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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词人周密在《武林旧事》中记
叙：“此夕浙江放‘一点红’羊皮小水灯
数十万盏，浮满水面，烂若繁星。”那中
秋 夜 色 中 ，百 姓 们 将 数 万 只 羊 皮 小 水
灯，放入水中，汇成了一条灯河，犹如天
上星河，光华灿烂。周密还说：“或谓此
乃江神所喜，非徒事观美也。”放灯的习
俗，并非只为了观光美景，更是为了祭
祀江神。

中秋赏灯习俗很多，比如香港的舞火
龙、浙江开化一带的舞草龙、苏州的石湖
看串月、傣族的拜月、苗族的跳月、侗族的
偷月亮菜、高山族的托球舞等等。舞火
龙，是以珍珠草织成长龙，在龙身上插满
线香，一边烧鞭炮，一边舞火龙。舞草龙，
又称稻草龙或香火草龙。众所皆知，那中
秋月，是中秋最大的一盏天灯，那串月，也
叫走月，人们在中秋夜，衣着华美，三五结
伴，行走在皎洁的月光下，观月享乐。祭
月，为古老习俗，是对月神的崇拜活动。
赏月，风俗源于祭月，中秋之月最圆最亮，
赏月皆为众人所能。

“ 灯 ”字 中 有 个“ 丁 ”，寓 意 人 丁 兴
旺，幸福团圆，有着深层的美好祝愿。
比如在东莞望牛墩，外婆们到出嫁女儿
家里“送中秋”，有灯笼、柿子、柚子、菱
角、香蕉等，寓意“好意头”，也是“好兆
头”。此俗在民间有谚语：“外婆送中
秋，外孙担灯笼”，送去深深祝福时，灯
笼必不可少。

还有，广州的树中秋、安徽的堆宝塔、晋江的烧塔仔等，也是盛行之风俗。
“树中秋”，是小孩子自己动手，扎出各种形状的花灯，有兔子灯、柚子皮灯、橘
子皮灯等，将灯高高竖起，比谁竖得高，竖得多，因此谐音得名“树中秋”。烧花
塔，或称瓦子灯、烧瓦塔、烧番塔，在江西、广东、广西等地流传。《中华全国风俗
志》卷五记载：“中秋夜，一般孩子于野外拾瓦片，堆成一圆塔形，有多孔。黄昏
时于明月下置木柴塔中烧之。俟瓦片烧红，再泼以煤油，火上加油，霎时四野
火红，照耀如昼。直至夜深，无人观看，始行泼息，是名烧瓦子灯”。

月圆人满，花灯璀璨，唐代王建有诗云：“月似圆来色渐凝，玉盆盛水欲侵
棱。夜深尽放家人睡，直到天明不炷灯。”今人周云锦、何湘妃在《闲情试说时
节事》一文中说：“广东张灯最盛，各家于节前十几天，就用竹条扎灯笼。作果
品、鸟兽、鱼虫形及‘庆贺中秋’等字样，上糊色纸绘各种颜色。中秋夜灯内燃
烛用绳系于竹竿上，高树于瓦檐或露台上，或用小灯砌成字形或种种形状，挂
于家屋高处，俗称‘树中秋’或‘竖中秋’。富贵之家所悬之灯，高可数丈，家人
聚于灯下欢饮为乐；平常百姓则竖一旗竿，灯笼两颗，也自取其乐。满城灯火
不啻琉璃世界。”

中秋节闹花灯，是我国民间传统习俗，有看花灯、猜灯谜、击鼓乐等等，
倾城而观，热闹非凡。中秋玩花灯，有各种彩灯，比如芝麻灯、蛋壳灯、刨花
灯、稻草灯、鱼鳞灯、谷壳灯、瓜子灯及鸟兽花树灯等，样式精致小巧。花草
灯，为古人制灯之法，有莲花灯、树地灯、蘑菇灯、生肖灯等。那“暖心灯”，是
现代人所创，比如月饼灯、一摸就亮的小鸟灯、牛奶杯小夜灯、钻戒灯等等，
造型独特时尚。

中秋节，我曾在丹阳石刻园观花灯，有丹凤朝阳灯、鼓舞丹阳灯、欢度国庆
灯、会说话的汤姆猫灯、八仙过海灯、年年有余灯等等，丰富多彩，让人目不暇
接。还有一年中秋，我去南京夫子庙看过花灯，又去中华门城堡看城墙上的花
灯，我感觉那灯海若梦，正如“月出皎兮，佼人僚兮。”当时我想，在中秋，人们提
花灯，有古典风情，古色诗意，为许多人所喜爱。我还想，中秋的灯，是城市的
风景线，是流行的传统，深含城市人乐观的生活，缤纷的期盼。许多城市，在中
秋集合城市文化和艺术特色，配合道路、绿化、建筑等景观，打造中秋灯市，或
称灯海。

有一年中秋，我在城市冷雨中看花灯，那感觉让我想起一首现代诗《中秋
的灯》：“深秋的夜雨繁华/天上无月地上光/雨点把灯光砸得稀巴烂/孤灯依然
挺立在雨中照亮每个角落。”那诗意真切，让雨夜的中秋灯，也有了深意，而且
绵密灿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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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景不同。不知不觉间，
中秋节又不约而至。中秋回家团圆赏月，促膝共叙天伦
之乐，是中华大地千百年来延续至今的永恒主题。期
间，吃一枚月饼，寄一缕相思，更是中秋时分不可或缺的
文化象征。

如今的人们，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征程上，早已
脱离苦日子，过上了好日子。物质生活愈加丰盈的同时，中秋节的月饼
也日新月异，变得五花八门。单从月饼的馅料上说，就有枣泥、豆沙、莲
蓉、芋泥、凤梨、瓜酱、蛋黄、咸肉之分等，而近几年变化形成的抹茶红
豆、牛奶芝麻、绿茶瓜子、山楂话梅、素卤肉豆等新式馅料更是延伸了消
费者的味蕾，不禁让人感叹月饼的身价堪比荧屏里的明星。这虽是一
句玩笑话，但也从某种程度上展现出国人的创新意识和经济的快进水
平。

不过，月饼不是新世纪的产物，唐朝时，中秋节已经成为国家法定
节日，与之相伴的月饼类似物也同时出现在了中秋之夜。如《唐书》里
记载“八月十五中秋节”，再如《洛中记闻》里说，唐僖宗在中秋节吃月
饼，味道极美，又听闻新科进士开设喜宴，便命御厨房用红绫包裹月饼
赠予新科进士们享用。

但中秋节兴盛于两宋，月饼一词最早出现在南宋吴自牧的《梦粱
录》中，同时期的周密在《武林旧事》里也提到过“月饼”二字。所以从严
格意义上来说，真正的月饼是从宋朝起才脱胎于大众糕点而独成一家
的。

宋朝的月饼又叫“荷叶”，后又衍生出“金花”“芙蓉”等雅称，制作方
法也比较讲究。如苏轼在《留别廉守》里说“小饼如嚼月，中有酥与饴。”

由此可知，宋朝的月饼馅料是用饴糖和油酥做成的，这
便是今天的莲蓉和五仁两种月饼最早的雏形。然而，宋
朝的月饼馅料单一，同其他糕点几无差别，这与宋朝人
向来偏爱清淡口味的饮食习惯不无关系。

到了明朝，月饼的馅料丰富起来。例如明朝官员沈
榜在其编著的《宛署杂记》中记载：“八月馈月饼，士庶家
俱以是月造面饼相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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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榜生活在明
朝中后期，当时已经用水果来制作月饼的馅料，而且价
格较高，动辄百钱一个，普通民众一般不具备大量消费

的条件。
延续至清朝，中秋节的月饼已经发生质

的突破。清代美食家袁枚在《随园食单》中专门讲过一种叫“刘
方伯月饼”的制作用料。其文说道：“用山东飞面，作酥为皮，中
用松仁、核桃仁、瓜子仁为细末，微加冰糖和猪油儿馅，食之不
觉甚甜，而香松柔腻，迥异寻常。”将松仁、核桃仁等各种坚果的
内核研制成末，再加入冰糖，吃起来不会感到很甜，但又香软绵
柔，这样的馅料已经与今天的五仁月饼没有丝毫差别。

清乾隆时期另外一本美食著作《醒园录》也同样提到过五
仁月饼的馅料组合方式。“其馅料，用核桃肉去皮研碎半斤，松
子、瓜子仁各二两，香圆丝、橘饼丝各二两”。与《随园食单》有
所不同的是，《醒园录》里的五仁月饼，其馅料中还加入了橘子
皮制作而成的橘丝，并在橘丝中放入食用色素，使其颜色各异，
以增加美感。这与早些年市面上广为流行的经典手工月饼有
着异曲同工之妙。

除此之外，清代讷音居士续写的《三续金瓶梅》也提到过各
式馅料的月饼：“有定做的桂圆月饼、山楂月饼、八宝月饼、夹沙
月饼”。说明清朝的月饼馅料已经相当成熟。

到了民国，不管是市井之家还是穷乡小农，月饼已经成为
中秋节的必备品，月饼的馅料亦是应有尽有。1889年，广州一
家名叫莲香楼的食品店正式营业，该店最先以售卖各类糕点为
主，此后，发展成以月饼为特色的大型甜食店，并且接受加工订
货。另有一家名叫陶陶居的月饼店更是品类多样，花式繁杂，
单是月饼的名字就有“陶陶可观月、七星伴月、陶陶居上月、桂
子蟾蜍月”等品类。馅料更是有“四黄莲蓉、双黄莲蓉、核桃烧
鸡、冬笋鸭腿、鸡油双黄”等，许多馅料哪怕放在今天也是别具
一格，独出心裁。

纵观月饼发展史，可以得见，古人吃的月饼还是相当丰富
的，尤其是明清至民国时期，月饼的馅料多、种类多、创意多，既
有美学范式的延伸，又有色香味带来的食欲，具有别样的节日
意义。

中秋佳节，本是团圆喜乐之时，然而在
《红楼梦》这部鸿篇巨著中，贾府的中秋却别
有一番滋味，令人感慨万千。

贾府的中秋，自是热闹非凡。那亭台楼
阁间，灯火辉煌，珍馐美馔摆满桌案，众人笑
语欢声，看似一片繁华景象。然而，在这热
闹的背后，却隐藏着深深的悲凉。

贾母领着众人在凸碧山庄赏月，那皓月
当空，清辉洒下，却照不亮贾府未来的路。
风露清愁的黛玉，望着那明月，心中思念着
远方的亲人，寄人篱下的孤独感在这团圆之
夜愈发强烈。她的才情在这中秋之夜化作
了一首首凄美的诗词，“冷月葬花魂”的悲
叹，让人心生怜惜。

而那精明能干的王熙凤，此时也强颜欢
笑。她深知贾府的荣华富贵如同这中秋的
明月，看似圆满，实则危机四伏。管理着府
中大小事务的她，早已心力交瘁，可在众人
面前，仍要维持着表面的风光。

贾政讲的那个怕老婆的笑话，虽引得众
人一笑，却也让人感受到这个封建大家族中
规矩的压抑和人性的扭曲。平日里严肃刻

板的贾政，在这中秋夜试图融入欢乐的氛
围，却显得如此生硬和不自然，更凸显出家
族中亲情的淡漠。

再看那贾府的男人们，贾珍、贾琏之
流，在这佳节里仍沉迷于声色犬马，挥霍着
家族的财富，全然不顾家族的未来。他们
的放纵与堕落，如同一颗颗毒瘤，侵蚀着贾
府的根基。

中秋夜的笛声悠悠响起，那凄凉的旋律
在夜空中回荡，仿佛诉说着贾府即将走向衰
落的命运。贾母听着笛声，心中涌起无限的
感慨，她深知这大家族的辉煌难以长久，却
无力回天。

《红楼梦》里的这个中秋，是繁华的落
幕，是悲剧的开端。它让我
们看到了封建大家族表面的
光鲜与内里的腐朽，看到了

命运的无常和人生的无奈。
如今，当我们回顾这段文字，依然能感

受到那份沉重与悲哀。它不仅仅是一个家
族的兴衰史，更是对那个时代的深刻反思。
在这中秋的团圆与欢乐背后，隐藏着无尽的
泪水和叹息。

贾府的中秋，如同一场华丽的梦，最终
破碎在历史的长河中。但它却以一种独特
的方式，永远留在了读者的心中，让我们懂
得珍惜眼前的美好，明白繁华易逝，唯有真
情和正直才能永恒。

当我们再次仰望那中秋的明月，或许会
想起《红楼梦》中那一个个鲜活的人物，想起
他们在这个特殊夜晚的欢笑与泪水，从而更
加珍惜当下的团圆与幸福，以一颗清醒而坚
定的心，面对人生的风风雨雨。

中秋和乡愁
是两个亲密无间的词
人在他乡
有一种病，常常
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悄然莅临
而唯一能够治愈的
只有一壶月光
月光来自乡下
带着高粱的红，或者
玉米的黄
还有葡萄架下
两只蟋蟀柔软的歌唱
还有父亲的憨厚
还有母亲的慈祥
还有一盒月饼
正在飘着岁月的香
打开窗，把一抹清凉
当成温情的水
然后，在月亮的注目中
饮下，一剂良方

中秋是乡愁的药引
●白俊华

银盘高悬，洒下柔光如水，
在这静谧的中秋夜，
我们仰望同一片天幕。
桂花香飘，轻绕耳畔，
每一缕清风，都是祝福的呢喃。
团圆的笑声，回荡在四方，
无论远近，心与心相连。
月儿圆，映照着家的温度，
即便身在异乡，也不觉孤独。
思念如潮，穿越山海的阻隔，
在这夜里，化作明月的光辉。
岁月匆匆，步伐从不停歇，
但愿未来的路途，依旧晴朗无边。
中秋圆，心亦圆，
在这如诗如画的夜晚，
将温暖与希望珍藏心间。

月圆·心满
●孙金梅

空城一片萧条意，花也纷
飞，叶也纷飞，风卷衣衫几许悲。

中秋好景应团聚，你也不
归，我也不归，皓月当空梦里回。

采桑子·中秋
●刘俊

古代月饼什么馅儿
●刘中才

《红 楼 梦》里 过 中 秋
●李成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