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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十五月儿圆。到了中秋节，全家团聚，即
使出门在外的人也要往家赶，便赋予了其“团圆节”
的含义。明《西湖游览志会》中写道：“八月十五日
谓之中秋，民间以月饼相遗，取团圆之义。”

据《洛阳民俗志》记载，中秋节起源于古代秋祀
拜月习俗，汉魏以后，拜月演化为赏月。到了晋代，已
经有中秋夜赏月赋诗的活动。从唐代开始，有了节日
食月饼的风俗。到宋代时，月饼品种丰富起来。

近现代在洛阳，中秋要送的可不仅有月饼和
水果，也有送各类肉食的。老城家家于此时将月
饼、红枣、榛子、栗子、柿子等供在案台上，由家中主
妇主持，焚香磕头，算是“拜月”。拜月之后，一家人
其乐融融地分吃月饼，称为“圆月”或“愿月”，边吃
月饼和水果，边欣赏如银的月色，边往房上撒煮熟
的毛豆荚，毛豆荚是为了送给月宫中的玉兔。

中秋节前后，各家串亲戚带的礼物除了月饼，
还有梨、石榴等水果，娘家给出嫁闺女送蒸糕和嵌
着红枣的花馍，在洛阳叫作“送糕”。讲究的人家，
会请擅长做面活的师傅，将蒸糕做成蝴蝶、青蛙、刺
猬或者花果形状；枣糕则是用白面放上大红枣蒸出

来的，呈圆塔状，有两三层，每一层交错叠放，外沿
捏成虎头、佛手或者公鸡的样子，顶层则装饰以牡
丹或荷花图案，还要涂成彩色。

这样精致的枣糕不仅是食品，更是面塑艺术
品。这里的糕，是“高”的谐音，代表娘家盼望婆家
能高看自己的闺女，不仅自己送，还会约上本家族
人一起送。送到婆家的糕也有讲究，婆家要一分为
二，留下一半，另一半让亲家带回去。

如今的中秋，还是灯节之一，但这时不同于元
宵节时举办的大型灯会，玩灯主要是在家庭、儿童
或街坊邻里间进行的。

文人赏月在中秋节的诸多习俗中，显得很特
别，古往今来，许多诗人的名篇中都有咏月的诗
句。如今在洛阳，文人中秋吟诗作赋的习俗也有保
留。每年中秋，我市众多诗人、艺术家和部分专家
学者齐聚龙门香山寺，参与一年一度的香山中秋诗
会，吟诗、赏月、品月饼，共度中秋佳节。香山中秋
诗会肇始于2003年，洛阳的文化学者和诗歌爱好
者，已经习惯了中秋在白园聚会，“中秋诗会”也已
成为洛阳文化界的盛事。

又到中秋。亲爱的读者，您现在看到的是“月圆品情中秋专刊”。
月，赏月。中秋，赏月由来已久，起源于上古的祭月之俗。09版为您介绍中

秋的节俗以及与洛阳的联系。
圆，团圆。中秋，路上多少人脚步匆匆，只为回家团圆。在浩瀚书海，有哪

些关于中秋团圆的感人事，10版向您娓娓道来。
品，品味。中秋，月饼不可或缺。11版为您奉上月饼的健康吃法和节日健

康贴士，希望您过一个健康的佳节。
情，寄情。中秋，一句“千里共婵娟”，道不尽的相思与祝福。在网络上，网

友们有哪些中秋时节的感悟、妙语、趣图，12版邀您“同乐乐”。

——洛阳中秋节琐谈
□郑贞富

据说，中秋吃月饼可上溯至周代，
源自祭月拜月的一种仪式。关于这种
风俗的盛行，有多种说法，最传统的说
法与西晋末年的一次讨伐匈奴的军事
行动有关。

西晋时，从东汉开始的少数民族
内迁活动逐渐达到高潮，主要有匈奴、
鲜卑、羯、氐、羌，旧史称其为“五胡”。
他们居于关中及黄河以北，有千万之
众，已占此区域总人口的一半。

在内迁各族中，匈奴人最为强悍，
其首领刘渊成为反晋战争的统帅。西
晋永兴元年（公元 304 年），刘渊起兵
反晋，定都于离石（今山西离石），定国
号汉，自称汉王。

西晋永嘉三年（公元 309 年），刘
渊遣刘聪、石勒、王弥三人带兵攻打洛
阳。匈奴汉军近50万，渡过黄河，直
奔洛阳。晋将曹武引数万兵马拒之，
两军大战于邙山，晋军大败，只有曹武
单骑逃脱。50 万匈奴汉军兵临洛阳
城下，京师告急，弘农太守垣延带五千
士兵救援，见匈奴汉军兵强马壮，乃诈
降于刘聪，刘聪大喜。

八月中秋，垣延决定起义，将起义
信息夹进月饼中，士兵们在吃月饼时
得到了这个信息。当夜，刘聪犒劳军
队，匈奴军士昏醉歇息。半夜，垣延令
晋兵至各营放火，大叫：“晋兵全队在
此！”匈奴兵皆醉，见火光冲天，乃各持
刀枪，自相残杀。至天明，匈奴汉军死
伤大半。垣延以兵击杀，匈奴汉军大
败。

无独有偶，唐高祖年间，大将军李
靖征讨突厥，靠月饼传话得胜，八月十
五凯旋而归。当时有胡商向唐高祖献
饼祝捷。高祖李渊拿出圆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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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八月十五
吃的月饼，又成了一种祝捷食品。

洛阳民间传说，八月十五是牡丹仙子下凡之
日。洛阳北邙山，亦称牡丹山，古代漫山都长着野
生牡丹。当地农民年年秋冬滥伐牡丹，砍去作柴。
有一个叫东门的青年，极爱牡丹。每逢花开时节，
即选最佳品种，移到自己家里精心培植，并在山上
牡丹多的地方筑篱保护。某年中秋之夜，有一位美
丽的姑娘来到东门家，送给他一床绣有牡丹花的被
单和一方手帕，说特来表示谢意。东门问她从何而
来，姑娘却不见了。手帕上有一首诗：芳名就叫洛
阳花，邙山岭上是我家。感君惜花情意厚，来年春

天见奇葩。
果然，第二年春天，漫山遍野开出许多不同颜

色、不同花型的牡丹。从此，再也没有人到邙山砍
牡丹了。这个故事至今仍在洛阳民间流传着。

欧阳修《洛阳牡丹记》载，一位复姓东门的洛阳
人，富豪人家都请他嫁接牡丹，秋天接花立合同，来
年春上见花才付工钱。这真是信誉第一。牡丹何
以秋天栽培、嫁接呢？俗谚说：“秋分后，重阳前，七
芍药，八牡丹。”这是说，每年中秋节前后是栽培牡
丹的最佳时节。若是“春分栽牡丹，到老不开花”。

凝碧池，隋唐时洛阳的重要湖泊，位于隋洛阳
城的西苑，即唐代的神都苑。《唐两京城坊考》载：

“神都苑最东者凝碧池，（池）当中央者龙麟宫。”
唐朝时，中秋节已成为重要的节日。唐高宗、

武则天、唐玄宗时期，皇家中秋节一般在凝碧池举
行，玄宗的生日是八月初五，命名为千秋节，但由于
和中秋节临近，故后来两节合一，都放在八月十五。

辛弃疾《声声慢》说：“开元盛日，天上栽花，月
殿桂影重重。十里芬芳，一枝金粟玲珑。管弦凝碧
池上，记当时、风月愁侬。”这何止是追述一个节日，
他们是在追怀那个远去的盛唐！

据《明皇杂录补遗》记载，安史之乱爆发后，安
禄山攻陷洛阳、长安，建立伪燕帝国，以洛阳为都。
他将两京梨园弟子集中到洛阳，著名宫廷乐师雷海

青也在其中。安禄山在凝碧池举行大宴，命梨园弟
子奏曲作乐。

时值仲秋，金风拂地，碧漪如画。众乐工各自
奏技，或吹或弹，或敲或击，真是悦耳动听。

忽听得一片泣声。卫军查得乐工多半带着泪
痕，有一人手执琵琶，俯首大恸，便将他抓至席前。
安禄山说：“朕在此开太平盛宴，你敢无故啼哭，真
是可恶！”那乐工道：“安禄山！你幸蒙圣恩赦宥，不
思报效朝廷，却兴兵作乱，不日就遭天戮了，还说什
么太平盛宴！”说罢，将手中的琵琶掷将过去。安禄
山大怒，命卫士将他诛杀。此乐工就是雷海青。

诗人王维目睹了雷海青死难，偷偷赋一首七
绝：“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叶落
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

中秋节晚上，洛阳南部山区有烙“团圆”的习
俗，即烙一种象征团圆的小饼子，饼内包糖、芝麻
等，外压月亮、桂树、兔子等图案。实际上这种“团
圆”饼，就是自家做的月饼。

在古代的洛阳，中秋节还有赏花灯的习俗，朱
敦儒《如梦令》说：“莫恨中秋无月。多点金 红
蜡。取酒拥丝簧，迎取轻盈桃叶。桃叶。桃叶。唱
我新歌白雪。”

在中秋之夜，洛阳还有抛帕招亲的习俗。是
夜，于广场中搭一彩台，布置成月宫景状，并设玉
兔、桂树等。一些未出嫁的姑娘扮成嫦娥，将绣着
不同花色的手帕向台下抛去，如有观众接到的手帕
与“嫦娥”手中的花色相同，即可登台领奖。有些未

婚的小伙子在交还手帕时，若受“嫦娥”喜欢，则可
以戒指相赠。此后，双方可以交友往来，情投意合
者便喜结良缘。传统戏剧《吕蒙正招亲》说的就是
某年中秋节，相爷之女刘月娥在洛阳城中奉旨搭建
彩楼招亲，与吕蒙正喜结连理的故事。

月饼的制作方法很多。清人袁枚《随园食单》
介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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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朝和民国时期，洛阳地区的月饼作坊很多，如老城
的一枝春、大金台、万景楼，汝阳的福恒号、庆丰号，
嵩县的余庆园等都很有名。

今天，设宴赏月仍很盛行，人们把酒对月，庆祝
美好的生活，“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寇玺

“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洛阳可谓
和“长安”并称的“诗都”。而中秋之时洛阳城的热闹
情形在诗词中也随处可寻，已经成为诗意洛阳的一
道绝美风景。

唐代的洛阳城，车水马龙、热闹非凡，尤其是夜
景，火树银花、灯红酒绿，杨柳岸边，游人如织，令人
格外迷醉。所以，河南老乡白居易自从踏上这片灼
热的土地后，就深深爱上了洛阳这座城。

中秋时节，一轮明月在望，便引诗情无限。白居
易赏月不称“赏”，而称“玩”。玩月，看得出诗人与明
月的关系是何等亲近，就像近旁的古董，可把玩；也
如附近的山水，可游玩；更如身边的诗书，可玩味。
白居易在中秋时写的玩月诗就有五六首，可见他对
中秋夜赏月这份闲情逸致的喜爱。

“月好共传唯此夜，境闲皆道是东都。嵩山表里千
重雪，洛水高低两颗珠。清景难逢宜爱惜，白头相劝强
欢娱。诚知亦有来年会，保得晴明强健无。”（《八月十
五日夜同诸客玩月》）放眼望去，嵩山白茫茫一片，宛如
落了一层雪，明月落在洛水间，天上水中两轮明月相互
映衬，波光粼粼，月光皎洁。这般的美景固然值得珍
惜，只是，自己一天天变老，头上已落满秋霜，不知道来
年的相会，大家还能否像今天这样欢娱？中秋之景虽
美，但诗人多愁善感的心事难以言说。

陪同的洛阳才子刘禹锡不想让老友如此伤感。
他提笔写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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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十五夜玩月》）月洗寰宇，
秋澄万里，星辰散发光彩，风露越发晶莹，人间如若
变换，洛阳城便是凌霄宝殿。面对好友如此意气勃
发，白居易心中的阴霾定然一扫而光。

对于刘禹锡来说，无论千里万里，故乡永远是魂
牵梦萦之地，而明月永远是故乡最为明亮。“今宵帝城
月，一望雪相似。遥想洛阳城，清光正如此。知君当
此夕，亦望镜湖水。展转相忆心，月明千万里。”（《月
夜忆乐天兼寄微之》）在刘禹锡眼里，即便是众人膜
拜的都城长安，也不如故乡洛阳。

我想，这也是每个身在异乡的洛阳人的情怀，无
论是马寺钟声，还是龙门山色；无论是北邙远眺，还
是满城花香，都是我们永远的牵挂、永久的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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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碧池边邀明月

月饼寄托爱国情 八月十五栽牡丹

凝碧池边中秋宴

诗意中秋夜玩月

古风浓郁中秋节

□黑王辉

话中秋 赏圆月

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河南省书协楷书专业委员
会委员、洛阳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洛阳书画院副院
长。其作品先后二十余次入展由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办
的各项大展，曾荣获中国书法艺术最高奖——第三届
中国书法兰亭奖艺术奖提名奖、第四届中国书法兰亭
奖佳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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皓魄当空宝镜升，云间仙籁寂无声。
平分秋色一轮满，长伴云衢千里明。

■视觉设计 丁翔宇 崔莉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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