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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云海

古往今来，家庭团聚可谓中秋节永恒
的主题。把酒望月，亲友聚谈，其乐融融，
中秋节是最富温情的传统节日之一。其节
俗活动多与月亮相关，主要为拜月、赏月
活动，大江南北异彩纷呈。纵观大江南北、
长城内外，都有各式各样的中秋节俗活动
流行，并承担着特定的民俗功能。在我省
的沂蒙山区，已出嫁的女儿有中秋节前、
春节前两次“送节礼”的习俗，中秋节礼中
必须有杂面条，并有“中秋送礼不过节”的
讲究。节前走动，表示外嫁的女儿不忘娘
家，并借杂面条的柔韧喻示婆家娘家的亲
情“拉扯不断”，不在娘家过节的礼仪规定
则保证了婆家过中秋佳节的团团圆圆。此
外，乡间还有一种“送节礼”的情形，平时
求人办事不收费俗称“欠人情”，逢过中秋
节便以礼相报，名为“答人情”、“还人情”。
礼尚往来，此时的中秋节就成为人们馈赠
礼品增进感情的一个重要节日。

中秋拜月在民间有着悠久的历史。晚
饭吃罢，当圆圆的月亮升起，妇女们便在
庭院中摆设香案，挂上衬有月兔捣药的月
神太阴星君像，俗称“月光祃儿”，然后摆
上月饼、西瓜、葡萄、苹果之类供品，烧香
礼拜。她们虔诚地磕头，口中念念有词：

“八月十五月正圆，西瓜月饼敬老天；敬得
老天心欢喜，一年四季保平安！”在山东文

登一带，村民则会携带饽饽、水果等供品
到村头拜月。在诸多拜月供品中，老济南
的彩绘泥塑“兔子王”最有特色。中秋节
前，从普利门到舜井街，摆满了销售“兔子
王”的摊儿。“兔子王”约有 20 多个样式，
如“小花脸”、“女王子”、“小插旗”、“小坐
蹲”、“小锅腰”等。大者高约 1 米，是一只
骑跨在老虎身上的玉兔形象，顶盔贯甲，
背插令旗，手执长矛，威风凛凛；小者作玉
兔捣药状，仅有 20 厘米左右。所有这些，
在拜供之后便统统成了儿童的玩具。此
外，北京的“兔儿爷”、天津的“兔二爷”也
各擅胜场，是当地中秋佳节不可或缺的一
道景观。

鄂东南乡村地区，中秋之夜曾流行
“摸秋”的习俗。月亮升起之时，有人偷偷
摸进邻家菜园，摘下冬瓜或南瓜(俗名饭
瓜)并故意弄出响声，以引起菜园主人的

“怒骂”，骂声越厉害越“发”。瓜偷到手后，
将其描绘成一个小孩，在下面挖一小洞，
把一红辣椒插在洞口，然后裹上衣服，敲
锣打鼓地送给无子人家，并祝愿早生贵
子。接受赠瓜的不育女子，晚上将瓜放在
床内侧陪睡，以期如愿得子。显然，人们以
个大子多的冬瓜或南瓜，转喻女子怀孕时
的体形，试图在月满人圆的中秋节这一特
定日子里，通过一定的“巫术”仪式，解人
难言之苦。

在山东掖县一带，中秋之夜孩童间流

行且歌且舞的“圆月”习俗，如“圆月了，圆
月了，一亩麦子打石了”等，以祈丰年。抗
战期间，这首童谣被改编为：“圆糕了，圆
糕了，日本鬼儿挨刀了；鸡哽哽，天明了，
日本鬼儿死净了。”而抗日战争恰于 1945

年(农历乙酉年，俗称“鸡年”)胜利结束，民
间遂有“圆月”一歌成谶应验之说。

在“文革”时期，吃月饼习俗被判为
“四旧”，一些地区的民众却自有智慧应
对，他们将月饼改称“丰收饼”、“胜利饼”，
月饼上的图案也一改传统风格，变成了五
星麦穗等富有革命色彩的图案，照吃不
误……

文/陈建绳

花好月圆，中秋已到。步入商场，花样繁
多、包装精美的月饼令人目不暇接。联想到儿
时迎“兔王”过中秋的往事，仿佛就在眼前。

据传玉兔常年在蟾宫服侍寂寞的嫦娥有
功，被民间封“王”，这是“兔子王”的由来。每
年进入农历八月，挑着担子换泥娃娃的就来
到小街胡同里。不过筐子里多了一些多姿多
彩的“兔子王”。兔子王北京俗称“兔儿爷”，是
一种中秋节应景的兔头人身的泥制玩具。长
长的耳朵用弹簧与头部相连，拿在手里，耳朵
一晃一晃的；兔子王有坐式的，有立式的，双
手握一长矛状药杵，下有一绳与两臂相牵，一
拉绳子，兔儿爷就呈上下捣药状，有吧嗒吧嗒
的响声；其憨态可掬，非常可爱。货郎挑子一
放下，立刻就有顽童围拢过来，有的看得入
神，有的拿起兔子王拉拉线绳玩起来，有的赶
紧跑回家找废旧物品换个兔子王回家玩。

济南的兔子王传承久远，已有400多年的
历史，其制作工艺享誉全国。上世纪八十年代
进京参展时好评如潮，后被中国民间艺术博
物馆收藏。挑担子上街的都是面向孩童、价格
低廉的小兔子王，约二三寸高。真正好看、做
工考究的兔子王还是在大街上。儿时离家最
近的就是西门里(今泉城路西首)，西门外(今
共青团路东首)。快到中秋时，街头夜晚灯光
辉煌，人流如织，鳞次栉比的商店橱窗里摆着
各种各样的大兔子王，有的身着铠甲背插双
旗，有的驾乘麒麟飘飘欲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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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年近九旬的张姑姑说，“那个
上边最大的才是名副其实的兔子王。说个插
曲吧，上世纪三十年代，我与哥哥去进德会看

‘金霸王’(金少山)与梅兰芳演出的《霸王别
姬》，排队多日买不上票，最后给茶房师傅送
了一块大洋，才在剧场最后排加了把椅子看
了戏。那可真是个兔子王座呀！”

兔子王在济南不但顽童、商家爱不释手，
中秋之夜还要登上大雅之堂，接受大众百姓
的祭拜。据1934年《济南大观》载：“中秋十五
日夜，设月饼、瓜果及泥制兔王以祭月，家人
集月下饮酒赏月。”祭拜完兔王，家人才会分
食月饼、瓜果。

迎“兔王”

过中秋

文/纪慎言

“喳儿”是俺们老家的土话，就是儿
歌、童谣；唱“喳儿”就是一个或者几个孩
子扯着嗓子喊(根本不是唱)儿童歌谣的
意思。

小时候在乡下老家，奶奶哄逗我和
弟弟妹妹时经常会说：“别瞎闹腾了，好
实(老实)呆着，俺教你们唱个喳儿！”于
是，奶奶就翕动着她那缺了牙的嘴教我
们“唱”：“老妈儿妈儿，轧渣儿渣儿，轧不
烂，快做(zou)饭，做不熟(shou)，快梳头，梳
不上(hang)，快上炕，上不去(qi)，快放屁，
放不响，拿针攮，攮得啪儿啪儿的，哭得
吗儿吗儿的。”哈哈哈哈……末了是奶奶
与我们的一片和声开心的大笑。

唱“喳儿”也常常是随着季节来的。
秋收的时候就常听奶奶教我们唱“老二

家，搂豆叶，一搂搂了个花乖乖(蝈蝈)，拿
家去哄孩孩，哄得孩孩咯咯笑，他爹戴了
个缨缨帽，他娘穿了双嘎达鞋(xai)，嘎达
嘎达上灵台，灵台上一把火儿，烧他娘的
妈妈坨儿！”

八月十五是大人和孩子们都高兴的
时候，大人们秋收秋种累是累，但是看着
收回来的庄稼、果蔬等等，还是满心喜
悦；孩子们知道八月十五是跟过年差不
多的大节，吃月饼、吃甜梨、吃红枣都是
甜掉牙的好事，所以蹦着高地欢乐！

到了晚上，月明天清。虽然已经没有
了夏日的暑气，但是一家人还是习惯地
在院子里摆上桌子吃饭。大人们喝点小
酒，孩子们就吃着好吃的东西仰着头看
月亮；看月亮上的桂花树，看月亮里的兔
子。看着看着就想起奶奶教唱的那些“喳
儿”来，于是一个人领头，几个孩子就一

起唱了起来：“月亮奶奶，拄着拐拐 (拐
杖)，把门开开，哈腰拜拜，咬块饼饼，哄哄
孩孩。”唱到这里大家就忙咬一口手里拿
着的月饼或者什么吃食。然后接着还唱：

“月亮奶奶亮堂堂，开开亮门杽(音 chou

洗的意思)衣裳，杽得白，浆得白，摊了
个女婿不成材，又喝酒，又打牌，穷得把
锅吊起来！”哈哈……月光下的农家院里
一派恬然与欢乐。

与太阳相对，月亮古称太阴，是阴
性、女人的象征，最容易与之相连的是神
话里年轻美貌的嫦娥，但是我们老家的
人们不知道为什么却都叫她月亮奶奶。
我想，人们可能是觉得那个洁净明媚的
月亮，就像家里慈眉善目的奶奶一样可
亲可爱，而又像奶奶一样有着满肚子美
好的故事和好听的“喳儿”，所以才这样
称呼月亮为奶奶的吧！

月亮奶奶的“喳儿”

在各地民间，中秋节俗既是节日仪式，又是生活趣味。如民间俗信，中秋天气

与农业收成有关，故以中秋节天气卜农事，如“八月十五下一阵，旱到来年五月

尽”、“八月十五云遮月，正月十五雪打灯”、“七月十五定旱涝，八月十五定太平”

等。由此，中秋节这天的天气就被罩上了一层神秘的光环。在这一特殊日子里，人

们一定会通过饮食方面的礼仪规定给予特别标志——— 月饼。关于中秋节吃月饼

的来历，有多个版本传说，其中流传最广的是元末汉人为反抗暴政，中秋节在月

饼里藏纸条、相约中秋月夜“杀鞑子”的说法。在这则传说的背后，反映的是民众

热切希望参与国家政治的宏大叙事心态。

异彩纷呈的中秋节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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