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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

前言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不同民族、不同地域文化生态的保护，与自然生态的保护具有同等重要的
意义。对于当代中国来说，民族传统节日是亟待抢救保护的文化遗产。遗产不是历史的陈迹，而是一
笔可贵的精神财富。中国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稳定的民族传统节日。这些节日既是
传承民族文化传统的重要载体、凝聚社会群体的力量，也为展示个人才艺、表彰伦理道德、提高民族
自信心提供了时机与途径。传统节日适应了人们定期精神调整的需要，通过祭祀、娱乐等民俗活动使
民众得到休养，以积蓄未来生产生活的心理能量。它有效地协调着家庭关系与社会关系，同时，以其
独有的内涵和魅力，为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　　以历史的眼光看，鸦片战争后，国人
开始透过西方人的眼睛看世界；过去的一个世纪，在社会历史的变局中，民俗更受到强烈荡涤。尽管
传统节日在某些形式上并未失去传承，其背后的文化观念和生活方式却已变得遥远。现在是重新确认
民族固有价值观的时候了。具体到节日，首先意味着重新认识以中国古代历法为基础，天人相应、相
合的时空观念。同时传统节日作为一个综合体系，承载着民俗和历史的诸多内容。与人生通过仪式类
似，节日是人们的社会时间的通过仪式是民俗传统在时间上周期性出现因此我们是利用传统节日不断
地重温家庭与社会的文化历史，中国人的伦理感与历史感因此也显得浓厚与突出。　　基于以上理解
。我们策划了节日中国丛书。邀请来自国内高校和研究机构的民俗学者，对春节、清明、端午、七夕
、中秋、重阳六大传统节日进行专门的探讨和全观的描述。　　丛书注重叙述过程中知识的准确性，
并融入各位作者在长期从事节日研究过程中获得的视野和深度，使之富于思想智慧：从节日的源流与
文化内涵讲起，带读者领略节日饮食、节日仪式信仰、节日娱乐活动等民俗事象，阐释其所蕴含的文
化意义；既涵盖仍存活民间的传统民俗活动，也通过历史文献重现传统节日的历史状貌，重视传统节
日的古今关联，以及节日文化的地方差异。　　丛书的写作目标则是雅俗共赏。作者们在大量占有历
史文献的基础上，力求用精练、生动的现代语言进行表达，在细腻地讲述传统节日故事时，给广大读
者提供有品位、有趣味的阅读。在各位作者、有关专家、专业图像机构和摄影师的协助下，丛书还萃
取了能传达传统节俗特点和文化内涵的视觉材料，图文并茂，希望以节俗的伦理美、艺术美、生活美
与读者的心灵产生共鸣。　　如果我们的工作能使今天的读者对传统节日有了深入了解和明晰印象，
那就是丛书的成功。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更期待着我们共同享受、传承我们共同的民族节日。　　
萧放　　节日中国丛书编委　　中国民俗学会副秘书长　　2009年1月　　后记　　农历八月十五，　
　一年里月光最好的日子，　　天高气爽，田野里一片金黄。　　我们在朗朗的圆月下聚集，　　喝
酒，吟诗，遐想，　　弹着吉他唱月亮，　　无拘无束地玩耍，　　还品尝各样的美食，　　翩翩舞
影里加入了嫦娥和吴刚。　　穿越时空，　　游历明清、两宋和盛唐，　　中秋节的夜空缀满了温情
、浪漫与狂放。　　以上是我为《中国节典：四大传统节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的&ldquo;中
秋&rdquo;部分所写的题记，结合历史上特别是唐宋时期的过节情形，据实描述更接近本原形态的中秋
传统的自在、诗性、可爱与好玩。在这里引用它，是由于它较好地勾画出了我在完成本书写作后心目
中浮现的对中秋节的美好印象。　　我对中秋节的研究始于2006年底。那时文化部委托中国民俗学会
完成&ldquo;民族传统节日与国家法定假日&rdquo;的课题，是为国家调整法定节假日制度、给传统节
日增加假日做准备的。课题组成员还有刘魁立、高丙中、陈连山、施爱东诸位先生。在此之前，我曾
参加中央精神文明办公室为同样目的委托中国民俗学会做的一个关于传统节日与法定假日的课题，那
次我做的是关于清明节的部分。此次文化部课题我主动换了一个节日做，就与中秋节结下了缘分，做
了几年的&ldquo;中秋节专业户&rdquo;。2007年中国社会出版社刘魁立先生主编&ldquo;中国民俗文化
丛书&rdquo;，就让我写了《中秋节》。那本书算是学术研讨性的作品，跟三联书店这本有很大不同。
眼前这本完全是按着&ldquo;节日中国丛书&rdquo;的要求重新写就的，更为通俗易懂，也增添了一些
新内容。　　近几年，我算是在传统节日研究方面下了些功夫。做了一通爬梳之后，感觉跟以前相比
，自己对这些节日的感情真是不一样了，不只是多懂了若干相关知识，而且更加喜欢它们了。确实，
由于种种原因，传统节日在现代社会被我们过得太单调了，有的甚至索然寡味了，而通过研究其历史
形态，发现它们原来那样丰富活泼、浪漫有趣、生机勃勃。我不仅发现了它们各自原有的独特魅力，
而且发现了它们可以在现代社会存活发展的别样的可能性和新的广阔的空间，也深深体会到繁荣这些
传统节日对我们今天进行文化重建的重要意义。中秋节正是这样一个魅力无限而亟须重振的节日。　
　感谢节日中国丛书编委会诸君对我的鼓励和帮助，感谢责任编辑张琳、杨乐女士、美编李薇女士为
本书付出的智慧和辛勤。　　感谢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将我的&ldquo;魅力中秋&rdquo;课题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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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

为2008年度社科普及项目（编号133），本书也是该项目研究成果。　　黄涛　　2009年11月29日于茶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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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

内容概要

《中秋》内容简介：中秋节本来是一个以月亮为中心的节日，起源于唐初的赏月风尚。宋代是中秋节
的全盛期，那时过得隆重、抒情而狂放，各地有许多富于特色和声势的欢庆活动，也流传着许多神奇
动人的故事。月饼最早来自明代祭月神的供品，而中秋节的特色饮食其实丰富多彩，可以与时俱进。
中秋节很早就传到了韩国、朝鲜、日本、越南、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等国，至今在有些国家仍过
得很热闹且有异域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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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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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

书籍目录

编者的话
一、中秋节的历史变迁、庆祝活动与文化内涵
（一）中秋节的起源、形成与演变
（二）中秋节的庆祝活动
（三）中秋节的文化内涵
二、中秋节的故事
（一）嫦娥奔月的故事
（二）吴刚伐桂的故事
（三）关于月饼来历的故事
（四）唐明皇游月宫的故事
（五）中秋赏月作诗的故事
三、中秋节的纪念物
（一）什么是节日纪念物
（二）中秋节的特色元素：月宫、嫦娥、月饼、玉兔、桂树、桂花
四、中秋赏月
（一）为什么月到中秋分外明
（二）中秋赏月风习的历史变迁
（三）各地赏月风俗与赏月胜景
五、中秋拜月
（一）中秋拜月习俗的源头与思想基础
（二）中秋节形成之前的祭月礼制
（三）中秋拜月习俗的历史变迁
（四）各地有特色的拜月习俗举例
六、中秋食俗
（一）中秋月饼
（二）其他中秋食俗
七、中秋节庆丰收
八、中秋节的游戏娱乐
（一）开封的“铁塔燃灯”
（二）安徽的舞香龙
（三）钱塘江观潮
（四）温州的小摆设
（五）厦门的“玩会饼博状元”
（六）泉州等地的晚会习俗：放孔明灯、“抛帕招亲”、荡秋千、游月娘、烧瓦塔
（七）香港的花灯会与舞火龙
（八）台湾的户外晚会与博饼习俗
九、中秋节在国外
（一）中秋节在朝鲜半岛
（二）中秋节在日本
（三）中秋节在越南
（四）中秋节在新加坡
（五）中秋节在马来西亚
（六）中秋节在菲律宾
（七）中秋节在泰国
附录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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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

章节摘录

插图：讲到中秋节的风俗，不能不提到拜月。在现代社会，拜月只是少数还保留着古旧生活习惯的人
才做的事。照现代人看来，拜月是一种不合时宜的“迷信”活动。但是从民俗学的观点来看，这只是
古老风俗在现代社会的遗留，从中可以看到我们的过去，看到我们的文化传统的一部分。我们要了解
历史文化，了解我们的祖先是怎样过中秋节的，就不能简单地否定这种民俗信仰活动，就要了解这种
行为的来龙去脉。自明清到建国前夕的数百年间，拜月一直是中秋节习俗的主要部分之一。但是拜月
并不只是在中秋节期间才进行，过去其他时间里也有拜月活动；而且，远在中秋节还没形成的远古时
期，拜月的观念与行为就已经有了。所以要从本质上明白拜月这种行为，还有必要追溯一下远古人类
的生活与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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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

后记

农历八月十五，一年里月光最好的日子，天高气爽，田野里一片金黄。我们在朗朗的圆月下聚集，喝
酒，吟诗，遐想，弹着吉他唱月亮，无拘无束地玩耍，还品尝各样的美食，翩翩舞影里加入了嫦娥和
吴刚。穿越时空，游历明清、两宋和盛唐，中秋节的夜空缀满了温情、浪漫与狂放。以上是我为《中
国节典：四大传统节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的“中秋”部分所写的题记，结合历史上特别是
唐宋时期的过节情形，据实描述更接近本原形态的中秋传统的自在、诗性、可爱与好玩。在这里引用
它，是由于它较好地勾画出了我在完成《中秋》写作后心目中浮现的对中秋节的美好印象。我对中秋
节的研究始于2006年底。那时文化部委托中国民俗学会完成“民族传统节日与国家法定假日”的课题
，是为国家调整法定节假日制度、给传统节日增加假日做准备的。课题组成员还有刘魁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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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秋》是节日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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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

精彩短评

1、水分太多。
2、挺不错的整理，比从网上搜索的资料全多了：）
3、打发无聊的时间 我想回宿舍我都要困死了这都几点了啊简直是(>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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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

精彩书评

1、关于中秋节的起源，学者们给出的说法主要有三种：一是源于上古时期就开始的月亮崇拜，二是
源于祭祀月亮女神嫦娥，三是源于古人在秋季为庆祝丰收而举行的祭祀土地神的活动。但是这三种说
法只是用来解释中秋节某些习俗的起源的，不能用来说明整个节日的起源。其实，直到宋代的民俗文
献里，才明确地提到中秋节。 月亮崇拜、月亮神话与中秋祭祀的习俗在周代以前就产生了，仅凭这些
因素并没有正式形成中秋节。在汉代，月亮崇拜基本为皇家垄断，从此以后直到唐朝，极少见到普通
民众拜月的记载，也没有见到关于中秋节的记载。到了唐代，记载农历八月十五或其前后赏月的诗歌
骤然出现很多。 从现有资料看，唐朝初年主要是社会中上层人物如官员、文人等及其家庭开始风行在
八月十五日月夜，家人或朋友聚集在一起赏月、赋诗、饮酒、聊天等，一般贫苦人家没有赏月、赋诗
的雅兴，但到了中唐时期，中上层赏月聚会的风尚影响、流传到了下层社会，开始在寻常百姓家庭、
寺庙之类的公众场所兴起聚会、宴饮等习俗。由此到晚唐，中秋节已成为全社会的节日。 不过，唐朝
的中秋节习俗和后来的中秋节有比较大的差异，那就是唐朝中秋以赏月为中心。可以说，唐朝的中秋
节习俗就是亲友团聚在一起赏月，其中心内容是赏月，团圆是因赏月而起的，是依附在赏月活动上的
。如果不是因为赏月活动，就不会凭空生出中秋团圆的习俗。 宋代中秋节已经过得很热闹。其重要活
动是唐代赏月宴饮习俗的延续。北宋时期中秋节过得非常隆重：中秋之前就开始准备，中秋这天中午
痛饮美酒，晚上通宵赏月、游玩。无论贫富、长幼，简直是全民狂欢。 作为世俗的隆重节日的宋代中
秋节，跟唐代中秋节主要有两点不同：一是唐代主要是夜晚宴饮赏月，宋代则是全天都过节，中午就
纵情饮酒；二是唐代中秋节活动的主角是文人、中上层家庭，唐朝中后期一般百姓开始参与，但并没
有踊跃、热衷的程度，而宋代的中秋节已经成为一个大的节日了。到了南宋，有了重视家人团圆的倾
向。 元代中秋节是宋代中秋习俗（宴饮赏月）的延续。饶有兴味的是，在元代，中秋习俗不仅被写入
诗词，还被写入戏剧里，成为爱情故事的背景或情节要素。 到了明朝，中秋节的习俗有了比较大的变
化。虽然还是围绕月亮来进行各种节庆活动，但是整个节俗的内容有显著的调整、变动。（受儒家文
化和理学的影响，明代中秋节俗中，赏月活动减弱，让位于拜月祈福、亲人团圆，更加重视亲友之间
的人情往来。亲朋团圆作为中秋节俗的第一主题，一直延续到近现代。） 首先，中秋节不再以赏月活
动为中心。这时，唐宋时期的那种浪漫抒情的赏月传统忽然淡化了，虽然许多风景特别好的地方还有
比较热闹的赏月活动，但是在一般的地方，民众踊跃赏月的情景不见了，各家的中秋活动不一定要包
括赏月。唐宋时期有一些民间拜月的记录，但是民间拜月并不兴盛，也没有明显被结合到中秋节习俗
中来。到了明代，才明确出现了中秋节拜月的较多记载，而且明清时期拜月基本取代赏月成为中秋习
俗的重要内容。（唐代赏月盛行，但是没见到中秋拜月的记载。宋代中秋赏月有时会加进拜月，男女
都可以拜，求月神赐福。后来拜月变成女人的专利，所谓“男不拜月，女不祭灶”，或是对月神的礼
敬，或是向月神祷告，也有拜月时祈子、占卜之风。拜月习俗现今遗存很少。） 其次，明清时期亲人
团圆成为中秋习俗的明确主题之一。 第三，重视亲友之间的人情往来。 第四，明代出现了月饼这种
重要的节令食品。开始中秋月饼是作为祭祀月神的供品出现在祭祀之中的，祭祀仪式完成后人们吃掉
它，它也就成为人们过节时的食品。后来它成为独立于祭月之外的节令食品。晚清祭月之风衰退后，
月饼在节俗中的地位反而提高了。 总体来看，明清之后中秋节俗的功利性内容显著增强了，贵人伦、
重亲情的主题逐渐突出，而唐宋时期那种赏月的浪漫抒情氛围、痛饮美酒的狂欢精神衰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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