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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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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老的“敬月”习俗

每年农历八月，当空气中弥漫着
桂花香味的时候，就到了一年一度的
中秋佳节。全家人相聚一堂、共度良
宵是中秋节的重要活动。据辽宁社会
科学院民俗学文化研究所原所长、民
俗学家曲彦斌介绍，中秋节的由来与
古老的“敬月”习俗有关。据记载，早
在周代就有“拜月”习俗。至唐代时，

“中秋节”才真正成型，并且和“嫦娥奔
月”“白兔捣药”“吴刚伐桂”等神话传
说联系在一起。

在遥远的古代，经历了春耕夏耘
的先人们，终于在农历八月迎来了丰
收，于是一家人团聚在一起，借着明亮
的月光，彻夜欢庆，这是辛勤劳动背后
的亲情凝结，寄托了古人对生活安稳、
富裕安康的企盼。

到了明清时期，中秋节已经成为与
春节齐名的中国传统节日之一。在这
一天，一家人拜月、赏月。天上高悬的
圆月也为这一天赋予了“团圆”的含义。

中国书画里的中秋很有情调

古往今来，在中国的历史发展中，
中秋与月亮是一部文化史，这部文化
史通过诗词、书法、绘画、篆刻、雕塑及
民间手工艺、传说等形式表现出来，其
中的任何一种艺术形式都有一部属于
自己的“中秋史”。

辽博正在进行的“人·境——古代
文人的园中雅趣”展，其中不乏人与自
然和谐相融的中秋题材名作。有一幅
南宋马远画的《月下把杯图》，虽只是
一开小册页，但画面“小中见大”，笔墨
颇见生动精逸之境。此画构图看似平
夷，实则“平中生险”，尽显山涧深峻幽
险之气。画面描绘的是中秋之夜，一
轮圆月高悬空中，在被月光笼罩的画
面中央，主人正举杯迎向自己的友人，
三位童仆陪伴在左右，还有一位童子
正捧着乐器“阮咸”从山下走来。画面
描绘的是宋代人独有的诗意生活。

中秋赏月的风俗来源于“祭月”，
通过“赏月”把严肃的祭祀变成了轻松
的欢娱。宋朝时，已经形成了以赏月
活动为中心的中秋民俗。宋人赏月的
形式丰富多彩：或自搭彩楼，或寄于酒
楼，或登于山，或泛于水，文人赋诗，俗
士讲古，通宵达旦。北京故宫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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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百年来，在中国传统文
化长河上，总有一轮明月朗照。

自古以来，中国人就用数
不胜数的诗词、谚语、歌赋等形
式来表达对中秋月圆的情感。
从秦史汉策到唐风宋韵，一轮
明月盛满了一代代中国人的文
化乡愁。无论是唐代著名诗人
王建的“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
秋思落谁家”，还是诗圣杜甫的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抑
或苏轼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
婵娟”，这些脍炙人口的诗句具
有跨越时空的文化力量，每一
次吟诵都会激荡起中华儿女的
家国情怀。如今中秋文化已融
入中国人的精神血脉，成为全
球华人独特的文化基因。

文化学者、沈阳故宫博物
院名誉院长李仲元指出，中秋
文化的核心意蕴就是团圆意
识，这种意识深刻地影响了人
们的生活起居、文学创作、审美
心态等诸多方面。王国维评论
戏曲小说“始于悲者终于欢，始
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
亨”就是这种意识的典型表
现。李仲元认为，中秋节作为
中华民族的标志性节日，团圆
意蕴最为突出。

首先，从节日名称上看，中
秋节有不少别名，如月夕、秋
节、八月节等，还有一个便是

“团圆节”。节日以“团圆”命
名，足见团圆之于中秋节的重
要性。其次，从节日时间上看，
中秋节时处八月十五的月圆之
夜。其时，皎洁圆满的月亮成
为人世团圆的最佳象征，也因
此，中秋节的诸多习俗活动都
与月亮有关，如拜月、玩月、走
月、跳月等，其中多有以天上月
圆寄托人间团圆、世事圆满的
美好意愿。再次，从习俗活动
上看，通过为节令食品命名、赋
形以体现对团圆的追求，比如
吃月饼则是取其形圆，其名有

“团圆饼”的说法，无论用作祭
月的供品，还是馈赠亲朋的礼
品，抑或分享的食品，都包含团
圆之意。

李仲元特别指出，面对“月
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的
现实，中国人仍然拥有乐观的
心态，总是用共享一轮明月弥
补现实的缺憾，慰藉相思的心
灵，创造出一种新的团圆方式，
无论是“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
时”，还是“但愿人长久，千里共
婵娟”，抑或“明年佳景在，相约
向神州”，都鲜明地反映了中国
人积极乐观的大团圆意识。

中秋节是团圆节，渴望团
圆的情感使它为亲人团聚提供
时机，而团聚进一步强化了人
们的团圆意识，培养了人们的
家国情怀。由团圆而团聚而团
结，中秋节让人们从内心生长
对亲人、乡土和国家、民族的
爱，并凝聚成强大的精神力量。

“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
传承，几千年的文明沉淀，带给
我们的不仅是思想的洗礼，更
多的是在对文明历史的敬畏
中，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
认同感。”李仲元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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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南宋夏圭的《松溪泛月图》就是典型
的“赏月”之作。图中一轮圆月悬于夜
空，宁静明朗。四人乘一小船泛游湖
上，共同赏月。画面近处是几棵松树，
仅露出树冠，在空旷的湖面衬托下，意
蕴无穷，表现出宋代人中秋节日的生
活情趣。

在中国书法史上，中秋也从不缺
失。《中秋帖》是最早出现与中秋相关的
书法作品，传为东晋书法家王献之创作
的草书，纸本手卷，现藏于北京故宫博
物院。整幅作品共3行22个字：“中秋
不复不得相，还为即甚省如，何然胜人
何庆，等大军。”有人认为这幅书法是某
一段话的节临本，所以，文字晦涩难懂，
猜测是作者表达对友人的思念之意。

《中秋帖》用笔婉转流动，一气呵成，被
北宋米芾称为“一笔书”。其行笔看似
迅疾，却刚健圆润，妍媚多姿，点化疏
朗，顾盼有情。通篇笔力矫健，气势磅
礴，尽显1600多年前的魏晋风流。

“想得故园今夜月，几人相忆在江
楼。”这是唐代诗人罗邺《雁二首》中的
诗句。在当代著名画家丰子恺看来，
中秋之夜可以赏月、品蟹、吃月饼，是
一年中最风雅的节日，他为此创作了
许多与中秋节有关的漫画，《几人相忆
在江楼》是其中一幅代表作品。画面
描绘的是几位身在他乡的友人，在中
秋节的晚上相聚于江楼赏月品茗。鹅
黄色的月光温暖着异乡人的心，当举
头遥望高挂在天空的一轮明月时，分
外思念远方家乡的亲人，不禁生发出

“月圆人圆事事圆”的祝愿。丰子恺用
简约的笔墨和一颗敏感细致的心，完
美地勾勒出诗人所抒发的怀乡情愫，
让观者心生“千里寄相思”的感慨。

中国人把兔子看作是吉祥的动
物，历代文献把玉兔比喻成月亮，有

“金乌西坠，玉兔东升”的说法。《桂花
双兔图》为齐白石罕见画兔题材的作
品，他以兔、桂花来表现中秋时节的特
色。作品构图错落有致，墨色酣畅，叶
脉与怒放的桂花相映成趣，整幅画面
一动一静，生动又和谐。

中国人的中秋节是人寿年丰，团
圆富足的象征，其意象正可用著名篆
刻家孙熙春的“花好月圆人寿”六字细
珠文篆刻体现出来。此六字印文是历
代篆刻家最常用的题材，也是自古以
来每至中秋月圆之时中国人最好的祝
福语。细赏之下，孙熙春之作书卷气
十足，在古雅的金石况味中体会出浓
浓的家国情怀。

《桂花双兔图》纸本设色 齐白石

《中秋帖》草书 王献之（东晋）

《松溪泛月图》团扇 夏圭（南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