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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唐诗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一颗明
珠，中秋与义乌有直接关系的史料，最早能
追溯到唐朝先贤们的诗作留存。在灿若星
河的唐诗宝库中，就有骆宾王的多篇诗作，
吉光片羽，殊为珍贵。他写有《秋晨同淄川
毛司马秋九咏·秋风》一诗：“紫陌炎氛歇，
青萍晚吹浮。乱竹摇疏影，萦池织细流。飘
香曳舞袖，带粉泛妆楼。不分君恩绝，纨扇
曲中秋。”诗中的“紫陌”，旧谓帝都的道路。

“纨扇”，古扇名，扇面由细绢织成的“团
扇”。“曲”，含有吟唱的意思。

此诗辞采华丽，刻画细腻，对仗工整，可
窥出六朝诗歌的藻绘余习。诗的大致意思
是：在通往帝都的大街上，暑气已经消退；向
晚的秋风吹动着水面，浮萍在随风飘荡。皎
洁的月光映照着随意种植的竹林，身姿摇
曳，竹影翩翩；涓涓细流汇聚在池塘周边，缠
绕而交织在一起。长袖善舞，舒展飘逸，散发
出阵阵芳香；那是宫女们在妆楼上胭脂粉
黛，将自己精心打扮。她们也不分君主的宠
爱与否，摇着宫扇唱着曲儿欢度着中秋。在
诗中，诗人并未着意刻画秋意萧瑟之景象，
而重在描绘秋季的美好景色，以之与那人物
凄凉的心境作对比，写出了宫中女子春心萌
动、攀龙附凤的心态。不过，作为宫中的女
子，她们最终也逃不开被始乱终弃的命运。

一轮明月照古今。每逢八月中秋，在义
乌民间有做月饼和吃月饼的习俗。月饼本
是我们祖先对中秋之月的自然崇拜，由望
月、拜月而祭月，并以月饼作为追求光明、
热爱团聚的祭品，后来人们逐渐把中秋赏
月与品尝月饼，作为家人团圆的象征。而在
我国古代，中秋还有一种物品代表着团圆，
就是团扇。此诗最后一句所指的“纨扇”，也
叫“合欢扇”，因宫中多用之，亦称“宫扇”。
团扇因形状似圆月，暗合中国人合欢吉祥
之意，是美满圆满的象征，在古代就有制作
这种“团扇”的习俗。这里团扇的寓意是先

“团圆”，再“离散”，夏天用完的“团扇”，天
凉了就没有用了，丢在了一边。

淄川时属淄州，治淄川县（今山东淄博
市淄川区）。骆宾王所写的《秋晨同淄川毛
司马秋九咏》是一组诗，分别以秋风、秋云、
秋蝉、秋露、秋月、秋水、秋萤、秋菊、秋雁为
题，共写有九首，其诗托物寄兴，格高韵美，
感慨颇深。其中，骆宾王所写的《秋晨同淄
川毛司马秋九咏·秋月》，就是一首以秋月
为主题的诗作：“云披玉绳净，月满镜轮圆。
裛露珠晖冷，凌霜桂影寒。漏彩含疏薄，浮
光漾急澜。西园徒自赏，南飞终未安。”

众所周知，唐代诗人喜欢咏物寄情，对
月亮也是情有独钟，而且他们在吟赏明月
时，爱用华丽的辞藻，以空灵的意境抒发游
子心怀故土、心思亲人的思乡之情。他们对
中秋节的诗作是倾向于浪漫主义的，比如
对于在月宫里的情景，他们也会以无限的
遐想，描绘出一幅幅生动空灵的美好图景。
触景生情的诗篇一般会触动游子的羁旅之
愁，这种梦游神秘月宫的诗篇，展现的是诗
人丰富的想象力，而描写中秋赏月情景的
诗篇，则流露出诗人对大自然的思考。

骆宾王在此诗中以清丽的语言将人们带
入了一个静静的夜晚：身披五彩的祥云如玉
带般飞悬于碧蓝洁净的天空，圆圆的月亮像
一面镜子和玉盘悬挂在了天上。湿漉漉的露
珠闪烁着寒冷的光芒，月亮上的桂树影子被
寒霜所覆盖。月光透过稀薄的云雾，形成了一
道“月虹”。经水面反射的光线在荡漾起伏，凝
成了起伏不定的波澜。我在西园独自赏景，

虽然人已离开故乡太久，但心却始终向着南
方，想起了家乡，内心就始终无法平静。

不是吗？诗人看到这圆圆的月亮，便让
人想到了远在南方的故乡，但故乡不可回
呀，于是只能寄思乡之情于一轮明月，是明
月给了远方游子以无限的遐思，进而生出
了一种无奈，将一个人的愁绪推至高潮。

月亮在诗歌中始终是一个富有象征意
义的自然元素。天上一轮明月，就像聚村而
居的家乡，文人骚客们便借助于月亮寄予
思念故乡、思念亲人之情。骆宾王一生漂泊
在外，在齐鲁闲居数年后，终谋得奉礼郎一
职，然仅三年后便因事被贬，于咸亨元年
（670 年）从军西征。当时骆宾王曾立下了
“勒功思比宪，决略暗欺陈”的志向，抱着
“不求生入塞，唯当死报君”的决心，立志保
家卫国，渴望建立功勋，以改变自己怀才不
遇的憋屈困境。但理想很丰满，现实却给了
他“当头一棒”。在咸亨二年（671年）秋，就
在骆宾王从军出征边塞期间，“大非川之
战”让吐蕃打破了唐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主
将薛仁贵铩羽而归。

唐军的战事失利，也让骆宾王的抱负化
成了泡影，满腔热血渐渐消退，只落得独处
荒漠、孤寂凄凉的境况。于是，家国之忧、思
乡之情、羁旅之愁同时涌上心头、萦绕心间，
在这样复杂的情绪下，骆宾王写下了《望月
有所思》一诗：“九秋凉风肃，千里月华开。圆
光随露湛，碎影逐波来。似霜明玉砌，如镜写
珠胎。晚色依关近，边声杂吹哀。离居分照
耀，怨绪共裴徊。自绕南飞羽，空忝北堂才。”

此诗的大意是：秋天凉风肃杀，月光普
照千里。晶莹剔透的露水在月光照耀下，宛
如珍珠般闪耀，破碎的月影在随波荡漾。月
光如霜照在玉阶上，又如镜子般照耀在怀
上了明月珠的珠蚌上。边关的夜幕已经降
临，这时却传来了凄清哀怨的乐声。月光照
耀着分居两地的家人，哀怨愁苦的心绪却
在一起弥漫徘徊。乌鹊欲南飞，却无枝可
栖，只得绕树三匝；想想自己，实在是辜负
了陆机―样的才华啊。“北堂”，古指士大夫
家主妇居室，后代称母亲。西晋文学家、孙
吴丞相陆逊之孙陆机，写有“安寝北堂上，
明月入我牖”之句，故“北堂才”亦指陆机的
才思，此处借以自喻。

整首诗景清情哀，情寓景中，凄清悲
婉。诗的前六句主要写景状物，紧扣“望月”
二字展开叙述，通过对月光和边关秋景的
描写，营造出澄澈透明、肃杀凄凉的氛围。
后六句则寄情于明月，抒发思乡之情、羁旅
之愁以及怀才不遇、未能实现抱负的心情。
诗人困居边关，明月照不尽离别之苦，此情
此景已足够悲凉，不觉哀歌又起，愁上加
愁，无奈之情不言而喻。诗意融情入景，照
应题目中“有所思”的思乡之情。

二

仲秋桂馨满琼阙，人间
户户赏玉盘。中秋节源于

古老的祭月习俗，定型
于唐宋时期，在宋代，中
秋被明确为一个民俗
节日广为盛行，拜月和
赏月日渐成俗。时至
八月十五，金风送爽，
圆圆的月亮高悬于如
洗的夜空，月光分外皎
洁，正是拜月、赏月的最

佳时机；八月十五又恰逢

农家丰收时节，人们自然是满怀的欢欣，也
希望“月圆人团圆”。对宋代的文人墨客来
说，他们沿袭了唐朝写月色的传统，写景抒
情，遐想月宫的模样。不过，宋代写中秋佳
节的诗词则多融入了理智，彰显人生哲理。

在宋朝的义乌诗人中，写有中秋咏月
诗篇最多的要数喻良能了。喻良能，字叔
奇，南宋诗人，人称香山先生，高宗绍兴二
十七年（1157 年）进士，累官国子主簿、工
部郎中、太常寺丞，出知处州（今丽水市），
以朝请大夫致仕。在喻良能的著作《香山
集》中即留下了许多与中秋有关的诗作，涉
及赏月、玩月、思亲等多种主题。

“何年玉斧巧修成，半似明生半魄生。易
使飞乌来匝绕，难将老蚌较亏盈。桂枝不逐
秋风老，水影长随夜气清。曾是广寒宫里客，
旧游重访更含情。”这是由喻良能所写的《咏
月》诗，诗的大致意思是：月亮不知在何年被
玉斧（古有“玉斧修月”之说）巧修成了半明
半暗的模样（“明生”指月亮最明亮时，“魄
生”指月亮未达到最明亮时）。月亮的光辉极
易吸引乌鸦围绕其间、栖居于桂花树上（神
话传说“月中有桂树”），却难以让老蚌怀上
珠胎，决定月亮的盈与亏（古人以为蚌孕珠
如人怀妊，并与月的盈亏有关）。桂枝不会紧
随着秋风而凋零，水中的倒影却总能随着
寒夜的到来而变得更加清冷。早先曾经作
客于广寒宫中，如若有机会再次回访会倍
有深情。

此诗语言优美，意境深远。在这个寂静
的夜晚，诗人仰望那高悬天际的明月，心中
的乡愁便如潮水般涌来。诗人以玉斧、飞
乌、老蚌、桂枝、水影等寓物，描绘了月亮阴
晴圆缺的变化，以至于有了岁月更迭、生命
变化的意象。诗人通过丰富的想象和形象
的比喻，让人感受到月亮的神秘与美丽，给
游子以温暖和安慰；诗人又深情追忆了曾
经的过往，表达了诗人对光阴易逝、人事无
常的感慨，以及对美好事物的赞美。

宋代文人在诗文中所描绘的中秋佳
节，往往蕴含着丰富的人生哲理。他们寄情
于中秋明月，用诗词隐喻人与事，以寻求精
神上的解脱与心灵上的自由，致力营造出
一个神圣的精神家园。在喻良能的《香山
集》卷二中，载有《己亥中秋》一诗：“二七月
皎皎，三五云沈沈。终然露半璧，亦复牵孤
吟。夜久群动息，唯有寒蛩音。长年重节序，
感慨非独今。”

此诗当作于南宋淳熙六年（1179年），
这年是己亥年。此诗以简洁而深刻的语言，
描绘了中秋之夜的景象：八月十四的月亮
光洁明亮，月光洒满了天空；到了中秋之
夜，云彩格外浓密而厚重。终于等到月光照
亮了半截墙壁，但此刻却只能一个人独自吟
咏唱和。夜已深，一轮明月静相守，唯有听到
蟋蟀的鸣叫声偶然响起。一年忙到头，人们
感叹着季节的更迭、时间的流转，而这种感
慨也并非从现在开始。明亮的月光和浓厚的
云彩，预示着中秋夜的宁静与祥和。夜色美
景，总是让人情怀舒畅，当心灵与月色并举，
思绪就如同波涛汹涌的川流一般，冲入脑
海。但此刻，诗人孤独地吟咏和中秋的月夜、
寒蛩的声音形成了对比，突显了诗人内心的
孤寂和寂寞，表达了诗人对时间流逝和物
事变迁的感慨，而这种感慨超越了具体的
时代和个人，是人类对于自身生命所产生
的一种自觉的情感体验和理性思考。

宋诗中关于中秋佳节的题材，大多带
有强烈的伤感色彩，他们寄情于明月，书

写月圆之夜的美景，致敬人世间最美好的亲
情。他们在描绘自然景色变化的同时，多了
一份对生命的忧虑，包括人世变换、漂泊无
定，以及因各种原因无法与家人相聚的无
奈。在写作手法上，他们往往会运用今昔对
比的方式，传达出人事变迁的伤感，凸显命
运的无常，以及在强大自然规律面前的无能
为力。比如，在喻良能《香山集》“卷九”中所
载的《次韵伯寿兄中秋玩月》一诗便是如此，
诗中写道：“中秋自古月华好，何况浮云扫碧
天。不比寻常三五夕，须知潋滟十分圆。画檐
影转犹宜饮，银汉辉斜未忍眠。却忆年时今
夜里，独将醒眼对婵娟。”

“次韵”，是和诗的一种方式，也叫步韵，
即按原诗的韵和用韵的次序来和诗。“伯寿”
为喻良能之兄喻良倚，字伯寿，绍兴二十七年
（1157年）进士，官临海县丞，有惠政。诗人在
写作此诗时，以中秋节赏月为主题，通过对往
昔的回忆以及对月色的描绘和赞美，展现了
中秋月色的独特魅力和对生活的感慨。诗的
首联直接点出了中秋节的主题，强调了传统
佳节月色的美好，中秋节的月华自古皎洁，更
何况现在还有云彩装扮在碧蓝的苍穹，待浮
云散去，天空会变得格外清澈，这为赏月创造
了良好的条件。诗的颔联暗示了中秋之夜的
特殊，而不同于其他月份的三五之夜，中秋之
夜的月亮会更圆润饱满，并借月亮满盈比喻
生活圆满。颈联指出在月光照射下的屋檐影
子也显得更加迷人，认为在这样的夜晚更适
合饮酒赏月，诗人借景抒情，因贪恋对月色的
喜爱，诗人沉浸在月色中而不愿入睡。尾联通
过回忆过去某个中秋之夜，诗人清醒地记得
也是这样独自欣赏着明月的，从而流露出一
种年复一年的孤独感。

三

清风明月，天涯共生。皎洁的明月悬挂在夜
空中，用它的阴晴圆缺，静静地诉说着岁月的故
事，于是更激发了诗人们的灵感。“凉风动千里，
孤坐思沧洲。白露洗明月，青天此夜秋。”这是元
代诗人黄溍所作的五言绝句《夜坐》。诗人借景
抒情，将“凉风”“千里”“孤坐”“沧洲”“白露”“明
月”“青天”“秋夜”等意象写得跌宕起伏，营造出
一种清冷、宁静而又略带孤独的氛围，展现了对
悠闲恬淡生活的向往。

黄溍，字晋卿，元延祐二年（1315 年）进
士，是元代著名的史学家、理学家、文学家，
后世称其为元代“儒林四杰”之一。他有着丰
厚的史学素养，著作颇丰，诗、词、文、赋及书
法、绘画等无所不精。晚年归隐故里，优游乡
间。诗人在创作这首诗时，已过了知天命之
年，不过他依然精力充沛。在此诗的开篇，诗
人即以“凉风”点明季节和环境，“动千里”则
强调了风的力量，仿佛整个世界都被这股凉
风吹拂着，也给人以辽阔无垠之感。一个

“孤”字，营造出一种清凉而又略带忧郁的氛
围。“沧洲”通常指远离尘嚣、环境幽静的地
方，亦即山水间的隐士居处。这里象征诗人
的内心世界或理想之地，诗人在这样的环境
中独自坐着，思绪飘向了远方，表达诗人对
自由、宁静生活的向往。白露是秋天特有的
自然现象，通过一个“洗”字，使得月色变得
更加明亮、纯净。

青天之下，明月高悬，构成了一幅静谧而
略带寂寥的秋夜图景：凉风从耳畔呼啸而过，
横扫千里，我一个人静坐着，回想起自己曾经
在山野隐居的岁月，自然是感慨万千。明月经
过白露的洗礼，变得更加皎洁明亮了（白露后
的下一个节气即是中秋）。青天之下，邀月对

坐，以天地清气洗心养神，感受着秋夜的温柔
与宁静，让心灵得到一次洗礼和净化。

此诗语言简洁而意境深远，具有很强的
艺术感染力。诗人由清凉的风、蓝色的天、明
澈的月光，写到了自己的隐居之地，再想到了
自己的余生，感慨自己在宦途的得失与沉浮，
不知不觉中虚度了大半个人生，让人不禁陷
入无尽的遐想。

月满中秋，诗韵悠长。一家人围坐在桌旁，
任田野的秋风亲吻着肌肤，然后摆上米筛陈列
上月饼以及石榴、香柚、柿子、桔子等应时水
果，邀月对饮，吟诗作赋。这样的赏月是不是很

“乡野”？在元末明初，就有这样一位义乌诗人，
将秋夜的静谧与美丽融入了心境和情感，写下
了《秋夜》一诗：“四望秋无际，凭栏夜未央。星榆
晴舞叶，月桂冷飞香。人澹琴心苦，林幽鹤梦
长。此情当此夕，谁肯赏凄凉。”

这位诗人叫金涓，他也是元末明初的理
学大儒。金涓尝受经于许谦，又学文章于黄
溍，曾为虞集、柳贯所知，交荐于朝，皆辞不
赴。至明初，州郡辟召，亦坚拒不起，教授乡
里，笔耕不辍，文稿颇丰。诗人所描写的是一
个多么寂寥冷清而又惬意美丽的夜晚：举目
四望，但见秋夜无际；倚栏一想，发觉还未至
半夜时分。榆树的叶子在晴空中飞舞，桂花的
芳香已挟裹着寒气而至。一个喜欢清静的人，
琴声传来会撩得人心烦躁不安。在幽深林间
如无人打扰，鹤儿会长久地沉浸在梦境之中。
可此情此景，谁又愿意与我共度良宵，一起分
享心中的这份凄凉呢？

中秋之夜，人间至味是团圆，而金涓独享
的却是寂寞。难怪庄子说：“夫虚静恬淡寂寞
无为者，万物之本也。”庄子认为，人生最高的
享受便是寂寞。

王袆比金涓年少16岁，他也是金涓最为
投契的朋友。在元末时观时政衰敝，王袆即隐
居于青岩山中。在平时，两个曾携手于绣湖，
战前避地于青村，经常互相唱和。洪武二年
（1369 年），王袆与宋濂同任《元史》总裁官。
书成，擢翰林待制。洪武五年（1372年），奉诏
出使云南，招降云南元梁王之事，次年遇害。
他曾面对秋月，写下了《秋夜双溪上对月怀故
人》一诗：“秋气日以肃，秋夜日以长。萧然清
溪上，对此明月光。月虽照我身，岂能知我心。
我心亦何为，所思在所钦。嗟君玉雪姿，与我
同心期。此月若照君，君能不予思。”

秋风渐起，日渐肃杀，夜晚越来越长，诗
的开头即营造出一种静谧而幽深的氛围。诗
人独自站在清溪边，沐浴在月光中，内心感受
到的却是寂寞与清冷。诗人借明月遥不可及，
暗喻自己内心情感的复杂纠结，月亮却无法理
解他此刻的思绪。于是诗人扪心自问：如何确
定自己内心真正想要什么，想做什么？诗人似
乎在寻找某种精神上的寄托或认同。最后四句
表达了诗人对远方友人的思念，揭示了其内心
的挣扎与思考：他感叹于友人有白雪般的高洁
品质，希望能在月光下与他相会。虽然他或许
没太多关注诗人，但大家共同看着同一轮月
亮，沐浴在同一片月光下，寄托着同一种思
念，诗人愿与他共同分享这份思念之情。

全媒体记者 龚献明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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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满镜轮圆 纨扇曲中秋
秋空悬明月，古诗话中秋。中秋节又称仲秋节、八月节、玩月节、拜月节、团圆节等，义乌人则把中

秋叫“八月半”，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自古以来，中秋就是文人墨客笔下的常客，咏月诗词也是文

学作品中极具诗韵的一种题材。无论哪个时代，若是思乡首先想到的便是月。义乌是座文化底蕴深厚

的城市，中秋赏月、赏月吟诗、吟诗怀乡，这一轮明月承载着太多的情思与诗意。先贤们用月亮抒情，把

对月的咏叹表达得淋漓尽致，留下了诸多熠熠动人的诗篇，为中秋佳节增添了诗之韵味，也为后人留

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义乌人在中秋一直有祭月、赏月、拜月、吃月饼、赏桂花、饮桂花酒等习俗，

流传至今，经久不息。《崇祯义乌县志》记载：“中秋，士人家置酒酣燕，玩月为乐，每至夜分乃止，以月饼相

馈。”可见，在这月圆之时，在自家的老屋庭院，一家人围着小方桌一起赏月，共同沐浴在一轮明月的光辉

下，借着月色抒怀吟诗，“此事何等雅趣”。在此，笔者找出了自唐朝以来由义乌先贤们所吟诵的一些代表性

诗句聊以分享。这些优美的诗句，就像那明亮的月光，曾照亮游子心中的故乡，温暖着人们的心房。

又是一轮明月夜。当这一轮明月悠悠地洒下了那满含温情与诗意的光辉，让我们在时光的长河中

溯源而上，一路吟唱起那些关于中秋节的古诗词，品味着那份古老而永恒的诗意，在一阙平仄里、诗韵

氤氲中，感受这份穿越千年的浪漫与温情，一起度过这个充满诗意的美好佳节。

在鸡鸣阁举行的拜月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