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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盈之

八月十六月亮圆，
月亮光下饼儿圆，
月饼下面碟子圆，
碟子下面桌子圆，
赏月围坐大团圆。
这是宁波地方传唱的中秋歌

谣。
在宁波人心里，团圆是孝亲，

是思乡，也是感恩。

孝亲

宁波人八月十六过中秋，其原
因有多个传说：包括勾践孝母说、
史浩孝母说、方国珍孝母说，以
及 赵 文 华 返 乡 说 、 宋 高 宗 避 难
说、梁山伯殉职说、史弥远罢职
返乡说、戚继光抗倭说等等。节
日传说多、人物多，涉及的历史
人物上溯春秋战国，下至元明。

在众多传说中，我更愿意相
信前三种的说法，尤其是“勾践
孝母说”，这是慈城一带的传说，
说的是两千多年前句章古城的事。

句章古城在今慈城镇王家坝
村一带。据史志记载，句章城始
建于公元前473年，为越王勾践所
筑。当年，越王勾践的母亲长居
此地。

每年八月十六，越王都会陪
母亲过生日。先是母亲对儿子的
过失进行教诲，之后母子一同赏
月。此事一经传开，民间争相仿
效，遂把八月十六作为聆听父母
教诲、陪同长辈赏月的日子，迄
今已有两千多年了。另一说是，
勾践十分孝顺母亲，为了给母亲
生日 （八月十六） 祝寿，直接下
令 将 中 秋 节 改 为 八 月 十 六 。 这
样，母亲的生日和团圆节合而为
一，母寿普天同庆，荣耀无比。

“史浩孝母说”流传于鄞地一
带。史浩，鄞人，南宋宰相，因
为母亲的生日刚好在八月十六，
便将中秋节改在这一天。

“方国珍孝母说”，说的是元
末浙东起义领袖方国珍的故事。
方 国 珍 ， 台 州 黄 岩 人 ， 曾 占 据
甬、台、温三地。据说，方国珍
是个孝子，因其母亲每逢初一、

十五必吃素，他特地将八月十五
中秋节延后一天，这样，老母就
能同大家一起欢度节日，享受节
日口福。无论是“勾践孝母说”

“史浩孝母说”还是“方国珍孝母
说”，真伪均难考证，也无需考
证，因为它们共同的指向已经非
常明确：是源远流长的慈孝文化
培育了时间独特、意蕴深厚的宁
波中秋节。

思乡

宁波商贸活动发展较早，外出
经商的人很多，可去之处，无所不
至。到上海学生意，则是宁波人的
第一选择。歌谣《小白菜》唱道：“小
白菜，嫩艾艾，丈夫出门到上海，上
海‘末事’（商品）带进来，邻舍隔壁
分点开；小白菜，嫩艾艾，丈夫出门
到上海，廿元廿元带进来，介好丈
夫哪里来？”

有经商就有别离。过了一年中
第一个月圆日——正月十五，生意
人就要离家外出，在家之人总是期
盼外出亲人回乡团聚，歌谣《莫难
熬》道出了对亲人的思念：“阿毛
嫂，莫难熬，阿毛哥信带到，初一勿
到初二到，初三夜里准定到!”

大半年过去，又一个月圆日到
了。

中秋节，更是母思儿女妻思
夫，外出的生意人都尽可能赶在中
秋前夕回乡，与家人团聚，共庆“月
圆人圆”。而回不去的，吃上一只

“苔条月饼”，一块“云片糕”，以慰
思乡之情。

另外，中秋也是旧时商界的大
节，除了祭月祀祖，宴请伙计，过去
中秋也是商铺的结账日。据《余姚
六仓志·风俗》 记载：“中秋令
节，商铺咸结账。”慈城一位95岁
的毛老先生告诉笔者，“中秋节是
生意人的节日”。

于是，宁波中秋有了浓厚的商
旅文化背景。

感恩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
人们在月圆之际，举行富有趣

味的庆祝活动，来表达丰收的喜
悦，如龙舟竞渡。清·万斯同在《鄞

西竹枝词》中有云：“鄞俗繁华异昔
年，田家何事尚依然。西郊九月迎
灯社，南郭中秋斗画船。”据传，东
钱湖的龙舟最负盛名；而在慈城一
带，则流行“走月亮”：每当中秋夜
晚皓月当空之时，男男女女着华丽
的衣服，三五结伴，有的逛大街，走
河边，有的泛舟慈湖，往往玩到半
夜方才散去。

除了欢庆活动，人们还希望用
最好的食品来感恩大自然。

宁波是稻作故乡，宁波中秋的
食俗，除通常的月饼外，以米制品
为特色；尤其重用“新米”，比如用
新稻米饭、新糯米粽、新米松糕（水
溻糕）、云片糕，祭拜月亮，以此庆
祝丰收，感恩上苍，体现了七千年
稻作文化的深刻烙印。有竹枝词
云：

黄姑祠下画船新，击楫沿洄捷
有神。

村户尽包新糯粽，舟人但着短
梢裈。

《十二月风俗歌》也唱道：
八月十六中秋天，月饼馅子裹

得甜；

新米松糕红印戳，四亲八眷都
送遍。

新米松糕是用米粉发酵做成
的糕点，也称“水溻糕”，其形是一
个大如锅盖的一寸厚的圆饼，一如
满月；切成菱形小块的，称为“碎
月”。“满月”与“碎月”都是天人合
一的映照。

云片糕，老宁波又叫雪片糕，
是宁波人中秋拜月的上乘供品之
一，因其片薄、色白、质地细软而得
名。云片糕原料繁多，制作工艺极
为 讲 究 。 主 要 原 料 有 糯 米 、 白
糖、猪油、芝麻、桂花香料等十
来种。质量好的云片糕看上去洁
白如雪，手感柔软而有弹性，可
以一片片地撕开且不断，闻着带
有 桂 花 清 香 ， 吃 到 嘴 里 细 腻 香
甜，久藏不硬。旧时，庄市“阜
生南货店”的雪片糕很有名，其
精制的横切面还能显示动物或人
物的脸谱。

宁波的中秋食俗传统，由宁
波 帮 传 入 上 海 等 地 。 早 在 1852
年，宁波人邵六百头就在上海开
出了“邵万生南货店”，以后陆续
由宁波帮商人开出“三阳南货店”

“叶大昌茶食南货号”“大同南货商
店”等名店，尽传宁波米食文化。悠
久的稻作文化形成了宁波中秋独
特的节日食俗。

宁波人的中秋就在孝亲、思
乡、感恩中收获着圆满的情感。八
月十六过中秋，已然成为宁波独特
的文化符号。独特的节日时间、独
特的节日事象，体现了宁波深厚的
历史文化底蕴。

孝亲 思乡 感恩
——中秋三题

枕 流

中秋之夜，佳节良宵，叫人自然
而然想起很多富有文化意蕴的民俗，

“拜月”便是极具代表性的一项。
古人很早就形成并沿袭了中秋

拜月的习俗。著名的“无盐拜月”“貂
蝉拜月”“莺莺拜月”便是人们耳熟能
详的拜月传说。然而，在中国古典文
学中，最完整的拜月故事当属“四大
南戏”之一的《拜月记》（又作《拜月亭
记》或《幽闺记》）。该戏自诞生之日
起，几百年来，久演不衰。
至今仍有不少昆曲、越剧、
评剧、湘剧剧团在舞台上
上演全本《拜月记》或其中
的折子戏。

中秋将至，不妨就来
说说这出源远流长的古典
戏文。

《拜月记》的作者是
谁，世无定论，一般认为是

“元人施君美”。但王国维
先生认为此作应出于明人
手笔。民间知道这个故事，
始于关汉卿的《闺怨佳人
拜月亭》，南戏《拜月记》亦
据此而来。《拜月记》和一
般的才子佳人题材不大一
样，它呈现的故事情节跌
宕曲折，展现的社会生活
真实壮阔，里面除了有大
众喜闻乐见的动人爱情，
还有山河破碎、百姓流离
之际的家国情怀，讲述的
其实是一个乱世中青年男
女尽管无法掌控自我命
运，但依然努力生存并不
懈追求美好情感的故事。

故事发生于金朝末年，番兵南
下，朝廷迁至汴京。百姓逃难，颠沛流
离。兵荒马乱中，和妹妹失散的书生
蒋世隆于野外偶遇兵部尚书王镇之
女王瑞兰。两人结伴而行，感情日深，
旅店完婚。谁料议和归来的王镇不满
女儿私订终身，生生拆散了这对患难
夫妻。当然，故事最后还是曲终奏雅：
蒋世隆和他的结义兄弟陀满兴福双
双高中文武状元，与王瑞兰破镜重
圆，而陀满兴福也和蒋世隆的妹妹蒋
瑞莲喜结秦晋。《拜月记》中没有“一
见钟情”的俗套。要不是遭遇战乱，男
女主人公一生都不可能有任何交集，
更不用说伉俪情深了。所以他们两人
其实是于生命无所依傍的危难时刻，
建立起了一份生死与共的爱情。一个
是不见了母亲的名门闺秀，一个是急于
寻妹的黉门秀才，相似的人生困境让
他们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相遇相知。

现在全本的《拜月记》主要由“踏
伞奇逢”“招商谐偶”“抱恙离鸾”“幽

闺拜月”“拒婚团圆”五部分组成。最
常演的是《踏伞》一折。有意思的是，
蒋世隆和王瑞兰乃是以伞定情。伞即

“散”，常人眼中，此物不祥，尤其不宜
作为爱情信物。然而真情何惧风雨，
即便以伞为凭，也不逊金石之盟。笔
者曾看过昆曲、越剧两个版本的《踏
伞》。昆曲经典，越剧亲切，韵味深
绵，各有千秋。此折是男女主人公
初遇的一场戏。落难漂泊的王瑞兰
克服女儿家的内敛和羞怯，踏住了
蒋世隆的雨伞，恳求书生聊发恻

隐，带己同行。蒋世隆并
没有立即见义勇为，相
反，当他分辨清楚眼前这
女孩名为“瑞兰”，而非
自己先前误认为的妹妹

“瑞莲”时，作揖告辞。
记得第一次看到这个“无
情”段落时，大感遗憾：
蒋世隆堂堂一个大男人，
怎么连最起码的助人为乐
精神都没有？然而多年后
当我再次观赏此戏，方才
领悟：在那种境况下，不
愿带一个妙龄女子同行，
才是君子最老实的反应。
当然，蒋世隆到底还是伸
出援手，同意护花而行，
行这眼前的路，也行这乱
世的路。《踏伞》的好处，在
于整场戏没有丝毫潋滟的
色彩，唯觉浮世飘萍间也
有朴素的温暖……

那么，此戏为何被命
名为《拜月记》呢？戏中“拜
月”的情节其实出现在王
瑞兰被父亲棒打鸳鸯后、
思 念 丈 夫 时 。“ 幽 闺 拜

月”一折，情境和意境皆美。“天色
已晚，只见半弯新月，斜挂柳梢，
几队花阴，平铺锦砌。不免安排香
案，对月祷告一番。”王瑞兰虔诚拜
月，衷心祝祷的场景恰巧被蒋世隆
的妹妹蒋瑞莲看见。瑞兰隐瞒不
住，索性将自己和丈夫的一番因缘
遭际和盘托出，瑞莲也由此知晓眼
前人同自己原是姑嫂关系……月亮
总是能勾起人们的无限情思，世人
相信，明月多情，月光既能照着这
一头，一定也能照见那一头——那
个你日思夜想、心心念念的伊人所
在之处。无怪乎《拜月记》中道：“天从
人愿最为难，再度重逢岂等闲，从今
许下千千拜，望月瞻星夜夜间。”

就像无数大团圆结局的戏文一
样，《拜月记》尾声是夫妻重聚，兄妹
重逢，人月两圆，和美无边。不过，这
个故事所传递出来的期待远不止于
团圆，里面还深深寄托了百姓对于世
间和平、安宁、美满的永久希冀……

闲
话
《
拜
月
记
》

缪金星

江南多雨，记忆里的中秋每
每阴晴相间。行云抱团，时来时
去，时隐时现，稍不留意便滴滴
答答地下起雨来。或是江南的秋
也就这番样子了。几阵风起，几
场雨下，秋像一滴不经意落在宣
纸上的黄，缓缓地、从容不迫地
向四周晕开。丹桂飘香，秋虫啾
啾，先是稻穗黄了，菊花黄了，
银杏叶子黄了，紧接着遍地的小
草也相约着一片片变黄，最后，
把月儿也染成了嫩黄。从来物以
稀 为 贵 ， 经 历 了 连 绵 的 阴 雨 天
气，江南中秋的月光似乎愈显魅
力、更加珍稀了。

难 得 那 年 的 中 秋 ， 天 清 月
明，母亲准备好月饼、瓜果，拿
出 我 们 家 过 年 时 才 用 的 金 边 果
盆，摆放在老式八仙桌上，父亲
洞开四扇木窗，我们兄弟姐妹几
个争着向窗外探望，但见疏影金
波，冰轮转腾，清辉华溢，玉兔
儿冉冉升起。

父亲早先因职场上的变故，
吃了亏，待人接物谨小慎微，平
时也很少说话。可这次，对着皎
皎皓月，他却滔滔不绝：由后羿
射日讲到嫦娥奔月，由吴刚伐桂
讲到西齐弗推石。兴致所至，父
亲还拿碗碟瓜果摆成故事里的场
景，绘声绘色。我是第一次听到
这样美丽的故事，忽地发现父亲
竟然无所不晓、无所不知。也就
在那晚，听父亲不无感叹地说了
句 ： 这 世 间 才 子 佳 人 的 溢 美 之
词，是被这一轮秋月独占了。

后来读到不少关于月亮的诗
歌 ， 证 明 了 父 亲 的 “ 独 占 ” 之
说。才思悠悠，幽情绵绵，诗人
们把最真挚的情感和锦绣诗句，
呈献给了九天云外的月亮。张九
龄的那首 《望月怀远》，于茫茫沧
海、静静水天入笔，一轮当空，
天涯共望。人间长夜，多少有情
人，缠绵悱恻，在思念中煎熬。

捻 灭 烛 火 ， 独 爱 这 月 光 洒 满 屋
子，披衣徘徊，又怎挡得寒夜露
侵。月色虽美，难以采撷，可恨
我 不 能 把 这 美 好 的 月 光 奉 送 给
你，只期望你我梦里相会。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这样的句子，或是还让人读出南
朝谢庄 《月赋》 的“美人迈兮音
尘阙，隔千里兮共明月”，读出谢
灵 运 的 “ 池 塘 生 春 草 ” 和 鲍 照

“明月照积雪”的韵味。而所谓
“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分
明与魏晋陆机的“安寝北堂上，
明月入我牖。照之有余辉，揽之
不盈手”，有异曲同工之妙。明月
皎皎，不堪盈手相赠，诗句翻古
为 新 ， 何 其 雅 致 。 似 这 样 的 比
兴 ， 还 有 陶 弘 景 的 “ 只 可 自 怡
悦，不堪持赠君”——试问山中
何所有？没有华轩高马，没有钟
鸣鼎食，只有白云轻淡缥缈。在
世人看来，“白云”实在是再普通
不过了，但在诗人心里分明是超
尘出世的景象。怎奈他无法让你
理解个中情趣，就像山中白云悠
悠、难以持赠。诗句于此戛然而
止，余韵袅袅，令人回味。

天 下 文 章 或 是 这 样 的 你 传
我、我抄你，写得好的，信手拈
来 ， 头 头 是 道 。 再 有 辛 弃 疾 的

“问月词”，不知是怎样的突发奇
思，成为又一颂月之绝唱——今
晚的月亮多么叫人怜爱，你悠悠
而去，是要去向何方？是不是天
外另有一个人间，那里的人们是
否也刚刚看到月亮从东方升起？
天际空荡横无际涯，难道是凭着
一阵长风才把月儿送走？那月亮
如明镜般高悬，又是谁呀，把它
系在碧空？寂寞的嫦娥怎还不出
嫁，会是谁把她留住？都说月儿
穿过海底，可又无从查问根由，
真要这样怎不让人迷惑忧虑……

“问云何玉兔解沉浮？若道都齐无
恙，云何渐渐如钩？”这样的奇思
妙想，把一腔对月抒怀的情感表
达得淋漓尽致。赞叹着诗人的神

来 之 笔 ， 忽 又 想 到 父 亲 当 年 所
叹，“溢美之词被这一轮秋月独
占”，恍恍然似有所悟。

日 月 两 星 ， 若 论 资 格 比 贡
献，无论如何，月亮都不及太阳
之辉煌。万物生长，人世间的一
切，全赖于这颗距离我们遥远的
大恒星。然而，说到妩媚漂亮，
月亮更胜一筹，人们宁愿忍受阴
晴圆缺，依然对它充满美好的情
感。好在以太阳的气度不会与月

亮争宠，人们也总是于热烈中向
往一份宁静安好。

我是知道了，父亲或是羡慕
嫉妒了月亮，他如太阳般光明的
秉性，学不来伸屈自如，也就只有
这样委婉自叹了。又是一年的中
秋，此生此夜，此月此情，不知道世
间还会生出多少咏月吟月媚月的
文字。一抹秋风吹来，凉凉的，柔柔
的，滑滑的，像极了薄如蝉翼的丝
绸拂在我的脸庞。

中秋吟月 吴亚原

夏日的傍晚，林子里好凉快。与
往日一样，我踏进森林小道，走着走
着，一股烤肉味窜进鼻子，引领我到
林子尽头。

块石堆砌的矮墙，漏出几缕青
烟。石坛里，几个留学生模样的年轻
人，忙乎着，男生添柴控火，女生将
虾、牛肉、玉米戳在铁棒上，缓缓地在
火中转动，“哧哧扑扑”声招惹我走进
石坛。大姐，要不试下？一位俊俏姑娘
递上一根铁棒。小松鼠闻到香味，也
来凑个热闹。

夏风习习，黑漆漆野餐桌上，摆
满烧烤过的食品。俊俏姑娘啃着玉米
问我，像我们这样的留学生，在加国
找个工作容易吗？

不难，但找好工作不易，除非名
牌大学毕业。我说话实在。

穿运动服男生说，回不是留也不
是，正处于两难。男生的话挺实在，爹
娘花血本供孩子留学，留着，找不到
好工作，回去，除了英语流畅，无啥优
势可言。

就如自己，国内名牌大学毕业，
到这里不被认可，几年的历练，跳了
N 个槽后，居然从事房产经济，说白
了就是房产中介，此行在国内，稍识
几字的大妈都能胜任。也曾为此挣
扎，最后，不得不留了下来。俊俏姑娘
拉着我手说，大姐，聊聊你的经历。

那年秋天，我抱着美好的心愿，
技术移民来到加国。这里一切让我兴
奋，森林遍布城市，天鹅成群，湖泊池
塘，枫叶璀璨。再美的景色，多看也无
感觉，何况小半年处于风雪之中。为
了生计，我当过公司文员，中餐馆打
过工，星巴克磨过咖啡。先生虽有稳
定的工作，英语不好，薪金也就一
般。我与先生商量，要不回国？先生
沉思，好不容易出来，面子搁哪？

咱不要面子行不，凭我俩学历，何
愁谋不到好职位。禁不住我天天劝
说，先生心动了。命运作弄人，我
怀孕了，先生调侃，假如孩子继承
我俩基因，说不定成了加国精英。
经不起先生天天诱惑，我抚摸日渐
隆起的肚子，为了孩子，熬吧。

从此，我把念想扼杀，一心培育
女儿。新世纪曙光初照，我回国探亲，
同学聚会，一干人不是老板就是精

英。心里又开始蹦跶，好面子的我，
却炫耀这边如何之好，住别墅，开
轿车，穿名牌，孩子每月有牛奶
金。不经意间，我打开LV包包，同
学露出羡慕的目光，我轻描淡写，
不就十天半月工资。同学们赞叹声
中，我扎足了面子。可有谁知晓，
我与人合租一套小别墅，车子租
赁，这身行头是我唯一装备。

家乡难以回去，日子还得继续。
那次，送女儿去托儿所，半路上，肚子
疼得要命，憋不住，将车停进加油站，
看一眼婴儿座椅中熟睡的女儿，锁上
车门。一身轻松出来，见一位老外正
打电话报警。我佯装低头刷屏，碰掉
他的手机，顺手掐断电话。我苦苦哀
求，说明原委，并保证绝无下一次。真
情感动老外，说不予追究。好险，大雪
天，汗水湿了内衣。类似的事情听过
还少？同样之事，有位母亲，失去孩子
监护权。要在国内，谁爱管这闲事。

房产业兴起，我转型房产经济，
第一套房子，为自己所买。生活明显
好转，女儿考上多大。在国内，像我这
样年岁的女人，打扮得时尚靓丽，每
月几次美容。看我，额头皱纹挤兑，身
上衣衫落伍。

大姐，那还不如回国。俊俏女孩
递上一块牛排。

当时，我怕适应了慢生活，融不
进快节奏。说实话，这些年梦中，哪一
次，不梦见家乡及父老兄妹。到这年
龄，只想活得简单，时光磨平了我的
棱角。一次偶然事件，改变了我的想
法，熄灭已久的火苗，熊熊燃起。

那次非洲旅游，一行几百号人，
被困岛上，食粮已断，淡水无存。
此时，空中传来“隆隆”轰鸣声，
直升机降了下来，五星红旗飘扬在
空中。那是我见过的最美画面。人
们纷纷挤往飞机，机长放开歌喉，
随着国歌旋律声，同胞们放声高
唱，一个个含着热泪登上飞机。此
情此景，永远镌刻在我心里。

不知谁开了头，悲壮的国歌回
荡在夏夜，留学生们齐声喊出，我
们回中国。

年轻真好！行走在林间小道，
失落感潮水般涌上心头。

此时，半个月亮爬上夜空，朗月
映在池中，面对双月，我心里一动，敞
开心扉呼出：回家乡，过中秋。

朗月在心
苏轼词《水调歌头》 胡迪军 书

嫦娥抱玉兔 陈寅 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