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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B0_91_E6_97_8F_E4_c34_44683.htm 每年农历八月十五日，是

传统的中秋佳节。这时是一年秋季的中期，所以被称为中秋

。在中国的农历里，一年分为四季，每季又分为孟、仲、季

三个部分，因而中秋也称仲秋。八月十五的月亮比其他几个

月的满月更圆，更明亮，所以又叫做“月夕”，“八月节”

。此夜，人们仰望天空如玉如盘的朗朗明月，自然会期盼家

人团聚。远在他乡的游子，也借此寄托自己对故乡和亲人的

思念之情。所以，中秋又称“团圆节”。 我国人民在古代就

有“秋暮夕月”的习俗。夕月，即祭拜月神。到了周代，每

逢中秋夜都要举行迎寒和祭月。设大香案，摆上月饼、西瓜

、苹果、红枣、李子、葡萄等祭品，其中月饼和西瓜是绝对

不能少的。西瓜还要切成莲花状。在月下，将月亮神像放在

月亮的那个方向，红烛高燃，全家人依次拜祭月亮，然后由

当家主妇切开团圆月饼。切的人预先算好全家共有多少人，

在家的，在外地的，都要算在一起，不能切多也不能切少，

大小要一样。 中秋节的渊源 中秋节有悠久的历史，和其它传

统节日一样，也是慢慢发展形成的，古代帝王有春天祭日，

秋天祭月的礼制，早在《周礼》一书中，已有"中秋"一词的

记载。 相传古代齐国丑女无盐，幼年时曾虔诚拜月，长大后

，以超群品德入宫，但未被宠幸。某年八月十五赏月，天子

在月光下见到她，觉得她美丽出众，后立她为皇后，中秋拜

月由此而来。月中嫦娥，以美貌著称，故少女拜月，愿“貌

似嫦娥，面如皓月”。 在唐代，中秋赏月、玩月颇为盛行。



在北宋京师。八月十五夜，满城人家，不论贫富老小，都要

穿上成人的衣服，焚香拜月说出心愿，祈求月亮神的保佑。

南宋，民间以月饼相赠，取团圆之义。有些地方还有舞草龙

，砌宝塔等活动。明清以来，中秋节的风俗更加盛行；许多

地方形成了烧斗香、树中秋、点塔灯、放天灯、走月亮、舞

火龙等特殊风俗。 今天，月下游玩的习俗，已远没有旧时盛

行。但设宴赏月仍很盛行，人们把酒问月，庆贺美好的生活

，或祝远方的亲人健康快乐，和家人“千里共婵娟”。 中秋

节的习俗很多，形式也各不相同，但都寄托着人们对生活无

限的热爱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中秋节的传说 中秋节的传说

是非常丰富的，嫦娥奔月，吴刚伐桂，玉兔捣药之类的神话

故事流传甚广。 中秋传说之一--嫦娥奔月 相传，远古时候天

上有十日同时出现，晒得庄稼枯死，民不聊生，一个名叫后

羿的英雄，力大无穷，他同情受苦的百姓，登上昆仑山顶，

运足神力，拉开神弓，一气射下九个多太阳，并严令最后一

个太阳按时起落，为民造福。 后羿因此受到百姓的尊敬和爱

戴，后羿娶了个美丽善良的妻子，名叫嫦娥。后羿除传艺狩

猎外，终日和妻子在一起，人们都羡慕这对郎才女貌的恩爱

夫妻。 不少志士慕名前来投师学艺，心术不正的蓬蒙也混了

进来。 一天，后羿到昆仑山访友求道，巧遇由此经过的王母

娘娘，便向王母求得一包不死药。据说，服下此药，能即刻

升天成仙。然而，后羿舍不得撇下妻子，只好暂时把不死药

交给嫦娥珍藏。嫦娥将药藏进梳妆台的百宝匣里，不料被小

人蓬蒙看见了，他想偷吃不死药自己成仙。 三天后，后羿率

众徒外出狩猎，心怀鬼胎的蓬蒙假装生病，留了下来。待后

羿率众人走后不久，蓬蒙手持宝剑闯入内宅后院，威逼嫦娥



交出不死药。嫦娥知道自己不是蓬蒙的对手，危急之时她当

机立断，转身打开百宝匣，拿出不死药一口吞了下去。嫦娥

吞下药，身子立时飘离地面、冲出窗口，向天上飞去。由于

嫦娥牵挂着丈夫，便飞落到离人间最近的月亮上成了仙。 [1]

[2] [3] [下一页]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