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秋，明月吐出一枚相思
人间遍地飘来月饼香
清冷与热烈的离合
在一场秋雨里
反复倾诉……

广寒宫里的凄清
漫泡在寂寞的桂花酒里
只一杯，玉兔就醉了
我不知道在天堂的母亲
会不会饮酒

反正我只喝一口
眼睛就会红润起来
那一轮明月悬挂天际
也悬在我心间

生命的年轮里
那些难以弥合的伤痛
——在圆月面前
又一次踩碎自己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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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节起源于我国古代秋祀中秋节起源于我国古代秋祀、、拜月之俗拜月之俗。。
《《礼记礼记》》中载有中载有““天子春朝日天子春朝日，，秋夕月秋夕月。。朝日以朝日以
朝朝，，夕月以夕夕月以夕。”。”这里的这里的““夕月夕月””就是拜月的意就是拜月的意
思思。。两汉时已具雏形两汉时已具雏形，，唐时唐时，，中秋赏月之俗始中秋赏月之俗始
盛行盛行，，并定为中秋节并定为中秋节。。欧阳詹欧阳詹（（公元公元 785785～约～约
827827年年））于于《《长安玩月诗序长安玩月诗序》》云云：“：“八月于秋八月于秋。。季季
始孟终始孟终；；十五于夜十五于夜，，又月云中又月云中。。稽于天道稽于天道，，则寒则寒
暑均暑均，，取于月数取于月数，，则蟾魂圆则蟾魂圆，，故曰中秋故曰中秋。”。”

中秋之夜中秋之夜，，月色皎洁月色皎洁，，古人把圆月视为团古人把圆月视为团
圆的象征圆的象征，，因此因此，，又称八月十五为又称八月十五为““团圆节团圆节”。”。
古往今来古往今来，，人们常用人们常用““月圆月圆”、“”、“月缺月缺””来形容来形容““悲悲
欢离合欢离合”，”，客居他乡的游子客居他乡的游子，，更是以月来寄托深更是以月来寄托深
情情。。唐代诗人李白的唐代诗人李白的““举头望明月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低头思故
乡乡”，”，杜甫的杜甫的““露从今夜白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月是故乡明”，”，宋代宋代
王安石的王安石的““春风又绿江南岸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明月何时照我还””
等诗句等诗句，，都是千古绝唱都是千古绝唱。。

中秋节与元宵节和端午节并称为我国三中秋节与元宵节和端午节并称为我国三
大传统佳节大传统佳节。。究中秋节之来源究中秋节之来源，，与与““嫦娥奔嫦娥奔
月月”、“”、“吴刚伐桂吴刚伐桂”、“”、“玉兔捣药玉兔捣药””等神话传说有着等神话传说有着
密切的关系密切的关系。。故中秋节的民间习俗多与月亮故中秋节的民间习俗多与月亮
有关有关。。赏月赏月、、拜月拜月、、吃团圆月饼等吃团圆月饼等，，均源于此均源于此。。
古代帝王有春天祭日古代帝王有春天祭日，，秋天祭月的社制秋天祭月的社制，，民家民家
也有中秋祭月之风也有中秋祭月之风，，到了后来赏月重于祭月到了后来赏月重于祭月，，
严肃的祭祀变成了轻松的欢娱严肃的祭祀变成了轻松的欢娱。。中秋赏月的中秋赏月的
风俗在唐代极盛风俗在唐代极盛，，许多诗人的名篇中都有咏月许多诗人的名篇中都有咏月
的诗句的诗句，，宋代宋代、、明代明代、、清代宫廷和民间的拜月赏清代宫廷和民间的拜月赏
月活动更具规模月活动更具规模。。 我国各地至今遗存着许多我国各地至今遗存着许多

““拜月坛拜月坛”、“”、“拜月亭拜月亭”、“”、“望月楼望月楼””的古迹的古迹。。北京北京
的的““月坛月坛””就是明嘉靖年间为皇家祭月修造就是明嘉靖年间为皇家祭月修造
的的。。 每当中秋月亮升起每当中秋月亮升起，，于露天设案于露天设案，，将月将月
饼饼、、石榴石榴、、枣子等瓜果供于桌案上枣子等瓜果供于桌案上，，拜月后拜月后，，全全
家人围桌而坐家人围桌而坐，，边吃边谈边吃边谈，，共赏明月共赏明月。。现在现在，，祭祭
月拜月活动已被规模盛大月拜月活动已被规模盛大、、多彩多姿的群众赏多彩多姿的群众赏
月游乐活动所替代月游乐活动所替代。。

吃月饼是节日的另一习俗吃月饼是节日的另一习俗，，月饼象征着团月饼象征着团
圆圆。。月饼的制作从唐代以后越来越考究月饼的制作从唐代以后越来越考究。。苏苏
东坡有诗写道东坡有诗写道：“：“小饼如嚼月小饼如嚼月，，中有酥和饴中有酥和饴”，”，清清
朝杨光辅写道朝杨光辅写道：“：“月饼饱装桃肉馅月饼饱装桃肉馅，，雪糕甜砌蔗雪糕甜砌蔗
糖霜糖霜”。”。看来当时的月饼和现在已颇为相近看来当时的月饼和现在已颇为相近
了了。。

通常有通常有许多人讲许多人讲，，中秋节源自嫦娥奔月中秋节源自嫦娥奔月
的故事的故事。。据史书记载据史书记载：“：“昔嫦娥以西王母不死昔嫦娥以西王母不死
之药服之之药服之，，遂奔月为月精遂奔月为月精。”。”嫦娥此举所付出嫦娥此举所付出
的代价是罚作苦役的代价是罚作苦役，，并终生不能返回人间并终生不能返回人间。。
李白为此颇为伤感李白为此颇为伤感，，写有诗句写有诗句：“：“白兔捣药秋白兔捣药秋
复春复春，，女亘娥孤栖与谁女亘娥孤栖与谁邻邻？”？”嫦娥自己虽觉月嫦娥自己虽觉月
宫之好宫之好，，但也耐不住寂寞但也耐不住寂寞，，在每年八月十五月在每年八月十五月
圆夜清之时圆夜清之时，，返回到人间与夫君团聚返回到人间与夫君团聚，，但在天但在天
明之前必须回到月宫明之前必须回到月宫。。后世人每后世人每逢中秋逢中秋，，既既
想登月与嫦娥一聚想登月与嫦娥一聚，，又盼望嫦娥下凡一睹芳又盼望嫦娥下凡一睹芳
容容。。因此因此，，许多人在焚香拜月之时许多人在焚香拜月之时，，祈求祈求

““男则愿早步蟾宫男则愿早步蟾宫，，高攀仙桂……女则愿貌似高攀仙桂……女则愿貌似
嫦嫦娥娥，，圆如皓月圆如皓月。”。”年复一年年复一年，，人们把这一天作人们把这一天作
为节日来庆祝为节日来庆祝。。

有人则认为有人则认为，，中秋节是由唐明皇赏月开始中秋节是由唐明皇赏月开始
的的。。唐代唐代《《开元遗事开元遗事》》一书中记载一书中记载：：中秋夜中秋夜，，唐唐
明皇偕杨贵妃在月下游玩儿明皇偕杨贵妃在月下游玩儿，，游到兴处游到兴处，，二人二人
径自登入月宫径自登入月宫，，唐明皇还在月宫学得半部唐明皇还在月宫学得半部《《霓霓
裳羽衣曲裳羽衣曲》，》，后来补充完整后来补充完整，，成为传世之作成为传世之作。。唐唐

明皇念念不忘这月宫之行明皇念念不忘这月宫之行，，每年到此时刻每年到此时刻，，必必
要赏月一番要赏月一番。。百姓也来效仿百姓也来效仿，，月圆之时欢聚一月圆之时欢聚一
堂堂，，享受人间美景享受人间美景。。久而久之久而久之，，成了一种传统成了一种传统
沿袭下来沿袭下来。。

而有人提出而有人提出，，中秋节原本是推翻元朝统治中秋节原本是推翻元朝统治
的一次起义纪念日的一次起义纪念日。。在元朝末年在元朝末年，，老百姓不堪老百姓不堪
忍受官府的统治忍受官府的统治，，在中秋季节在中秋季节，，把写有把写有““杀鞑杀鞑
子子、、灭元朝灭元朝；；八月十五家家齐动手八月十五家家齐动手””的字条藏在的字条藏在
铬好的小圆饼内相互传递铬好的小圆饼内相互传递。。到了八月十五日到了八月十五日
晚晚，，家家户户齐动手家家户户齐动手，，一举推翻了元朝统治一举推翻了元朝统治。。
后来后来，，每逢中秋节每逢中秋节，，都吃月饼来纪念这次历史都吃月饼来纪念这次历史
性的胜利性的胜利。。

另外有人提出另外有人提出，，中秋节的起源和农业生产中秋节的起源和农业生产
有关有关。。秋天是收获的季节秋天是收获的季节。“。“秋秋””字的解释是字的解释是：：

““庄稼成熟曰秋庄稼成熟曰秋”。”。八月中秋八月中秋，，农作物和各种果农作物和各种果
品陆续成熟品陆续成熟，，农民为了庆祝丰收农民为了庆祝丰收，，表达喜悦的表达喜悦的
心情心情，，就以就以““中秋中秋””这天作为节日这天作为节日。“。“中秋中秋””就是就是
秋天中间的意思秋天中间的意思，，农历的八月是秋季中间的一农历的八月是秋季中间的一
个月个月，，十五日又是个月中间的一天十五日又是个月中间的一天。。

《《周礼周礼》》中出现过中秋这个词中出现过中秋这个词，，但它指的不但它指的不
是中秋节是中秋节，，而是秋季的第二个月而是秋季的第二个月。。汉代有汉代有““秋秋
节节”，”，时间是在立秋的那一天时间是在立秋的那一天，，也不是八月十也不是八月十
五五，，唐朝的类书里有四时十二节令的记载唐朝的类书里有四时十二节令的记载，，也也
没有中秋节没有中秋节，，但唐诗中已出现了但唐诗中已出现了““中秋月中秋月”。“”。“八八
月中秋月正圆月中秋月正圆，，送君吟上木兰船送君吟上木兰船”（”（韦庄韦庄《《送李送李
秀才归荆溪秀才归荆溪》）。》）。第一次对中秋节作了明确记第一次对中秋节作了明确记
载的是南宋人吴自收载的是南宋人吴自收，，他在他在《《梦粱录梦粱录》》一书中一书中
说说：“：“八月十五日中秋节八月十五日中秋节，，此日三秋临半此日三秋临半，，故谓故谓
之之‘‘中秋中秋’。’。此夜月色倍明于常时此夜月色倍明于常时，，又谓之又谓之‘‘月月
夕夕’。”’。”书里还描写了南宋京都临安书里还描写了南宋京都临安（（今杭州今杭州））赏赏
月逛夜市的月逛夜市的。。

根据史籍的记载根据史籍的记载，“，“中秋中秋””一词最早出现在一词最早出现在
《《周礼周礼》》一书中一书中。。到魏晋时到魏晋时，，有有““谕尚书镇牛淆谕尚书镇牛淆，，
中秋夕与左右微服泛江中秋夕与左右微服泛江””的记载的记载。。直到唐朝初直到唐朝初
年年，，中秋节才成为固定的节日中秋节才成为固定的节日。《。《唐书唐书··太宗记太宗记》》
记载有记载有““八月十五中秋节八月十五中秋节””..中秋节的盛行始于中秋节的盛行始于
宋朝宋朝，，至明清时至明清时，，已与元旦齐名已与元旦齐名，，成为我国的主成为我国的主
要节日之一要节日之一。。这也是我国仅次于春节的第二这也是我国仅次于春节的第二
大传统节日大传统节日。。

《《西湖游览志余西湖游览志余》》中说中说：“：“八月十五谓中秋八月十五谓中秋，，
民间以月饼相送民间以月饼相送，，取团圆之意取团圆之意”《”《帝京景物略帝京景物略》》
中也说中也说：“：“八月十五祭月八月十五祭月，，其饼必圆其饼必圆，，分瓜必牙分瓜必牙
错错，，瓣刻如莲花瓣刻如莲花。。……其有妇归宁者……其有妇归宁者，，是日必是日必
返夫家返夫家，，曰团圆节曰团圆节。。中秋晚上中秋晚上，，我国大部分地我国大部分地
区还有烙区还有烙““团圆团圆””的习俗的习俗，，即烙一种象征团圆即烙一种象征团圆、、
类似月饼的小饼子类似月饼的小饼子，，饼内包糖饼内包糖、、芝麻芝麻、、桂花和蔬桂花和蔬
菜等菜等，，外压月亮外压月亮、、桂树桂树、、兔子等图案兔子等图案。。祭月之祭月之
后后，，由家中长者将饼按人数分切成块由家中长者将饼按人数分切成块，，每人一每人一
块块，，如有人不在家即为其留下一份如有人不在家即为其留下一份，，表示合家表示合家
团圆团圆。。

中秋节时，云稀雾少，月光皎洁明亮，民间
除了要举行赏月、祭月、吃月饼祝福团圆等一
系列活动，有些地方还有舞草龙，砌宝塔等活
动。除月饼外，各种时令鲜果干果也是中秋夜
的美食。

中秋节起源的另一个说法是：农历八月十
五这一天恰好是稻子成熟的时刻，各家都拜土
地神。中秋可能就是秋报的遗俗。

据人民网

一、最雄浑的中秋诗词
——《望月怀远》
（唐·张九龄）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
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
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

关于中秋节的
由来起源和传说习俗 中秋节诗词佳句鉴赏

我们的节日我们的节日
中
秋
节

中
秋
节

二、最寂寥的中秋诗词
——《十五夜望月》
（唐·王建）
中庭地白树栖鸦，冷露无声湿桂花。
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

三、最有边塞味的中秋诗词
——《子夜吴歌·秋歌》
（唐·李白）
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
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
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

四、最亲情的中秋诗词
——《月夜》
（唐·杜甫）
今夜 州月，闺中只独看。
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
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
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

五、最清冷的中秋诗词
——《八月十五日夜湓亭望月》
（唐·白居易）
昔年八月十五夜，曲江池畔杏园边。
今年八月十五夜，湓浦沙头水馆前。
西北望乡何处是，东南见月几回圆。
昨风一吹无人会，今夜清光似往年。

七、最感伤的中秋诗词
——《中秋月》
（宋·苏轼）
暮云收尽溢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
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

六、最著名的中秋诗词
——《水调歌头》
（宋·苏轼）

（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
此篇，兼怀子由）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
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
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
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
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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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最具科学幻想的中秋诗词
——《木兰花慢》
（宋·辛弃疾）

可怜今夕月，向何处，去悠悠？是
别有人间，那边才见，光影东头？是天
外，空汗漫，但长风浩浩送中秋？飞镜
无根谁系？ 娥不嫁谁留？

谓经海底问无由，恍惚使人愁。怕
万里长鲸，纵横触破，玉殿琼楼。虾蟆
故堪浴水，问云何玉兔解沉浮？若道都
齐无恙，云何渐渐如钩？

九、最壮阔的中秋诗词
——《念奴娇·过洞庭》
（宋·张孝祥）

洞 庭 青 草 ，近 中 秋 ，更 无 一 点 风
色。玉鉴琼田三万顷，著我扁舟一叶。
素月分辉，明河共影，表里俱澄澈。悠
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

应念岭表经年，孤光自照，肝胆皆
冰雪。短发萧骚襟袖冷，稳泛沧溟空
阔 。 尽 挹 西 江 ，细 斟 北 斗 ，万 象 为 宾
客。扣舷独啸，不知今夕何夕。

中秋遐思
□ 卫彦琴

据人民网据人民网

十、最伤心的中秋诗词
——《绮怀》
（清·黄景仁）
几回花下坐吹箫，银汉红墙入望遥。
似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中宵。。
缠绵思尽抽残茧缠绵思尽抽残茧，，宛转心伤剥后蕉宛转心伤剥后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