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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本报记者 尹晓玉
中秋节是我国的重要传统节日。花

好月圆时，月饼是必不可少的美食。各
地习俗不同，制作的月饼也各具特色。
对漯河人来说，在中秋节吃上几块儿酥
香的传统蛋糕月饼，那种香甜就是幸福
的味道。

近日，记者采访了临颍县县级非遗
南街村传统蛋糕月饼传承人王志伟，听
他讲述一家三代制作传统蛋糕月饼的故
事。

王志伟今年 51岁，临颍县南街村
人。谈起传统蛋糕月饼制作技艺，王
志伟滔滔不绝。20世纪20年代，王志
伟的祖父王洪恩到北京寻友，其间学
习了京式月饼中五仁月饼的制作手
艺。经过反复琢磨、试验，王洪恩研
制出了传统蛋糕月饼的独家配方，在
北京开店销售。后来王洪恩回到家乡
南街村开了一家糕点铺，卖蛋糕月
饼。经过不断创新、改良，他制作出
了符合漯河人饮食习惯的王氏传统蛋
糕月饼。

在王志伟的记忆中，整个童年时

代，家中都充满了老式蛋糕月饼的香甜
味道。爷爷、父亲和年长他十多岁的哥
哥都会做蛋糕月饼。王志伟10岁时，爷
爷和父亲相继去世，哥哥王春喜接手家
里的糕点铺，继续用家传配方制作、销
售蛋糕月饼。

1987年王志伟辍学后开始跟着哥哥
学做蛋糕月饼。“做蛋糕月饼有家传配
方，学着并不难。一个月后我就能独当
一面了。”王志伟告诉记者，为将家族手
艺发扬光大，当年他和哥哥进入南街村
食品厂工作，利用家传配方协助南街村
食品厂创下“南街村传统蛋糕月饼”这
一品牌。

2010年，南街村传统蛋糕月饼荣获
“河南人民喜爱的十佳月饼”称号。每当
中秋临近，南街村传统蛋糕月饼都会成
为漯河人走亲访友的首选。今年，南街
村传统蛋糕月饼成功申报为临颍县县级
非遗代表性项目，王志伟成为第三代传
承人，这更加坚定了其将家族手艺传承
下去的信心。

南街村传统蛋糕月饼采用传统手工
制作工艺，从配料到上市需要七道工

序。“将小麦粉、麦
芽糖、棕榈油、鸡蛋
等原料搅拌均匀，揉
成面团，作为饼皮；
将五种果仁 （核桃
仁、花生仁、葵花
仁 、 芝 麻 仁 、 杏
仁）、蜜饯 （糖青
梅、青红丝、橘饼、
冬瓜丁儿）、冰糖等
制作成馅料；取适量
面团搓圆，按成饼
皮，包入一份馅料，
用虎口慢慢收拢接
口；放入模具中压制
成型；放入烤箱，烘
烤至表面金黄色即可
出炉……”采访中，
拿 着 刚 出 炉 的 月
饼，王志伟一脸自
豪地向记者介绍制
作方法。

考究的饼皮制作工艺是老式蛋糕月
饼的亮点。“我们和面用的是鸡蛋、油和
白糖，不加一滴水，所以做出来的月饼
保质期比较长。”王志伟说，正常情况下
可以保存60天。如果冷藏，放一年也没
问题。

“刚到厂里时，哥哥是技术员，我主
要和面。两年后，我也开始带徒弟，教

徒弟和面、做月饼。几十年来，我们俩
培训了一批又一批员工。看着家族传承
三代的老手艺不断发展，产品走进千家
万户，我非常自豪。”王志伟说，南街
村传统蛋糕月饼不仅具有浓郁的地方
特色，也有文化传承的意义和食品研
究价值。南街村集团已成立专门的保
护机构，王志伟也在不断培养新人、
传授制作技术。

三代传承 留住中秋老味道

■本报记者 齐国霞
中秋节又称八月十五、八月节、秋

节、八月会、追月节、拜月节或团圆
节，是我国传统文化节日。农历八月十
五前后，秋高气爽，月球距地球最近，
看起来又大又圆。从古至今，人们都有
中秋团圆和赏月的习俗。

吃月饼是中秋节必不可少的饮食风
俗。月饼又称月华、圆饼、团圆饼等。月
饼原是祭月时的一种供品，后来渐渐成为
中秋节的节令食品和馈赠亲友的礼品。

清代以后，月饼的制作更加讲究，
无论馅料、花色、品种都有发展。月

饼形状各异，除圆形外还有月牙形、方
形、多边形、椭圆形等；饼面印制的图
案有嫦娥奔月、银河夜月、银河映秋或
福、禄、寿、喜等各种吉祥图案；馅
料有五仁、蛋黄、冰片、莲蓉、凤
梨、火腿、枣泥、豆沙等品种，味道
香甜。

家住市区辽河花园小区78岁的魏
凤香老人回忆说，在农村生活的时候，
每到农历八月十五晚上家家户户都要蒸
圆饼，然后在院里放一张桌子，摆上蒸
好的圆饼以及圆形瓜果供品如西瓜、香
瓜、红枣、鸭梨、苹果、石榴、葡萄

等。等月亮升起时全家人开始祭月，也
叫“迎月”。祭月后，由家里长者把祭
品分给大家吃，特别是把象征圆月的圆
饼按人切成相等的份，每人一份。如家
中有在外未归者，也要给他留一份，取
全家团圆之意。中秋之夜，即使亲人
在千里之外，当一轮明月普照之时，
人们仍可两地遥望明月，彼此为对方
祝福。

市民俗文化研究者、市民间文艺家
协会理事傅胜利说，中秋节以月饼祭
月、拜月还有祈子和求婚烟美满之意。
旧时有“男不拜月女不祭灶”的说法。
已婚女子拜月的主要目的是祈求月娘娘
送子，未婚女子祈求月娘娘是为了自己
未来的婚姻美满幸福.

如今，人们过中秋节除了庆贺丰年、
祈望来年风调雨顺外，还借此与亲人团
聚，或者在走亲访友中增进感情。

中秋节说民俗中秋节说民俗

“中秋”与“仲秋”是不同的
概念。农历八月十五是我国传统
佳 节 ， 这 一 天 叫 “ 中
（zhōnɡ） 秋 ” 或 “ 中
（zhōnɡ） 秋节”。中秋是团圆
的节日、思亲的节日。

中秋有赏月、吃月饼的风俗。
为中秋节而生产的月饼自然叫“中
秋月饼”。而“仲秋”则是指秋季

的第二个月。因“仲”的古字写作
“中”（读作 zhònɡ），故而“仲
秋”又可写成“中秋”。

简言之，表示八月十五传统节
日时，只能写成“中秋”；表示月
份时，“仲秋”与“中秋”则构成
异形词关系。不过“仲秋”是首选
词形。

据《咬文嚼字》

“中秋”与“仲秋”的区别

“奔”字有两读，读音不同，
用法也不一样。读 bēn时，有疾
跑、匆忙去做 （某事）、逃跑等
义，如“狂奔”“奔走相告”“私
奔”等。读bèn时，指径直向目
的地走去，如“直奔工地”“奔向
小康”；也可指年纪接近四十岁、
五十岁等，如“他是奔五十的人
了”；还可虚化引申作介词用，义
为朝、向，如“渔轮奔渔场开
去”。

在表示快跑、行走义时，“奔

（bēn）”不强调方向、目的，而
“奔 （bèn） ”强调方向、目的。
“嫦娥奔月”，月亮是嫦娥去往的
具体目标，所以“奔”字应读
bèn。

据《咬文嚼字》

“嫦娥奔月”的“奔”如何读

如今，我们常常能在影视剧中看到
“嫦娥奔月”的故事，而近现代最早把这一
故事推上舞台的人，是京剧大师梅兰芳。

1915年，梅兰芳创作并演绎了《嫦
娥奔月》一剧，以迎接中秋佳节。这也
是他第一出古装歌舞剧。当时，这出戏
由齐如山和李释戡担任编剧。他们在
《淮南子》和《搜神记》中所记载的故事
基础上加以想象，很快创作出了剧本：
后羿得到了西王母的长生不死药，却被
其妻嫦娥在酒醉之后吞服下去。后羿大
怒，欲追究其罪行。嫦娥因为服药后身
轻，飞升月宫，并被守卫吴刚接入宫
中。后羿箭射无效，只好怅然而归。王
母娘娘命嫦娥掌管月宫中的广寒宫。中
秋之夜，嫦娥与众仙子在宫中饮宴并且
歌舞，以庆贺佳节。这一出戏的演员阵
容很强大——梅兰芳自然是扮演嫦娥，
名净李寿山扮演后羿，大武生俞振庭扮
演吴刚，老旦谢宝云扮演王母，名丑李
敬山扮演兔爷，名丑曹二庚扮演兔奶
奶，还有路三宝、姚玉芙、朱桂芳、王
丽卿等名旦扮演众仙姑。

由于这是梅兰芳先生的第一出古装
歌舞剧，必须一炮打响，主创人员为此
可费了心思。前面的戏还好说，主要是
嫦娥飞入月宫成了仙子以后穿什么服

装、戴什么头饰以及怎么样歌舞、唱
什么曲调等都要重新安排。当时，梅
兰芳提出了建议，认为嫦娥成为仙子
后的服装要参考古代的仕女画。于是
主创们对传统京剧服装进行了改良，
按照仕女画中的样式，将上衣改短、
短裙改长。为了兼顾京剧中的舞蹈
效 果 ， 仕 女 装 的 短 袖 则 制 作 成 长
袖。

解决了服装问题之后，嫦娥仙子的
发型也是一个大问题。传统京剧中旦角
的发型都是梳大头，后面拖着一个假发
的“线尾子”，可这和仙子的形象不符。
这个时候，梅兰芳的发妻王明华为他解
决了这个难题。王明华作为女性，对装
扮有独到的审美眼光，加之她出生于梨
园世家，对舞台上的发饰造型有极高的
悟性。她为嫦娥设计的发型是“把头发
散披在后面，分成两条，每一条在靠近
脖子的部位加上一个丝线做的‘头把’，
挨着‘头把’下面就用假发打两个‘如
意结’”。这个发型效果非常好，可是难
度很大。所以每次梅兰芳演出《嫦娥奔
月》 时，都是由王明华在家把头饰做
好。

服装与头饰发型解决了以后，就要
解决舞蹈的问题了。既然名为古装歌舞

剧，舞蹈一定要突出。剧中，
在嫦娥服药以后飞升月宫的途
中，后羿紧追不舍，梅兰芳扮
演的嫦娥在一句高亢的“西皮
导板”以后，用快速的“圆
场”伴以珠落玉盘的“快板”
表示途中的艰辛和焦急。嫦娥
掌管广寒宫以后和众仙子一起
庆贺佳节，在此梅兰芳新创了
一个“花镰舞”。根据梅兰芳的
设计，嫦娥手持花镰，后面挂
的是一个花篮儿，说明嫦娥奉
王母之命前来采花酿酒宴请嘉
宾。梅兰芳用花镰表现采撷各
种鲜花的舞蹈动作，其动作是
在老戏《虹霓关》中“对枪”
基础上修改而成的。“花镰
舞”之后，梅兰芳再配合四个
名旦的集体舞蹈，令人耳目一
新。

最后一场，嫦娥俯瞰人
间，看到百姓欢度中秋佳节，
便以“西皮二六”唱出心中感
慨，同时伴以长袖翩跹的“袖
舞”，新颖脱俗。从此以后，梅兰芳的
歌舞剧每一出都要有每出戏的特制歌
舞。梅兰芳这第一出歌舞剧在1915年

农历九月廿三首演于北京吉祥园，此后
也多次演出。

据《北京晚报》

梅兰芳演绎《嫦娥奔月》

考察作为民俗节日中秋节的内
核，团圆、平等、诗意、生命意识
都成为其重要内涵，而团圆又是最
为核心的内涵。

中华民族向来有追求和谐圆满
的人生理想，而中秋节的形成正满
足了人民的这一愿望。唐人殷文圭
的“万里无云镜九州，最团圆夜是
中秋”和宋人高登“但愿团圆三十
秋，不计东西与南北”的诗句，恰
当地反映出中国人渴望团圆的深层
心理。

历史上，中秋团圆的美好意
愿为增强家族、友朋的凝聚力起
到了很好的社会调节作用，最典
型的例子便是苏轼与苏辙兄弟二
人。二人在中秋节以诗的形式互
通书信，看似在相互诉说他们所
见到的景色、经历的事情，实质
却是在这个团圆的时刻以诗意联
系兄弟二人的情感。唐人王建的
《十五夜望月寄杜郎中》 和宋人
司马光的 《八月十五日夜寄友
人》 这类诗皆是在中秋节以诗歌
的形式与朋友交流情感、增进友
谊。

贯穿中秋文化的另一核心内
涵则是平等的观念。宋人的一些
记载完全摆脱了古代祭月礼的贵
族性和某些节日的小众特点，使
得中秋节成为全民平等欢乐的节
日，所谓“风露清，月华明，明
月万家欢笑声”，体现了中秋节日
精神的平等性。

诗情画意也是中秋的内涵。
中国的传统节日贯穿着中国人的

时间意识，体现着自然和生命的
节律，代表着中国人天人合一的
生活理想，所以向来不乏诗情画
意，其中尤以中秋为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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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词句，既代表着古人对人
生的达观态度，又寄托着他们对
人生的美好期待。而“共看明月
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等诗
句，通过对人类共通情感的抒
发，起到心灵抚慰的效果。至于

“素月分辉，明河共影，表里俱
澄澈。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
说”，则在人与自然的交融中领
会生命的澄明之境。许多诗人写
诗如梦如幻，将对人生的感慨、
思考与中秋的月色结合在一起，
使人生充满了诗意。因此，在中
秋这样一个美好的日子，我们应
放松身心，试着体验诗意栖居的
美好。

中秋的内涵还包含着中华文化
的生命意识。与中秋相关的符号、
神话，体现出了中国人的生命意
识。西王母、月桂、蟾蜍、月兔
本身都是生育和长生的符号。嫦
娥奔月、吴刚伐桂则体现出了中
国人对生命永恒与精神生生不息
的追求。“但愿人长久”就是中秋
时刻对生命长久的美好祈愿。中
秋的其他意义如团圆、平等、诗意
均是人们对生活的美好祝愿，而健
康长寿则是一切美好生活的前
提。

据《解放日报》

团圆团圆 平等平等 诗意诗意 生命意识生命意识

中秋中秋文化的几大内涵文化的几大内涵

梅兰芳在《嫦娥奔月》中饰演嫦娥。

戏剧文化戏剧文化

作为中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作为中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中秋
节始于初唐、盛于宋朝并绵延发展至今
日。在优美的唐诗宋词中，不乏吟咏中
秋节的佳作名篇。

中秋节的月亮往往又大又圆又亮。
《东京梦华录》如是记载：“中秋夜，贵家
结饰台榭，民家争占酒楼玩月。”这里的

“玩月”更多的是一种团圆的喜悦。中秋
节又名团圆节，寄予了对亲朋团聚、人寿
年丰的美好希冀。

“满月飞明镜，归心折大刀。转蓬行
地远，攀桂仰天高。水路疑霜雪，林栖
见羽毛。此时瞻白兔，直欲数秋毫。”诗
圣杜甫的《八月十五夜月》，由月之圆满
反衬人之孤独，表达了漂泊异乡的羁旅
愁思，意象明朗、立意浪漫、情满不
溢。“西北望乡何处是，东南见月几回
圆。昨风一吹无人会，今夜清光似往

年。”白居易的《八月十五日夜湓亭望
月》直抒胸臆，以今昔对比的手法抒发
了作者谪居期间望月思乡的寂寞和凄
苦。“中庭地白树栖鸦，冷露无声湿桂
花。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
家。”王建这首七言绝句《十五夜望月寄
杜郎中》虚实相生、意境优美，将思乡
之情刻画得含蓄深沉。“海上生明月，天
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
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不堪盈手
赠，还寝梦佳期。”张九龄的《望月怀
远》一诗构思巧妙、语短情长，以明月
为线索，抒发了对远方亲人的思念。

苏轼的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脍炙人口，表达了对胞弟苏辙的牵挂之
情以及对人生际遇的深刻领悟。是夜，
皓月当空，作者身处密州、怀才不遇，
不怨天尤人、消极避世，而是一如既往

地热爱生活、积极向上。字里行间可见
一代文豪旷达的心胸、高远的志向和磊
落的胸怀。“老来情味减，对别酒、怯流
年。况屈指中秋，十分好月，不照人
圆。无情水都不管；共西风、只等送归
船。”辛弃疾的《木兰花慢·滁州送范
倅》将中秋送别之情写得一唱三叹，令
人动容。“中秋佳月最端圆。老痴顽。见
多番。杯酒相延，今夕不应慳。残雨如
何妨乐事，声淅淅，点斑斑……”陈著
《江城子·中秋早雨晚晴》中雨后天晴的
中秋佳节充满生活情趣，别有一番风
味。“中秋月。月到中秋偏皎洁。偏皎
洁，知他多少，阴晴圆缺。阴晴圆缺都
休说，且喜人间好时节。好时节，愿得
年年，常见中秋月。”徐有贞的《中秋
月·中秋月》抒发了岁月静好、珍惜流
年的人生况味。

除了望月怀远、团圆叙旧，中秋节
还有观潮、吃月饼、赏桂花、玩花灯等
习俗。南宋词人、文学家周密在《武林
旧事·观潮》 中，如是描绘浙江之潮
——“浙江之潮，天下之伟观也，自既
望以至十八日为盛。方其远出海门，仅
如银线；既而渐近，则玉城雪岭际天而
来，大声如雷霆，震撼激射，吞天沃
日，势极雄豪……”如此盛况，在北宋
词人柳永的《望海潮·东南形胜》中也
可见一斑——“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
雪，天堑无涯。”

自古以来，人们之所以重视中秋节，
是因为其内涵丰富、深入人心。虽时移世
易，但孝老爱亲、尊师重道、与人为善的
传统美德不会变。哪怕走得再远，总不忘
出发的地方；无论过了多久，犹记得故乡
那一轮明月。 据《光明日报》

唐唐诗宋词咏中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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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伟在车间巡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