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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香

嫦娥奔月

相传远古时候， 有一年天

上出现十个太阳， 直烤得大地

冒烟，河海干涸。后来有一个叫

后羿的英雄， 一气射下九个多

余的太阳。由于后羿立下大功，

王母娘娘赐予他一包成仙药。

然而后羿舍不得美貌的妻子嫦

娥，于是把仙药交给嫦娥保管。

不料被奸诈刁钻的蓬蒙发现，

在与嫦娥的对决中， 嫦娥误吞

了仙药，因此成了神仙。

吴刚伐桂

抬头仰望明月， 可见当中

有些黑影， 这便是传说的吴刚

在伐桂。 传说吴刚是天庭中的

一位粗鲁的天将， 被嫦娥的美

丽吸引。也不顾对方的拒绝，一

次又一次地跑到月宫纠缠。嫦

娥不堪其扰， 于是指向月中桂

树说，它枝条太长了，今夜你若

能将它砍断，便答应你的追求。

吴刚心花怒放， 心想这算什么

难题，抡起斧头就砍。可每次拔

出斧头， 桂树的树身便恢复如

初。于是他一斧又一斧地砍，桂

树总是不断。一直砍到了今天。

祭月·拜月·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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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等祭品，其中月饼和西瓜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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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习俗在我国的

某些地方一直沿袭下来，“赏月” 成为

现代中秋节的最主要的活动之一。

兔儿爷

在几十年前的中秋， 有很多上了

年纪的人还记得，一过七月十五，兔儿

爷的摊子就摆出来了， 兔儿爷虽是拜

月的工具，同时也是孩子们手上绝妙的

玩具，成为很多人童年最美好的回忆。

兔儿爷的起源约在明末， 到了清

代， 兔儿爷的功能已由祭月转变为儿

童的中秋节玩具。制作也日趋精致，有

扮成武将头戴盔甲、身披战袍的、也有

背插纸旗或纸伞、或坐或立的。坐则有

麒麟虎豹等等。 也有扮成兔首人身之

商贩，或是剃头师父、或是缝鞋、卖馄

饨、茶汤的，不一而足。

玩花灯

中秋是我国三大灯节之一， 中秋

节没有像元宵节那样的大型灯会，玩

灯主要在家庭、儿童之间进行。中秋玩

花灯多集中在南方，彩灯有各种样式，

芝麻灯、蛋壳灯、刨花灯、稻草灯、鱼鳞

灯、谷壳灯、瓜籽灯及鸟兽花树灯等，

令人赞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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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文人中， 李白把酒与月的

联系发挥到了极致。如《把酒问月》“青

天有月来几时”的劈头一问，对那无限

时空里的奇迹， 大有神往与迷惑交驰

之感。《月下独酌》“举杯邀明月， 对影

成三人”， 虚幻的热闹更见诗人的孤

独，此时的月已经进入李白心中，成为

天地间之一永恒。

宋代的苏轼是继李白之后的又一

个写月高手。《水调歌头》“明月几时

有？把酒问青天”，不失李白的豪气，反

而更具有阔大的意境， 具有强烈的艺

术感染力，成为千古佳作。苏轼还多次

在月明之夜，邀约友人泛舟赤壁怀古，

“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发出“人

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的慨叹。

文人之与月与诗

最有名的中秋节神话传说

各地中秋节习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