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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心泽

中秋的三轮明月

灯下漫笔

♣ 陆 静

月到中秋分外明
婆婆去世后，每年拜月的任务就落在了我

身上。一开始颇有点不以为然，坚持了几年，
不知不觉开始自觉践行，认识到拜月仪式不仅
是一种古老的文化传承，是个体生命仰望苍穹
与万物沟通交流的庄严仪式，也是一次向善向
美向圆满的躬身自省。

民间有“男不拜月，女不祭灶”的说法。而
从古至今，拜月好像都是妇女的事。男人赏
月、玩月、咏月，但却不去祭拜。在古人看来，
人对应着天地。男人属阳，是太阳的象征；女
人属阴，是月亮的象征。古代把男人当作一家
之主、家里的顶梁柱，应该阳刚十足。而女人
在家忙碌，要阴柔美丽，护佑家小周全。

另外，古人认为月亮是嫦娥仙子居住的地
方，嫦娥长得很漂亮，只有女人可以祭拜，男人
如果拜月，有心怀不轨的嫌疑，因此男人一般
不拜月。

其实，拜月由祭月而来。祭月仪式从周朝
就有，时间是中秋月出时分开祭，向月神示敬。

严格说，“拜月祭”有两次。第一次在秋分
日，目的是“迎寒”，立秋之后寒气渐盛，古人在
这天晚上举行“拜月祭”活动，因月主阴，代表
的是寒，所以要迎寒。到八月十五中秋节是第
二次祭月，目的是“煨寒”，中秋之后气温渐凉，
提醒人们添衣注意保暖，煮汤袪寒。这种从节

气时令上的拜迎，是向上祭祀神灵、向下提醒
百姓的祭拜仪式活动。之后延续至今的拜月
活动，从时令上又增加了以酬农神、祭地母和
祛灾驱疫为主题的庆典，再有祝愿、团圆等演
绎的内容。

自古而今，祭拜“月神”是女人寄托团圆、
思念和祝福的一种方式。拜月的目的包括祈
求家人幸福团圆、早生贵子、姻缘美好等。

妇女拜月的风俗真正流行始于唐代。当
时，不仅在宫廷和贵族中盛行拜月活动，民间
也广泛流传。因为月亮与人类的婚恋有关，所
以掌管婚姻的神被称为“月老”，后来“月老”也
被用来简称媒人。

唐代的八月十五，中秋活动非常丰富。这一
天最为活跃的是女性，特别是女孩子，后来广为
流行的“女子拜月”，便是唐代女性中秋之夜最
爱做的事情之一，体现到诗歌中，均有迹可寻。

月到中秋分外明。自古而今，中秋是诗意
的化身，历代吟月颂月的诗篇不计其数，最著
名的当数宋朝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
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
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
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
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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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脉流传，自上而下。我们先从周朝理

起。《周礼·春官》的“中秋夜迎寒”一说来看，中
秋在中国古人心中已占有一定位置，且是诗意
记述。但那时的中秋与现代的中秋节并非同
一概念。到了节假日最多的唐代，八月十五都
不是法定节日。但诗词歌赋文采斐然、佳作迭
出，诗人灿若星辰。有李峤的《中秋夜》：“圆魄
上寒空，皆言四海同。安知千里外，不有雨兼
风？”司空图的《中秋》：“闲吟秋景外，万事觉悠
悠。此夜若无月，一年虚过秋。”张九龄的《望
月怀古》：“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
遥夜，竟夕起相思。”等。更有李白、杜甫、白居
易的明月诗篇流芳千古。

“大历十才子”之一李端的《拜新月》一诗，
所描写的是唐代女性拜月的情形：“开帘见新
月，便即下阶拜。细语人不闻，北风吹裙带。”
诗歌形象生动。诗中的“新月”，指的就是八月
十五这天晚上刚升起的月亮。在唐代“女子拜
月”风俗颇为流行，不论是宫廷还是民间，女性
在中秋这天晚上都不忘拜月祭月。施肩吾的
《幼女词》，进一步证明了拜月风俗对唐代女性
的影响，连小女孩都知道：“幼女才六岁，未知
巧与拙。向夜在堂前，学人拜新月。”

唐代女性为何喜欢中秋拜月？这里有极深

的文化内涵和宗教背景。在古人看来，古人认
为万物有灵，月亮上也有一位神仙——代表女
性的太阴之神，与代表男性的“太阳神”相对应。

自“嫦娥奔月”的神话诞生后，作为月神的
月亮更被拟人化，嫦娥成了月亮女神的化身。
嫦娥是女性的福音，能赐予女性美貌、爱情与
家庭幸福，自然要祭拜她。这一观念在唐代已
被广泛认同，唐代女性爱拜月便很好理解了。
后来，唐代女性的“拜月”风俗逐渐成为中国女
性共有的中秋节风俗，希望自己“貌似嫦娥，圆
如洁月”，由此还衍生出“月亮占候”“摸秋送
瓜”等风俗。

现在，中秋节是法定假日。社会团体有各
种迎中秋活动，各种诗会、朗诵会层出不穷，都
是铮声流淌，诗润古今。民间更是堪比春节隆
重的节日，家人老早要准备过节吃的美食、月
饼等，要提着礼物串亲戚，远近都要看一遍，家
家要吃团圆饭。吃过饭最重要的活动就是祭
月。每家都设月光位，于月所出方向面月摆
供，燃香焚月光纸而拜，行三叩九拜之礼，嘴里
念念有词，都是祈福祈愿祈圆满的愿景。

宇宙全息，万物有灵。人们在中秋拜月，
向外是社会文化的集体仪式，向内是个体生命
与万物沟通交流的庄严仪式，也是一次向善向
美向圆满的躬身自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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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自然

♣ 董 辉

嵩 门 待 月

天黑下来的时候，我们开始出发。
很快，县城被我们抛在了身后。回头望
去，整个城区灯火阑珊。尤其在公园那
一片，红红绿绿的霓虹灯非常清晰。

黑魆魆的嵩山轮廓逐渐在车窗外分
明起来，在幽深的底色上，她以各种各样
的姿态凸现在眼前，显得巍峨神秘。

山上没有灯火，只有一片无边无际
的寂静，山上的岩石和树木，好像不知道
哪天是中秋节。

嵩山，在从从容容地展示着自己：
那阴沉沉地挡住半壁夜空的，肯定是山
峰了；那若有若无却又闪着银样幽光
的，应该是潭水了；那陪着我们一直开
开合合深深浅浅、时而开阔时而局促
的，又是承载着潺潺流水的沟壑了；那
一处处像宝塔样耸立着的，是山上的松
柏了；那阴影参差错落连成一片的，是
山腰的树林了……前面是一条发亮的
路，身后也有一条发亮的路，甚至连我们
自己都成了山中的夜色。

到了法王寺，我们沿着盘山小道磕
磕碰碰地向上走，等到我们在一片较为
开阔的平地上坐下的时候，月亮正在两
峰之间缓缓上升。她柔软而鲜润，像一
块秋水滋养着的碧玉；她矜持而优雅，像
一支脉脉流淌着的乐曲；它恬静而舒展，
像一位被幸福融化了的妇人；她温和而
安详，像一位注视着儿子的母亲。月光
在静静地荡漾着、浸润着、弥漫着。

这就是传说中的嵩门待月。
连我自己也不明白，当这份从幼年

开始就近于神话的憧憬，在心里梦中深
植了多少年，在异地他乡的夜色星空里
回味了多少年，又在坎坷奔波的逆旅归
途中温暖了多少年，现在，当自己真真切
切踏在故土大地，身入嵩山丛林，突然坦
坦荡荡地面对这片月光的时候，何以如
此平静，所有的语言都化作内心的层层
波澜。

想象千年以前或者更早的时代，有这
样一些人，他们清瘦颀长、长髯飘拂、衣袂
飞动，在那个和今天一样的夜色里，与心
事一起穿行在嵩山茂密的树林里，然后坐
下来喝酒吟诗、谈玄说理。在寒意渐浓的
时候，他们突然看到两山对峙之间升起了
一轮又大又圆的月亮，他们不再说话，只
是对着月光傻呆呆地坐着……就这样，两
座对峙的山峰，一轮光照千古的明月，几
个修长洒脱的古人，组成了一幅永远的风
景，被文人墨客吟咏传唱。

后来，一代代诗人来了，他们在嵩山
寻幽探古、抒发胸臆，留下一篇篇妙句华
章。一代代隐士来了，他们在嵩山凿穴
索居、谈玄说理，留下一件件奇闻逸事。
一代代高僧大德来了，他们在嵩山筑塔
结舍、修禅渡劫，留下一座座禅林道观。
一代代将相来了，他们在嵩山纵论天下、
针砭时弊，留下一部部鸿篇巨制。一代
代士林硕儒来了，他们在嵩山传道授业、
教化众生，留下一代代饱学之士、一处处
琅琅书声……这些对物我探求思索的痕
迹，使嵩山的峰峦沟坎文脉如流灵气四
溢，一派古风雅韵仙风道骨，在自然之外
造就了一座神秘难测的嵩山，又使一代
代名士、文人、游客纷至沓来。嵩山，她
总是张开臂膀，接纳尘世间的喧嚣与浮
躁而化之为恬淡宁静，因此它的风景里
更有一种物我相融的意境，一种心领神
会的禅机，让每一个游子在不知不觉中
失去自己又找到自我，比如嵩门待月，比
如箕阴避暑，比如玉溪垂钓……比如眼
前，我们把自己化入另一座嵩山。

而嵩山总是张开胸襟，俯视着包容
着慰藉着每一位来者每一位过客，多少
年来，有人疑惧而来，释然而去；有人欣
然而来，兴尽而去；有人有求而来，自得
而去。而嵩山还是这座嵩山，月亮还是
那枚月亮——被人等待了千年又吟诵了
千年的月亮。

荐书架

♣ 熊 丰

《水墨东坡》：研读苏轼的大写水墨人生

苏东坡被推为“宋四家”之首，其诗文书画出类拔
萃。那么，东坡书画究竟还有多少存世？它们的创作
背景和艺术价值是什么？数百年间又历经了怎样的风
雨和洗礼？著名文史学者荣宏君新著《水墨东坡》近日
推出，荣宏君从事艺术史及传统文化研究多年，此书是
其夙愿之作。据悉，该书有几大特色。

一是水墨为媒，立意新颖。这本书既不同于一般的
人物传记，也不是一部专业的艺术作品研究著作。作者
荣宏君从艺术的角度，以苏东坡的珍贵书画作品如《黄州
寒食帖》《梅花诗帖》《治平帖》等为线索，通过挖掘作品的
创作背景、思想内涵和艺术特色，生动讲述这些作品背后
鲜为人知的故事和苏东坡跌宕、不凡的生命际遇，立体再
现苏东坡的水墨人生与超然态度，带领读者跨越千年，深
度感受苏东坡的艺术精神和风骨担当。

二是资料全面，汇编精品。该书的创作过程中，作
者检索历代典籍、公私收藏，占有珍稀资料，书中部分
图片与内容鲜有面世。为了让读者全面了解东坡的艺

术作品，作者全面梳理、考订东坡 70余件传世书画而成
《苏东坡传世法书绘画系年》，对作品的创作年代及传
承历史均做细致考订，对于争议之处，不急于表态，而
是将前辈学者的鉴定意见进行说明，供读者自行判
断。此外，作者还悉心整理《石渠宝笈》中 60余幅东坡
作品，成《苏东坡传世书画汇编》，为喜欢苏东坡的读者
提供查询资料与研究的渠道。《苏东坡传世法书绘画系
年》和《苏东坡传世书画汇编》均附在《水墨东坡》这本
书的后面，供读者赏读，带领读者了解东坡创作从生拙
到炉火纯青的过程，全方位感受东坡的书画艺术和文
人风骨。

三是深入浅出，雅俗共赏。这是一部将故事性与专
业性完美融合的书。一方面，该书的文字以作者在央
视《百家讲坛》的讲座内容为基础，经过精心润色，文字
渲染力强，画面感十足，极具可读性；另一方面，该书内
容经过作者的用心考据、广泛搜集和精心筛选，所列出
的参考书目就近百种。

郑州地理

♣ 乔 沐

“华山”不止一条路

郑州的华山路越来越有味道了。
假日里，难得陪家人到华山路逛逛。一起畅

享完令人食欲大振的特色美味，我和儿子沉浸在
街区广场上精彩的欧洲杯足球赛直播中，妻子和
女儿流连于琳琅满目的魔力集市。看着一个个
幸福的人儿，我的思绪不禁回到了过往。

那时候我刚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一所小学任
教，开始在郑州西郊打拼。如果说西郊是我的工
作起点，那么华山路就是我的老街记忆。曾几何
时，二叔家的堂哥在华山路上的一家工厂上班，
每次回老家总会带些吃食和玩具，其中不少东西
我们连名字都叫不上来，惹得村里人羡慕不已。
幸运的是，工作不久我就在位于华山路旁的教师
住宅小区安了家。从此，华山路成了每天的必经
之路，我开始用心去触摸它的点点滴滴。

华山路见证了郑州西部老工业基地的高光时
刻。整条路自南向北，清一色的大型国有工业企
业。特别是郑州第二砂轮厂，那可是全国最大、亚

洲第一的砂轮厂；郑州磨料磨具磨削研究所，中国

第一颗人造金刚石在这里诞生，长期引领着中国

人工钻石产业的发展；郑州煤矿机械厂，研制出中

国第一台煤矿液压支架，至今在煤矿综采技术和

装备供应上仍占有全球最重要的分量。

作为一个农村娃，我没能参与到华山路曾经

的工业辉煌，却赶上了华山路工业遗存更新活化

的动人乐章。这些年，随着城市空间布局的调整，
华山路的工业企业搬出了主城区，老厂区经过更
新改造，不知不觉变成了“钻石广场”“磨街”“芝麻
街”……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一路四街”。我时常
驻足华山路，看这条路也看这座城。走着走着，华

山路就成了韵味十足的老街。我越来越觉得，华
山路是郑州工业基地的眼睛，而我们是华山路的
眼睛，共同来见证西郊工业记忆的变迁。

走进二砂文创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钻石
广场”，巨大的“记忆之环”悬挂在空中，那是二砂
最为骄傲的工业结晶——砂轮的象征。古老的
雪松静静伫立，新修的水系蜿蜒萦绕，和高耸的
混凝土柱、略带锈迹的管道相得益彰。潺潺水流
仿佛在讲述着当年白鸽砂轮从这里飞出亚洲走
向世界的风光经历。钢筋铁骨神气十足的滑梯、
织网攀爬、蹦床，成为孩子们的撒欢乐园，大人们
则在长条座椅上静享时光。高炉、厂房、法桐掩
映中的亚洲现存最大的包豪斯单体建筑，正在阳
光下释放出浓浓的文化气息。

走进磨街，巨型的多面体钻石爱心红红火
火，异常醒目，几台六面顶压机在街边休憩。没
有拆除一栋楼，没有砍伐一棵树，参天的针叶松、
茂密的水杉与古朴的工业建筑有机契合。旧厂
房改造成了画廊、咖啡馆，甚至是小剧场。斑驳
的红墙，精致的小店，热辣的美食，动感的音乐，

不仅为商家提供了尽情施展经营才华的舞台，也
吸引了众多游客和市民前来观光。非遗体验、街
头艺术、后备箱市集等线下活动日益成为城市消
费的新场景。驻足在写有磨街历史的铭牌前，整
个人仿佛穿越了，年轻不打烊，活力不过期。

走进芝麻街，郑煤机的标志性产品“煤矿专
用液压支架”矗立在门口，巨无霸的身躯，威震天
的造型，乍一看就让人觉得特别踏实。由郑煤机
拼音首字母“ZMJ”演绎而来的芝麻街，寓意“芝
麻开花节节高”。园内红墙绿树格外亮眼，红砖、
木梁、烟囱等修旧如旧，依然保留着时光打磨过
的原貌，历史工业建筑巧妙融入现代玻璃、灯光、
雕塑等新元素，创意在这里被点化得熠熠生辉。
头部经济、独角兽企业汇聚其中，活力满满的创
业者成为园区的主力军，正在释放着强大的经济
带动力。

华山一路通天下，西郊四街耀中原。更让人
惊喜的是“一路四街”的呈现。所谓“一路四街”，
就是位于华山路上的芝麻街、保利玖街、万达金
街、磨街，磨街包含二砂文创园、121 钻石产业

园、磨街文创园。越来越多的游人到此游玩，越
来越多的创业者在此发展，这里，正在成为老百
姓喜爱的城市新潮地。“一路四街”的众多业态中
不乏“同类”，却都呈现出一种你追我赶、携手共
进的良性竞争，这充分证明西郊在求新求精求变
的胆识之上，更有着宽广的胸襟和共赢的智慧。
阳光洒落，光影很自然地将厂房分成两半，一半
沉浸在阴凉中，神秘而深邃，仿佛能听见机器的
轰鸣，看见忙碌的身影。一半沐浴在光亮里，闪
耀着时代的光芒。老工业承载着历史与未来的
艺术空间，从阴凉到光亮，过去与现在交织，历史
与未来对话，让人尽情享受着时光的流转和岁月
的变迁。夜幕降临，华山路愈发热闹起来，亮灯
之后尤其动人，霓虹闪烁，人流如织，远远望去，
恰似一条七彩绸带，伴着热气腾腾的人间烟火，
将西郊装扮得婀娜灵秀、仪态万方。大人们闲庭
信步，孩子们打闹嬉戏，商家们卖力经营，唯美中
尽显祥和。午夜时分，这里依旧熙熙攘攘，年轻
人摩肩接踵，小家伙在人群里钻来钻去。人们举
着手机各种角度咔嚓咔嚓地拍呀拍，怎么拍都拍
不腻，随手发到抖音、朋友圈就是一道美丽的风
景。漫步“一路四街”，一幅重拾西郊记忆、品味
新潮郑州的唯美画卷正徐徐展开，展出的不只是
华山路写不尽的魅力，还有道不完的活力，展出
的是更新、向新的经济文化巨变。

老街新貌，岁月留情。“华山”仿佛不止一条
路啊，我的假日休闲，竟休出了一方西郊的“大观
园”。喜乐不过儿女，大人们念想的是那条华山
老街，孩子们憧憬的是这条华山新路。“一路四
街”流光溢彩，徜徉于星空灿烂的夜色之中。

一到中秋，月色无边，心海无岸。
一到中秋，一轮皎洁的圆月便成为多

情人间的唯一背景，从人们浩瀚的心海中
冉冉升向云影徘徊的碧空，把起伏的心潮
辉映成千万里滟滟波光。古人浪迹天涯漂
泊四方的诗词歌赋里，现代人须臾难离的
手机荧屏上的视频图画里，都会盈满温馨
浪漫的中秋月明。

中秋月华，擦亮了我们思念与想象的翅
膀，我们的心灵，飞翔在神话里和星河间，却
妥帖地栖落在亲朋故知身畔。即使无月的
中秋夜，人间的中秋依然弥漫着浓浓的香甜
味道。在人间的画图里，一轮大到不真实的
满月，依然会明晃晃的皎洁在春江花月夜
的画境里，照耀在花好月圆的祝福里。

中秋的这轮皓月，是刻画在中国人内
心与基因里的情怀与守望。人们把桂花、
梅干、五仁、豆沙、玫瑰、莲子、冰糖、白果、肉
松、黑芝麻、蛋黄，甜味、咸味、咸甜味、麻辣
味，亲情、友情、爱情，一股脑都溶进小小的
月饼里。月饼，成了人间美味与诸般情感
的集合与展览，连中秋的月光都甜腻得有
些黏稠了。

中秋月，寄托着对安逸祥和美满幸福
生活的向往。即使在科学的探索和月球的
真相面前，中秋月仍是华夏大地不愿醒来、
恍兮惚兮的千秋梦。

中秋月经常和诗情画意相关联，从而
氤氲成中国特有的娟丽月色。在流光溢彩
的唐宋诗篇里，中秋的月色，一直是游子仰
望的楼头月，诗人佐酒的林隙月，恋人向往
的花间月。而中秋月光能在古人心中荡起
层层涟漪，正因为有千里共婵娟的空间感，
有月有阴晴圆缺的悲欢离合，和明月千里
寄相思的悠悠牵念。

但这个时代，快捷的交通压缩了空间，
即时的信息传递工具压缩了时间，二者合
谋，压缩了明月夜的时空，一点点稀释着中
秋月色的情感浓度，科学探索的深入又很大
程度上截流了月球能寄予的哲学追问，天上
的一轮明月越来越空明无所依了。另一维
度上，即便中秋的皓月也会被璀璨的人间灯
火淹没，中秋夜越来越疏离真实的月色，中
秋越来越流于一种热闹的由头，越来越多人
的中秋，渐渐只剩下小长假里一番车来车往
走马观花般的走亲访友，一种应景食品，与
中秋夜酒店饭馆里的一顿大餐。

抬头仰望，常觉中秋月应有三个，一轮
是幽蓝天穹上的皓月，一轮是中国人情感
里的满月，一轮则是每个人内心深处的孤
月。人间得此三月，世间方得圆满。

也多亏孤月高悬，才没有被人间的喧
嚣太过感染。安顿好中秋佳节的热闹与亲
情，不妨让身体与心灵游走到城市灯光寥
落一些的小路或荒野，挽一缕凉爽的秋风，
在真正的夜晚，在清冷的明月中，在细碎隐
约的秋虫声阵里，择幽而行，择石而坐。

人行月相随，月照花影移。欣赏玉魂
冰魄的孤境，最佳的方式，依然是让对月成
三人的一颗孤心，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在
孤境中与月色相融与本心自洽，乐得一种
孤寂中的怡悦、一种孤独中的圆满。

正因月亮孤单，与这个世界又保持着
适度的距离，许多人才愿意引月亮为心灵
伴侣。也正因这种孤独与距离，月亮才能
把她温柔的大爱洒满人间。也正因如此，
赏月也要选在开阔的所在，让月色与襟怀
都最大程度地敞开。

中秋月柔和又明朗，月光涵溶中的太
空更显广远虚静，也把眼前的一切和我们
的身心，都沉没在幽深又澄澈的月色汪洋
里。恍惚间，又好像这空明的世界，就是自
己内心里那静谧而无限的虚空，肉身渐渐
生出超脱之感，似乎已身为天地，心为皓
月，凭虚御风，遗世独立。这错觉，有着梦
的迷离、梦的韵致、梦的空茫，我们睡眠里
总是难以平息的绵绵梦境，是不是也是月
亮惹起的心海潮汐？

灵魂在月光里浮游，精神在月色中溶
释，是多么奇妙的浴月飞升！

都说水似柔情，那月光的柔呢？就似
青春年少时，说不清道不明她到底哪里好，
就是暗自喜欢，默默供奉心中的那种素雅
女生的柔美。月光与雪花，都有一颗至善
的素心，细腻地柔化美化着这世间的一切，
只想让复杂的世界变得唯美。这是一个白
天也未必看得真切的世界，何不在万籁俱
寂的夜晚，静静地享用这善意的唯美。这
善与美相互映照散发的光辉，便是圣洁。

月色空茫无波，心中却都是月光漾起
的涟漪。如果愿意倾心地和月亮交流心
事，月光还可以浣洗往事深埋在回忆里的
遗憾，浣洗眼下纠缠在生活与工作中的失
落。月亮不会在你人生正辉煌时附和打
扰，却能够以柔和的清辉照亮你的至暗时
刻。原来这一生啊，我们一直有一个高悬
凡尘之上，又深潜内心之中的天涯旅伴、心
灵挚友。

木落知岁秋，天凉气清的时节，各种情
感反倒很容易从心头泛起，实际上，更多的
是对岁月流逝的敏感，对世间悲欢离合的惆
怅。但当秋风在秋阳中撒下一抹斑斓，冲泡
成澹澹一片秋光，到了秋半，再兑进一泓纯
净月光，中秋这壶让我们月下漫品的应季凉
茶，茶香、茶韵、茶温都刚刚好，浅呷轻啜，会
让我们的内心变得丰盈而安宁，就像蜷曲的
茶叶在浮光杯影中翩然舒展开来。

人间情缘在此夜卷舒，匆匆流光在此
刻回旋，敞开秋风的帘幕，我要我的梦影在
溶溶月色中继续我的漂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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