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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里的中秋诗词举隅

 赵大莹 古籍馆经典文化推广组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中秋有关的诗词，特别是与月亮相关的内容，包括望月、

赏乐、玩月等，有许多经典作品流传至今。八月十五正值三秋之半，故有“中秋”之名。中

国虽有秋夕祭月的古老习俗，但最初是定在秋分，只是因为这一天不一定有圆月，后来就慢

慢调至八月十五，形成了中秋节。

一、从文人清欢到团圆家宴

八月十五夜，月色最明。至迟在南北朝，已经有了中秋赏月的习俗。不过在唐代以前，

中秋节并没有成为一个确定的官方节日，中秋欢饮赏乐，只是文人士子赏月游宴的一个季节

性活动。

中秋节的设立，也许与唐宋皇帝以生日置节，形成举国欢庆的假日氛围有一些关联。特

别是唐玄宗的生日在八月初五，不仅设置“千秋节”，还“著之甲令，布于天下，咸令休假”。

百官不须入朝，自然就可以在良辰美景之中寻胜游宴。这就形成了一个举国欢庆的场景。自

此，一直到宋代，只有少数几位皇帝没有设诞节。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相对安定，

这种团聚娱乐需求也日益增加。虽然在北宋的《天圣令》中看不到关于中秋设节放假的规定，

但中秋赏乐，已然从小规模的文人交游酬唱宴集，发展为大规模庆祝的世俗团聚活动。在南

宋宁宗嘉泰三年（1203）《庆元条法事类》的“假宁格”中，已增加了中秋休假一日。南宋

时，中秋夜的团圆家宴开始成为重要的节日内容，如《东京梦华录》记载：“至如铺席之家，

亦登小小月台，安排家宴，团圆子女，以酬佳节。”除此以外，吴自牧的《梦粱录》、周密的

《武林旧事》对中秋的饮酒、吃食、宴集都有记述。作为节日，中秋节在宋元以后，慢慢成

为跟春节、端午节一样重要的传统节日。

二、从唱和玩赏到家国情怀

随着文人集会日渐繁多，诗歌、书画、茶道、鉴古等特有的雅集文化也发展起来。在琴

棋纸墨之间，阅书观画、清谈酬唱，便有脍炙人口的名句名篇流传至今。

即便是民间玩月，未如官节隆重，但唐人嗜好赏月，游宴之间，许多诗词佳句流传下来。

赏月的地点不拘于庄园别墅、戚里之家，也有道观寺院等公共空间。如白居易邀请友人至华

阳观玩月，《华阳观中八月十五日夜招友玩月》诗云：“人道中秋明月好，欲邀同赏意如何？

华阳洞里秋坛上，今夜清光此处多。”更高规格的则是参加皇家赐宴。如白居易《八月十五

夜溢亭望月》诗云：“昔年八月十五夜，曲江池畔杏园边。今年八月十五夜，湓浦沙头水馆

前。西北望乡何处是，东南见月几回圆。昨风一吹无人会，今夜清光似往年。”以昔年往事

里中秋明月夜曲江池畔欢饮盛宴，对照现在被贬后的孤寂失落，形成强烈的反差，于是以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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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的月光，对照无常的人生，感慨物是人非。当然这首诗是元和十年（815）白居易被贬江

州所作，当时他心情抑郁，身体欠佳，更觉凄凉、思乡。

将咏月之句写的绝妙无敌者，当推刘禹锡《八月十五夜玩月》：“天将今夜月，一遍洗寰

瀛。暑退九霄净，秋澄万景清。星辰让光彩，风露发晶英。能变人间世，翛然是玉京。”人

生得意，连诗句都充满调皮与欢喜，如皮日休《天竺寺八月十五日夜桂子》，则望月赏桂，

寻胜自喜：“玉颗珊珊下月轮，殿前拾得露华新。至今不会天中事，应是嫦娥掷与人。”

除了玩月咏月，以月亮来表达对亲友的思念，也是常见的唐诗主题。如张九龄的《望月

怀远》，“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

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意境雄浑，被誉为千古佳句。

可以说，月亮在唐诗中俯拾即是。大多唐诗表达的都是自然感受，如征人所见关山月，

寂静清冷；思妇凝眸花前月，相思无边；游子对望“水中月”，月影惆怅；文人举杯天上月，

游仙出尘。

唐末五代，中原的战乱使很多乐工和伎人流向了战乱较少的南方。他们既传授了乐舞及

乐器，又与诗人一起，将诗歌与音乐结合，促进了词的发展。词依声而作，既能够写出人生

理想与思考，也能表达喜怒哀乐的生命体验。词有灵活的长短句式，便于合乐歌唱，故又称

曲子词、长短句、诗余、琴趣等。词的高峰在宋代，产生了大量有突出成就的词人和佳作名

篇。宋词主要分为婉约派和豪放派。其中豪放派的代表人物，便是苏轼和辛弃疾。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云：“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废。”这首千古

一绝的词就是苏轼著名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图 1 苏轼《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词前小序写道：“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图 1）。丙辰，即

熙宁九年（1076）；子由，是苏辙。两年前，苏轼外放，任密州（山东诸城）太守，至熙宁

九年，已七年未能与胞弟团聚。与此前通判杭州相比，密州偏僻朴陋，苏轼忙于政务又逢凶

年，生活困苦，“曾杯酒之不设，揽草木以诳口，对案颦蹙，举箸噎呕”（《后杞菊赋》），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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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欠佳，加上故旧凋零，不免为物是人非而深感惆怅。对比三年前（1073）的中秋，苏轼任

杭州通判，那时在中秋之夜观潮，多少畅快欣喜，“定知玉兔十分圆，化作霜风九月寒。寄

语重门休上钥，夜潮流向月中看”。只是今非昔比，更添落寞。苏轼家族信奉佛教，故而关

于天宫的描写与想象，也传达出死后飞升到仙人宫殿，与亲人在天上团聚的希望。诸种慨叹，

最后凝练为“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成

为流传至今、大家耳熟能详的佳句。

熙宁十年苏轼任徐州知州，苏辙要奔赴南都，二人终于在徐州见面。苏辙作《水调歌头·徐

州中秋》云：“离别一何久，七度过中秋。去年东武今夕，明月不胜愁。岂意彭门城（一作

城山）下，同泛清河古汴，船上载凉州。鼓吹助清赏，鸿雁起汀洲。坐中客，翠羽帔，紫绮

裘。素娥无赖，西去曾不为人留。今夜清尊对客，明夜孤帆水驿，依旧照离忧。但恐同王粲，

相对永登楼”（图 2）。兄弟聚首，月夜泛舟，终于过了一个团圆佳节。

图 2 苏辙《水调歌头·徐州中秋》

再过一年（1078）中秋，苏轼又作《中秋月寄子由三首》，回忆几度中秋望月，兄弟聚

少离多，天各一方，不禁黯然神伤。这种离愁与孤独，在元丰五年（1082）所作《念奴娇·中

秋》中，再度倾泻而出：“凭高眺远，见长空万里，云无留迹。桂魄飞来，光射处，冷浸一

天秋碧。玉宇琼楼，乘鸾来去，人在清凉国。江山如画，望中烟树历历。我醉拍手狂歌，举

杯邀月，对影成三客。起舞徘徊风露下，今夕不知何夕？便欲乘风，翻然归去，何用骑鹏翼。

水晶宫里，一声吹断横笛。”苏轼谪居黄州（湖北省黄冈市西南）的凄清无奈，更触动了读

者的情感共鸣。

苏轼虽少年成名，也被认为是士林领袖，但一生仕途坎坷，最后 66岁死于常州。他留

下了大量的诗词文章，造诣之高，遐迩闻名。他以诗为词，打破音乐对词体的束缚，注重抒

情言志，以丰富且带有哲思的语言风格，成为两宋词风变革的关键人物。南宋词人刘辰翁评

价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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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苏轼合称“苏辛”的另一位豪放派代表词人是南宋的辛弃疾。辛弃疾最突出的特点是

具有英雄气质。他是南宋流传词作最多的一位词人，现存 600余首词作中，有 7首是中秋时

节宴饮、赏乐之作。辛弃疾的人生同样跌宕起伏，他希望可以恢复国土、建功立业，写下了

著名的《十论》《九议》，虽早年亲自征战，却未能实现抱负，几次被弹劾罢官，68岁郁郁

而终。从其笔下的中秋词也可以看出时空变化之下的不同心境：青年时期的豪情壮志，闲居

带湖时的凄凉无奈，晚年的沧桑悲凉。

青年时期，辛弃疾有三首中秋词。乾道五年（1169），辛弃疾在建康通判任上，以一首

《满江红·中秋寄远》，表达了对远人的思念，虽然孤寂，却哀而不伤，对未来重逢充满欢

喜的期待（图 3）。当时辛弃疾虽然官职不高，但他所在的建康是宋朝与金作战的战略要地，

因而他十分重视，对未来战事也抱有很大的希望，故而即使望月寄遥，也踌躇满志。

图 3 辛弃疾《满江红·中秋寄远》

图 4 辛弃疾《太常引·建康中秋夜为吕叔潜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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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首《满江红·中秋》，也写于此时，但更用月亮圆缺表达对山河残缺的牵挂与愁思：

“良辰美景，算只是可人风月。况素节扬辉长是，十分清澈。着意登楼瞻玉兔，何人张幕遮

银阙? 倩蜚廉得为吹开，凭谁说? 弦与望，从圆缺。今与昨，何区别? 羡夜来手把，桂花堪

折。安得便登天柱上，从容陪伴佳时节。更如今不听尘谈清，愁如发。”

淳熙元年（1174），辛弃疾已辟为江东安抚司参议官，升为仓部郎中，其才华、谋略和

政绩得到了广泛的认可。著名的《太常引·建康中秋夜为吕叔潜赋》（图 4），便写于这一时

期。“一轮秋影转金波，飞镜又重磨。把酒问姮娥：被白发、欺人奈何！乘风好去，长空万

里，直下看山河。斫去桂婆娑，人道是、清光更多。”金波、飞镜都是指月亮，这里作者借

用磨镜的方式，映照出自己的白发。此时辛弃疾刚 35岁，他不服气，于是去问嫦娥，为什

么我年纪不高却有白发来欺负人呢？是为了传说中的嫦娥有长生不死药？不，他是借这个提

问表明年华易逝，叹息自己的使命尚未完成。他想象可以乘风而上，俯瞰山河，并砍倒月桂

树，给人间更多的月光清辉。这种英雄豪气和情怀以奇特的想象表达出来，令人印象更加深

刻。

淳熙八年，42岁的辛弃疾被罢免，自此闲居带湖（江西省上饶市）十年。壮志难酬之

下，笔下的中秋，恰好也都是阴晦无月，萧索寥落。比如淳熙十三年的《一剪梅·中秋无月》

（图 5），充满暗淡哀伤，雨夜恓惶。

其一：忆对中秋丹桂丛。花在杯中，月在杯中。今宵楼上一尊同。云湿纱窗，雨

湿纱窗。浑欲乘风问化工。路也难通，信也难通。满堂惟有烛花红。杯且从容，歌且

从容。

其二：记得同烧此夜香，人在回廊，月在回廊。而今独自睚黄昏，行也思量，坐

也思量。锦字都来三两行，千断人肠，万断人肠。雁儿何处是仙乡? 来也恓惶，去也

恓惶。

图 5 辛弃疾《一剪梅·中秋无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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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熙二年（1191）的中秋月夜，52 岁的辛弃疾与友人唱和，写下《好事近·中秋席上

和王路钤》，却依然是风雨如晦，“一场寥索”（图 6）。“明月到今宵，长是不如人约。想见

广寒宫殿，正云梳风掠。夜深休更唤笙歌，檐头雨声恶。不是小山词就，这一场寥索”。

庆元元年（1195），辛弃疾再度被罢官。次年他在带湖居住多年的宅子毁于火灾，令他

深受打击。他徙居铅瓢泉（江西省上饶市铅山县东二十五里）。归隐田园后，辛弃疾笔下的

中秋之月，最有代表性的一首是《木兰花慢·中秋饮酒》（图 7），全篇皆问，道出了一生壮

志难酬的沧桑悲凉。

图 6辛弃疾《好事近·中秋席上和王路钤》

图 7辛弃疾《木兰花慢·中秋饮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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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苏轼是突破了词是艳科，供娱宾遣兴的传统藩篱，使词从花间、樽前走向更为广

泛的社会、人生。那辛弃疾也做到了开拓词境，把满腔激情和对国家兴亡、民族命运的关切、

忧虑，全部寄寓于词作之中。

三、以珍贵古籍重温中秋诗词

中秋诗词是中国古典文学中独具特色的选题。这里仅选数例，重温唐宋大家的中秋诗词，

在字里行间分享共同的情感体验，在遣词用句里拓展背后的文化意涵。这也是我们引以为傲

的文字与文脉的传承。

国家图书馆的元刻本“合璧”版“苏辛集”，特别推荐大家去亲自翻阅体验。

其一是国家图书馆藏《东坡乐府》。这是元延祐七年（1320）括苍人叶辰云间（今松江）

南阜书堂所刻，曾被赵万里先生称为今日所见东坡词最古刻本，亦是传世东坡词的最重要的

刻本。书中有“玉兰堂”“辛夷馆印”等印。此书最早曾为文徵明家藏，迭经历代藏家之手，

后随海源阁藏书散出，为周叔弢先生收藏，最后捐赠给国家图书馆。（再造善本号：ZZ0106）

其二是元大德三年（1299）广信书院刻本《稼轩长短句》。元代刻书，以书院刻书见长，

大多非常精致。卷十二后有“大德己亥中吕月刊毕于广信书院，后学孙粹然、同职张公俊”

题记。此书行书写刻，圆润秀丽，疏朗悦目，是元代刻书中的艺术珍品。此本为世间孤本。

卷末有“朱之赤印”“袁鱼叔印”“杨绍和读过”“宋存书室”“周暹”等藏印。此书清初藏苏

州朱之赤家，嘉庆时为黄丕烈所藏。后转归汪士钟所有，再入藏杨以增海源阁。近代藏书家

周叔弢购得，后捐赠给国家图书馆。（再造善本号：ZZ0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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