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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受冷冷落落的的““兔兔子子王王””变变身身济济南南传传统统 文文化化符符号号

全家围坐在一起边
吃月饼边赏月，是国人
对中秋最深刻的记忆。
过去，济南还有崇拜兔
神的特色传统，每到八
月十五，人们会在院里
摆上供桌，放上兔子王、
月饼和水果进行祭月，
祈求全家幸福安康。如
今，崇拜兔神的民俗已
经逐渐远去，但兔子王
以“非遗”的形象出现在
世人面前，成为泉城济
南的传统文化符号。

本报见习记者 张九龙

王小蒙 变迁：从祭祀神像到儿童玩具

兔子王是祭拜兔神的道
具。这里面有个美丽的传说。相
传古时，在中秋时节，有种怪病
蔓延济南，不少人都病倒了。在
月宫捣仙药的玉兔闻知后，噙
了药饼下凡来到济南，把药饼
捣碎，投在七十二名泉中，泉水
立刻变得清澈甘洌。药随着泉
水流遍了整个济南城，喝了泉
水的百姓很快便痊愈了。

后来，为了纪念神兔，家家
户户都把点心做成药饼的样子
供养一个泥塑的兔子神，月久
年深，兔子神叫成“兔子王”了。
济南方言里，药和月同音，久而

久之，药饼就成了月饼。
兔子王是兔面人身造型的

泥塑，白面红唇，还有长长的耳
朵。济南的兔子王不光形态可
爱，在脑袋和身体连接的地方
还有一根弹簧，可以做出摇头
晃脑的动作，十分惹人喜爱。

在过去，兔子王不只是祭
祀用的道具，更是小孩钟爱的
玩具。家里女性祭祀时，小孩子
经常在旁边模仿，眼巴巴盼着
祭祀礼毕后，可以把胖嘟嘟的
兔子王拿在手里尽情地玩耍。
一提里面的拉线，兔子就会作
揖捣药。

不少老济南人对儿时的玩
伴兔子王仍记忆深刻。八十多
岁的陈姓老人告诉记者，在他
小时候，不仅有挑担子售卖面
向孩童、价格低廉的小兔子王，
还有商店橱窗里做工考究的大
兔子王，离他家最近的就是在
老城西门附近。快到中秋时，街
头夜晚灯光辉煌，人流如织。商
店门口八仙桌上临时搭起木架
子，兔子王由下往上由小渐大，
一排一排呈塔状，最高处有一
高二三尺的大兔子王。造型各
不相同，有的身着铠甲背插双
旗，有的驾乘麒麟飘飘欲仙。

兔子王成为第三届

非遗博览会吉祥物

据了解，第三届中国非物质文
化遗产博览会将于今年10月在济南
举办，吉祥物日前选定，是一个很萌
的“兔娃”，它的原型就是济南的兔
子王。“兔子王是济南中秋节玩具，
且有一段美丽的神话传说，用它来
做吉祥物最好不过了。”这是在评选
时，组委会专家给出的意见。借着这
一契机，济南兔子王的形象将走向
全国。从祭祀神像到儿童玩具，从民
俗工艺品到“非遗会”吉祥物，兔子
王的功能发生了多次转变，中秋民
俗的光环已经逐渐褪去，而不变的
是其中蕴含的济南特色。

“兔子王”：芙蓉街上的泉城特色

杨峰是地地道道的济南
人，小时候就听说过兔子王的
传说，对兔子王充满了好奇。但
直到大学毕业，杨峰也没有见
过真正的兔子王。后来他搜集
民间工艺书籍，终于在一本叫

《山东民间玩具》的书中，找到
些许资料。工作之余，根据书中
记载，杨峰想象着兔子王的形
象，一遍遍绘制草图，制作出了
自己心目中的兔子王。

2008年春节，杨峰将自己
的兔子王工作室设在了芙蓉
街，专营“泉城兔子王”等独具
济南文化特色的旅游纪念品。
杨峰的兔子王结合了神话传说

和历史资料，又融入了时代特
色和地方特色。经他改良后的
兔子王，身披金盔金甲，外着锦
袍，背插护背旗，持玉杵携金
钵，端坐于祥云上，威风凛凛。
祥云下面则是以趵突泉、黑虎
泉等名泉为代表的泉水景观，
更接地气。

3日，在芙蓉街一处古色古
香的店铺里，记者见到了杨峰
制作的兔子王。大号的兔子王
威风凛凛，颇有神仙气派，个头
稍小的兔小儿、兔妮儿、兔宝
儿则长得“萌哒哒”，显得更加
亲 切 。除 了 趵 突 泉 的“ 三 股
水”，黑虎、金牛等具有泉城本

土特色的原色也融入到新派
兔子王中。如今，杨峰制作的

“泉城兔子王”主打泉城特色
的旅游纪念礼品对外推广，在
最具济南味儿的芙蓉街上扎下
了根。

“每天大概能卖20个，周末
多些，最近快到中秋节了，买的
人多了不少。”店内的销售人员
介绍，“前来购买兔子王的人分
布在各个年龄段，小朋友比较
喜欢活泼可爱的兔宝儿，在他
们眼里这是心爱的玩具。而中
老年人更加偏爱传统风格的兔
子王，对他们来说，这是对童年
最好的回忆。”

拜拜月月祭祭月月
已经消失的传统仪式

中秋节在
不少人眼里堪
称“月亮节”，
古时拜月祭月
也自然是月亮
节 的 重 要 内
容。然而现在
的中秋却越来
越简单，很多
人甚至把中秋
简化成了一块
月饼。民俗专
家认为，传统
的仪式虽然不
再，但大家完
全可以用现代
仪式传承传统
节日。

年轻人：只吃月饼，“拜月祭月？从来没有过”

“拜月祭月？从来没有过！”家
住燕山立交桥附近的春雪说，自己
家也算老济南了，但是自己从小时
候就没印象有拜月祭月的活动。

“就是一家人团聚在一起吃团圆
饭、吃月饼。”春雪说，要说抬起头
来看看月亮倒还有，但从没有过仪
式性的东西。

同为济南人的小周则表示，自
己的中秋也是越来越简单，“就是
一块月饼”。小时候因为娱乐方式
少，会和家人一起赏赏月亮，但是
谈到“拜月祭月”这类的活动，自己
从没听说过，也不知道该怎么拜月
祭月。

其实，对不少人来说，中秋

早已不断简化成送礼、月饼、团
圆等几个关键词。但却少有人能
记得，月亮也是中秋节的一大主
角。这一点从中秋节的一些别称
如“追月节”、“月夕”、“拜月节”
等名字上就能体现出来，但却很
少有人在中秋时真正关注天上
的月亮。

济南：拜月亮有讲究，只能女人祭祀

“祭月拜月都是庆祝丰收的，”山
东省民俗学会会长刘德龙介绍，《礼
记》早有记载“秋暮夕月”，意思就是拜
祭月神。事实上，山东各地都有中秋之
夜拜月、赏月的习俗，济南也不例外。

在济南祭月拜月供品也有讲
究，“家家都供兔子王，”刘德龙介
绍，兔子王可以说是供品中的重头
戏。有了兔子王，还得有那么一捆

青豆，是专门喂兔儿爷的。而兔子
王以兔神身份接受完祭拜后，就成
了孩子们的玩具。

除了兔子王，供品中月饼和各
色水果也不能少。西瓜、苹果、红
枣、李子、葡萄等极品统统摆上，水
果里又以西瓜最为重要。因为，西
瓜圆、多籽，寓意一家人团团圆圆、
红红火火、多子多福。“西瓜还得切

成莲花状，”刘德龙说。
不光供品有特色，拜月的人也

有讲究。刘德龙介绍，在山东民间
有“男不拜月，女不祭灶”的说法，
也就是说只能由妇女来祭月。全家
人依次拜祭完月亮后，要由当家主
妇切开团圆月饼。切的人需要预先
算好全家共有多少人，不能切多也
不能切少，大小要一样。

本报见习记者

张玉岩

鲜货篓子
作为老济南过
中秋的“三大
件”之一，由柳
条 编 的 小 篮
子，大小形状
同 字 纸 篓 一
般。如今，鲜货
篓子已淡出了
人们的视野，
踪迹难寻。更
重要的是鲜货
篓子所承载的
那份厚厚的人
情味儿，也慢
慢变淡了。

鲜货篓子就是水果篮，但带着美好寓意

“鲜货篓子一般是由柳条编的
小篮子，里面铺着彩纸，装上时令
鲜果，上面再覆一张红纸，写上送
礼人的名字，用绳子捆好。”据济南
市民俗艺术馆馆长刘学斌介绍，

“那时候还是用纸搓成的绳子，纤
维很长，很结实。在大户人家，还会
送肩挑礼盒。”底下放彩纸，是寓意
生活多姿多彩。上面覆红纸，首是
因为红色辟邪和喜庆，在中秋节覆
上红纸送礼则代表了美好祝愿。

鲜货篓子是中秋过节的三大
件之一，送礼时一手提鲜货篓子，
一手提老济南风味月饼，别提多体
面了，再加上兔子王，中秋节算是
圆满了。鲜货篓子大的可装七八斤
水果，小的也能盛个四五斤。里面
一般是应季的水果，但是在选取水
果时也是有讲究的。大都选取一些
寓意吉祥的水果，像是石榴，寓意
着多子多孙，苹果则象征着平平安
安。

鲜货篓子大多是在鲜货铺子
里买的，鲜货铺子就是水果店。老
济南的城顶街、永长街一带，旧时
水果店铺林立。除了有鲜货铺子，
还有山果货物行栈，行栈门头过道
两旁，摆放展示着各种货品，琳琅
满目，香飘四溢。中秋节前，这里还
有各式各样的兔子王，数十家民间
的彩色泥塑在行栈门口零卖，但大
多是批发给水果商贩作为节日的
吉祥物。

塑料袋子大肆流行，鲜货篓子悄然消失

家住状元府的高先生，今年80
多岁了，“小时候过中秋，跟父母出
门时送过鲜货篓子，不过印象也不
深了。”

年过半百的刘女士家住寿佛
楼后街，在回忆起童年过中秋送什
么礼物时说：“我们一般都送烧鸡和

月饼，鲜货篓子真是没什么印象。”
年纪大些的老济南对鲜货篓

子的印象都没有那么深刻，更不用
说是年轻人了，记者在芙蓉街随机
问了几位年轻人，他们都表示没有
听说过鲜货篓子。

刘学斌介绍，篓子是旧时重要

的器皿之一，送鲜货篓子的习俗，
起于民间，明朝中后期以后流行起
来。建国之后，随着现代用具的兴
起，鲜货篓子逐渐被塑料袋取代
了。当记者问起民俗艺术馆中是否
还保存着鲜货篓子时，刘馆长表示
现在已经没有了。

新闻链接

鲜货篓子里的人情味儿渐渐淡了

“中秋节是团圆的日子，重要
性仅次于春节，山东是重礼仪的一
个地区。旧时送鲜货篓子和月饼给
邻居、亲朋好友不仅是重礼仪的表
现，还有浓浓的人情味儿。”刘学斌
介绍到。

刘学斌今年已经52岁了，据他
回忆，童年时，邻里之间相处得非
常和睦。一到中秋节，相互送些月
饼和鲜货篓子，家住一个四合院
的，一起做几个菜，在院里摆上一

桌酒席，几户人家坐在一起，在月
亮最圆的时候，一起吃月饼，喝桂
花酒，充满了人情味儿。老济南人
的文化功底都挺深厚，家里的大人
如果高兴了，还会写个毛笔字，画
幅画儿，兴致来了还可以做几首
诗，好不热闹。

城市中老四合院的消失，在一
定程度上意味着传统文化的消失。
随着现代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原来
淳朴的民风渐渐消弭，人与人之间

的交流越来越少，人们更加注重保
护个人隐私，人情味儿却越来越淡
了。

说起现在渐渐离我们远去的
中秋习俗，刘馆长认为，随着工业
化进程加快，社会在快速膨胀的同
时，没有做好可预见性的文化保
护。最重要的是，城市化进程加快，
原住民迁移，使得很多传统文化缺
失了传承人，想要保留更多的传统
文化就得注意保护原住民区。

专家：用现代的仪式传承传统节日
尽管这些习俗在很多济南人

眼里也已变得陌生，但此前也有人
试图重拾祭月拜月的习俗。2011年
9月12日晚上，在济南大明湖畔，就
曾有汉文化倡导者举行汉代拜月
仪式。拜月者身穿汉服，对月设香
案，香案上则摆放了传统的月饼、
红枣、西瓜等供品，祭拜的同时还
要宣读拜月祝文。

这种拜月祭月的形式对于寻

常人家来说却是复杂了些，但在不
少民俗专家看来，却也不失为传承
节日的一种形式。而拜月祭月也
不 必 拘 泥 于 某 种 形 式 。刘 德 龙
说，以中秋节为切入点，以历代
经典诗词为内容，以举办配乐诗
朗诵活动为载体，在市民文化的
各种舞台和活动场所，以诗歌为
桥梁，以音乐为纽带，以诗言志
以诗传情，能营造出一种良好的

社会同庆的氛围。
一些年轻人也有自己的看法，

市民何斌就表示，光是一家人吃月
饼本身就“很没劲”。“可以在泉城
广场、千佛山等公共场合举办拜月
活动，让更多人、尤其是孩子们走
出家门，在公众共同的仪式中了解
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也可以
活跃节日气氛，把节日‘捂热’。”何
斌说。

本报记者 万兵

杨峰制作的“泉城兔子王”成为芙蓉街上的
“泉城特色传统文化符号”。

本报见习记者 张九龙 摄

对兔子王，周秉生更有感情，他
们家已经和兔子王打了一百多年的
交道。据他所知，兔子王最早出现在
清朝，清末民初最为兴盛。最火的时
候，济南制作兔子王的，光叫得上名
的就有米家、解家、张家、周家等，样
式有30多种。

他介绍：“在普利门到舜井街的
一条主要街道上，每个卖水果的摊
子上都能见到兔子王，人们大都会
买几个，再提上西瓜、月饼回去供
奉。”后来“文革”破四旧，各家祖传
的兔子王模具悉数被毁。直到上世
纪八十年代，一些老艺人才重新拾
起来这门传统手艺。当时，兔子王还
曾进京参展，获得如潮好评，后被中
国民间艺术博物馆收藏。

“周氏兔子王”是济南兔子王知
名老店铺的“独苗”，周秉生坚守着
祖辈流传下来的手艺，“周氏兔子
王”一直用传统手工艺制作，原料用
黄河胶泥，经过16道工序做成，每个
步骤都很繁琐。脸谱、纱巾、坐虎、盘
根、龙头、盔甲，每个细节都保持着
传统风貌。“一百年前的兔子王，就
是这个样子。”周秉生自豪地说。

2010年10月，“周氏兔子王”被
列入济南市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周秉生成了这门非遗艺术
的传承人。在趵突泉公园里的泺园
民俗街上，在曲水亭街的民俗展
上，在文化博览会上，总能见到周
秉生和兔子王的身影。对他来说，
兔子王不仅是祖辈流传下来的手
艺，而且也是一种对传统文化的坚
守与传承。

“周氏兔子王”：

在坚守中传承

鲜鲜货货篓篓子子
渐行渐远的人情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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