必圆。”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说：“八月

十五谓之中秋，民间又以月饼相遗，取团圆之

义。”沈榜在《宛署杂记》中还记述了明代北京中

秋制作月饼的盛况：坊民皆“造月饼相遗，大小不

等，呼为月饼。市肆至以果为馅，巧名异状，有一

饼值数百钱者。”心灵手巧的制饼工人翻新出奇，

月饼上做出各种花样，彭蕴章《幽州土风吟》描述

说：“月宫符，画成玉兔窑台居；月宫饼，制就银蟾

紫府影。一双蟾兔满人间，悔煞嫦娥窃药年；奔

入广寒归不得，空劳玉杵驻丹颜。”

清代，中秋吃月饼已成为一种普遍的风俗，

且制作技巧越来越高。清人袁枚《随园食单》介

绍道：“酥皮月饼，以松仁、核桃仁、瓜子仁和冰

糖、猪油作馅，食之不觉甜而香松柔腻，迥异寻

常。”北京的月饼则以前门致美斋所制为第一。

遍观全国，已形成京、津、苏、广、潮五种风味系

列，且围绕中秋拜月、赏月还产生了许多地方民

俗，如江南的“卜状元”：把月饼切成大中小三块，

叠在一起，最大的放在下面，为“状元”；中等的放

在中间，为“榜眼”；最小的在上面，为“探花”。而

后全家人掷骰子，谁的数码最多，即为状元，吃大

块；依次为榜眼、探花，游戏取乐。

现在，月下游玩的习俗，已远没有旧时盛

行。但设宴赏月仍很盛行，人们把酒问月，庆贺

美好的生活，或祝远方的亲人健康快乐，和家人

“千里共婵娟”。

中秋食品的“文化密码”

中秋祭月：在我国是一种十分古老的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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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场所称为日坛、地坛、月坛、天坛。分设在东南

西北四个方向。北京的月坛就是明清皇帝祭月

的地方。《礼记》记载：“天子春朝日，秋夕月。朝

日之朝，夕月之夕。”这里的夕月之夕，指的正是

夜晚祭祀月亮。这种风俗不仅为宫廷及上层贵

族所奉行，随着社会的发展，也逐渐影响到民间。

文人赏月：赏月的风俗来源于祭月，严肃的

祭祀变成了轻松的欢娱。民间中秋赏月活动约

始魏晋时期，但未成习。到了唐代，中秋赏月、玩

月颇为盛行，许多诗人的名篇中都有咏月的诗

句。待到宋时，形成了以赏月活动为中心的中秋

民俗节日，正式定为中秋节。与唐人不同，宋人

赏月更多的是感物伤怀，常以阴晴圆缺，喻人情

事态，即使中秋之夜，明月的清光也掩饰不住宋

人的伤感。但对宋人来说，中秋还有另外一种形

态，即中秋是世俗欢愉的节日：“中秋节前，诸店

皆卖新酒，贵家结饰台榭，民家争占酒楼玩月，笙

歌远闻千里，嬉戏连坐至晓”（《东京梦华录》）。

宋代的中秋夜是不眠之夜，夜市通宵营业，玩月

游人，达旦不绝。

民间拜月：相传古代齐国丑女无盐，幼年时

曾虔诚拜月，长大后，以超群品德入宫，但未被宠

幸。某年八月十五赏月，天子在月光下见到她，

觉得她美丽出众，后立她为皇后，中秋拜月由此

而来。月中嫦娥，以美貌著称，故少女拜月，愿

“貌似嫦娥，面如皓月”。

明清之后，因时代的关系，社会生活中的现

实功利因素突出，岁时节日中世俗的情趣愈加浓

厚，以“赏月”为中心的抒情性与神话性的文人传

统减弱，功利性的祭拜、祈求与世俗的情感、愿望

构成普通民众中秋节俗的主要形态。因此，“民

间拜月”成为人们渴望团聚、康乐和幸福的一种

表达。

在古代有“秋暮夕月”的习俗。夕月，即祭拜

月神。设大香案，摆上月饼、西瓜、苹果、红枣、李

子、葡萄等祭品，其中月饼和西瓜是绝对不能少

的。西瓜还要切成莲花状。在月下，将月亮神像

放在月亮的那个方向，红烛高燃，全家人依次拜

祭月亮，然后由当家主妇切开团圆月饼。切的人

预先算好全家共有多少人，在家的，在外地的，都

要算在一起，不能切多也不能切少，大小要一样。

月光马儿：明清时期月神形象发生了重要变

化，由早期纯道教色彩的以嫦娥为主的月宫图景

演变为佛道交融的月光菩萨与捣药玉兔并在的

世俗形象。这个时期，人们供奉绘有月光菩萨的

月光纸，也叫“月光马儿”。富察敦崇的《燕京岁

时记》。记载：“月光马者，以纸为之，上绘太阴星

君，如菩萨像，下绘月宫及捣药之兔。人立而执

杵，藻彩精致，金碧辉煌，市肆间多卖之者。长者

七、八尺，短者二、三尺，顶有二旗，作红绿，笆或

黄色，向月而供之。焚香行礼，祭毕与千张、元宝

等一并焚之。”

中秋宴俗：古时汉族的中秋宴俗，以宫廷最

为精雅。如明代宫廷时兴吃螃蟹。螃蟹用蒲包

蒸熟后，众人围坐品尝，佐以酒醋。食毕饮苏叶

汤，并用之洗手。宴桌区周，摆满鲜花、大石榴以

及其他时鲜，演出中秋的神话戏曲。清宫多在某

一院内向东放一架屏风，屏风两侧搁置鸡冠花、

毛豆技、芋头、花生、萝卜、鲜藕。屏风前设一张

八仙桌，上置一个特大的月饼，四周缀满糕点和

瓜果。祭月完毕，按皇家人口将月饼切作若干

块，每人象征性地尝一口，名曰“吃团圆饼”。清

宫月饼之大，令人难以想象。像末代皇帝溥仪赏

给总管内务大臣绍英的一个月饼，便是“径约二

尺许，重约二十斤”。

中秋习俗的“文化传承”

嫦娥奔月：相传，远古天上有十个太阳同时

出现，晒得庄稼枯死，民不聊生。有个人叫后羿，

同情受苦百姓，拉开神弓，一口气射下九个太阳，

并严令最后一个太阳按时起落，为民造福。他因

此受到百姓的爱戴。

不少志士慕名前来投师学艺，心术不正的蓬

蒙也混了进来。一天，后羿到昆仑山访友求道，

巧遇王母娘娘，向她求得一包不死药。据说，服

药后能即刻升天成仙。后羿舍不得撇下美貌的

妻子嫦娥，就暂把不死药交给她珍藏。嫦娥将药

藏进梳妆台，不料被蓬蒙看见了，他想偷吃不死

药自己成仙。

三天后，后羿率众徒狩猎，蓬蒙假装生病，留

了下来。待后羿等走后不久，蓬蒙手持宝剑闯入

内宅后院，威逼嫦娥交出不死药。嫦娥自知不是

蓬蒙的对手，危急时她当机立断，打开百宝匣，吞

下不死药，身子立时飘离地面，向天上飞去。由

于她牵挂丈夫，便飞落到离人间最近的月亮上成

了仙。

傍晚，后羿回家，侍女们哭诉了白天发生的

事。后羿悲痛欲绝，仰望夜空呼唤爱妻的名字。

他发现今天月亮格外皎洁明亮，而且有个晃动的

身影酷似嫦娥。他朝月亮追去，可他追三步，月

亮退三步，他退三步，月亮进三步，无论怎样也追

不到跟前。

后羿思念妻子，派人到嫦娥喜爱的后花园

里，在香案上摆上她平时最爱吃的蜜食鲜果，遥

祭在月宫里眷恋着自己的嫦娥。百姓们闻知嫦

娥奔月的消息后，纷纷在月下摆设香案，向她祈

求吉祥平安。

吴刚折桂：相传月亮上广寒宫前的桂树生长

繁茂，有五百多丈高。下边有一个人常在砍伐

它，但是每次砍下去之后，树被砍的地方又立即

合拢了。几千年来，就这样随砍随合，这棵桂树

永远也不能被砍光。

据说这个砍树的人名叫吴刚，是汉朝西河

人，曾跟随仙人修道，到了天界。但是他犯了错

误，仙人就把他贬谪到月宫，日日做这种徒劳无

功的苦差使，以示惩处。

月饼起义：中秋节吃月饼相传始于元代。

当时，中原广大人民不堪忍受元朝统治阶级的

残酷统治，纷纷起义抗元。朱元璋联合各路反

抗力量准备起义。但朝廷官兵搜查得十分严

密，传递消息非常困难。军师刘伯温便想出一

计策，命令属下把写有“八月十五夜起义”的

纸条藏到饼子里面，再派人分头传送到各地起

义军中，通知他们在八月十五晚上起义响应。

到了起义那天，各路义军一齐响应，起义军如

星火燎原。

很快，将军徐达就攻下元大都，起义成功

了。消息传来，朱元璋高兴地连忙传下口谕：在

即将来临的中秋节，让全体将士与民同乐，并将

当年起兵时用以秘密传递信息的“月饼”，作为节

令糕点赏赐群臣。此后，“月饼”制作越发精细，

品种更多，大的如圆盘，成为馈赠亲友的佳品。

以后中秋节吃月饼的习俗便在民间流传开来。

中秋传说的“文化演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