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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曆甲辰年
中秋特刊

古人對中秋節的雅稱
中秋節的雅稱很多，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中華文明豐富的文化內涵。

中秋節別稱有月夕、秋節、仲秋節、八月節、八月會、追月節、玩月節、拜

月節、女兒節、團圓節等。

一、仲秋節
八月十五恰在秋季的中間，故謂之中秋節。在中國的農曆裡，一年分為

四季，每季又分為孟、仲、季三個部分，所以我國的古曆法把處在秋季中間

的八月，稱謂「仲秋」，所以中秋節又叫「仲秋節」。

二、八月節
仡佬族最隆重的傳統節日莫過於八月節（八月十五至二十日）。節日的

頭天，全族男女老少都要穿上新裝，齊集在寨子的地坪上歡歌勁舞。青年男

女的歌舞活動一直延續到節日的最後一天。

三、女兒節
民間有拜月的習俗，每當圓月升起的時候，各家在庭院中迎著月光陳設

香案，按習俗多為全家婦女拜祭，即使是回娘家暫住的媳婦道理這一天也必

須返回婆家過中秋，北方民間還流傳著「男不拜月，女不祭灶」的諺語，所

以又把中秋節叫做女兒節。

四、兔爺節。
老北京中秋節祭月有供兔爺的習俗，京城裡的老少爺們兒也把這天叫做

「兔爺節」。兔爺是北京獨有的民間神 ，崇文門外花市大街的灶君廟被認為

是兔兒爺的老窩，一到農曆八月，買兔爺的人們便絡繹不絕。

五、月夕、古人以仲春二月十五日為「花朝」，與之相應，又稱仲秋八

月十五日為「月夕」，八月十五的月亮比其他幾個月的滿月更圓，更明亮，

這也是叫「月夕」的原因之一。

六、玩月節
在八月十五，是日，古代有月下遊玩、設宴賞月的習俗，所以被稱為

「玩月節」。北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中秋」條稱，「中秋夜，貴家結

飾台榭，民間爭占酒樓玩月」。當時的皇家還會舉辦「中秋晚會」。民間也

不會早早休息，連小孩都不肯睡，「閭裡兒童，連宵嬉戲。夜市駢闐，至於

通曉。」

七、拜月節
我國人民在古代就有「秋暮夕月」的習俗。夕月，即祭拜月神。相傳古

代齊國醜女無鹽，幼年時曾虔誠拜月，長大後，以超群品德入宮，但未被寵

幸。某年八月十五賞月，天子在月光下見到她，覺得她美麗出眾，後立她為

皇后，中秋拜月由此而來。月中嫦娥，以美貌著稱，故少女拜月，願「貌似

嫦娥，面如皓月」。

八、八月會
八月會古代亦稱「調聲節」。漢族民間傳統節日。流行現在的海南省儋

州市。每年農曆八月十五舉行。這天，種植男女青年彙集鎮上，互贈香糕、

月餅、花巾、彩扇、背心等。成群結隊，川流過市。晚上擁出村口。到預定

集合場地，進行規模盛大的調聲對歌活動。

九、追月節
有些地方將中秋節不在八月十五過，而是定在八月十六，如寧波、台

州、舟山，這與方國珍佔據溫、台、明三州時，為防範元朝官兵和朱元田的

襲擊而改「正月十四為元宵、八月十六為中秋」有關。這天狂歡，被稱為

「追月」。

十、團圓節
八月十五中秋之夜，秋高氣爽，皓月當空，清輝灑滿大地，人們把月圓

當作團圓的象徵，把八月十五作為親人團聚的日子，因此，中秋節又被稱為

「團圓節」。

兩岸三地中秋風俗有不同！
月餅不要獨食，少女應該晚睡……

根據兩岸四地流傳的中秋節風俗，我們總結出一篇善意的中秋節提醒，

原來月餅不能獨食，少女在這天要晚睡，而在澳門，只有掛上兔子燈籠才應

景！

大陸：月餅不要獨食！
月餅不要獨食，月餅不要獨食，月餅不要獨食，重要的話說三遍！

月餅不要獨食，有街頭採訪為證↓↓↓

月餅不能獨食？有歷史文化來支撐！

據說月餅不能獨食是清朝留下來的習俗。

在清朝宮廷，過中秋要設一張八仙桌，桌子上會擺上一個特大的月餅，

四周再綴滿糕點和瓜果，等祭月完畢，再按皇家人口將月餅分成若干塊，一

個人象徵性地吃上這麼一份，名曰「吃團圓餅」。

月餅不獨食，就為了取個團圓美好的意頭！

在大陸，除了吃月餅，大閘蟹和石榴也是中秋節的標配，只有集齊這三

樣吃食，才好賞花賞月賞秋香！

中秋節這天為何還要吃大閘蟹和石榴呢？

俗話說「西風響蟹腳癢」，講的是每年中秋之日，即是螃蟹黃滿膏肥

之時。在明代的宮廷，就已經興起吃螃蟹的風潮，待螃蟹蒸熟後，再佐以酒

醋，那滋味別提多銷魂了。

且中秋也是走訪親友，一家團聚的日子，用螃蟹的「蟹（謝）」來表達

彼此間的深厚情誼，也是再合適不過。

而吃石榴當然不僅僅是為了助消化，據說在老北京地區，中秋又名「果

子節」，這一天不僅要吃月餅，還要吃果子。而進入中秋佳節，正是石榴當

熟的日子，色彩鮮艷，子多飽滿的它自然成了果子界的代表，寓意多子多

福、子孫滿堂。

台灣：少女要晚睡
感受到這幾個妹子被烤肉撩撥的心了嗎？要說台灣人如何過中秋，當然

是吃烤肉啊！

但要追溯台灣人烤肉的起源，就顯得相當隨意了，完全是因為醬油廠處

心積慮的洗腦式營銷。一句「一家烤肉萬家香」，讓醬油，oh不，烤肉成功

走進千萬台灣人的中秋家宴，從此，烤肉年年有，醬油買不停！

除了烤肉，誠如這幾位台灣妹子所言，他們還會吃柚子，柚子吃完再把

皮剝下、曬乾，戴在頭上。

除了自己戴，還要給家裡的貓貓狗狗等寵物戴。因為柚子諧音「佑

子」，所以，戴柚子寓意吉祥。甚至，新聞上也毫不吝嗇教大家如何挑柚子

（文旦）。

香港：小心玩火！
香港人怎麼過中秋？就像下面這位香港小哥哥介紹的，香港人的中秋活

動，離不開一個「火」字！

首先，是舞火龍。

從每年農曆八月十四起，銅鑼灣大坑地區會一連三晚舉行盛大的舞火龍

活動。

據悉，今年的火龍長達67公尺，光是龍頭就重達48公斤，龍身共有31

節，以粗麻繩做龍骨，用珍珠草紮成龍身，由約300人舞動火龍，共計用上

超過7萬枝線香。

大坑蓮花宮是舞火龍的起點，途中會經過浣紗街、京街、新村街等，最

後再回到浣紗街拔香並重新插香。

火龍遊街後，在以前就會被拋下銅鑼灣避風塘的海底，代表「龍歸滄

海」，但近年為了避免污染海水，就會在深夜將火龍用貨車送到焚化爐去，

以示「飛龍在天」。

據說舞了火龍後可以趨吉避凶，風調雨順。

而這風俗的背後也有醬的一段傳說：據傳，大坑曾遭逢瘟疫致許多村民

喪生。某天，村中一老人忽獲菩薩托夢，說只要在中秋佳節舞動火龍，便可

將瘟疫驅除，未料竟然奏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