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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佳节，比较大众的传统习俗便是赏月、吃月饼、猜灯谜，然而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各地风俗迥异，中秋
风俗自然也不尽相同，有些甚至还比较怪异。现在就来看看星报君的介绍吧，绝对让你大开眼界！

NO.1 吃月饼、赏月

安徽各地中秋皆吃月饼，且几乎都在

晚上祭过月神之后吃，唯独休宁人例外，

一般在早上吃。天长人在敬月之后，分食

月饼，如有人在外，即留一份或寄去。涡

阳人在焚香祭月之后，分赏月饼和毛豆。

江淮赏月之俗一般是先祭月再赏月，

将香案供桌大多摆放在庭院中，或设在院

内篱笆旁、天井边。供桌上摆放的祭品有

多有少，但一般都有月饼和水果，如石榴、

柿子、梨、苹果、鲜藕、板栗、枣子之类。

除月饼和水果之外，有些地方还加有

特殊的贡品，如休宁，歙县城乡摆上一个

大南瓜；长丰放一个大馍；六安供茶水；蒙

城供焦馍；天长供鸡头苞、毛豆荚，并有月

宫嫦娥像等，祭祀时固执、五河是月出鸣

炮敬祭；巢湖市是月出鸣炮染香拜月；休

宁蒙城是焚香叩拜；屯溪是点上红烛，全

家跪拜。六安，铜陵、寿县、凤台、长丰等

则为焚香拜月。

祭过月神，才真正开始赏月。人们一

边欣赏似镜的明月，一边品尝祭品，等到

月过中天，才回屋就寝。

NO.2 舞草龙

草龙是用稻草扎成的龙，“舞草龙”即

用稻草扎成龙头，又以稻草捆成一束一

束，连成龙身，再以一段由粗到细稻草束

作龙尾，每段之间用绳系着，每人手擎一

段，配以锣鼓，上下滚动，欢度中秋。

休宁又称“舞香龙”，其用稻草扎成，

周身插香，长短依舞龙的人数而定，每隔

七八尺支木棍一根，龙身上插满点燃的篾

香。香龙循街道行进舞动，后随各式花

灯、锣鼓、鞭炮相伴。香龙所到之处，各户

均插一炷香并放鞭炮，表示欢迎助兴。到

午夜香熄，送龙下水（将龙身投入河中），

意为象征丰收。

屯溪则在龙头上悬挂着一盏红灯，龙

身插以“篾香”，舞龙者多为村中儿童，舞

到人家门口，嘴里要唱出一段吉祥如意的

言辞，如“香龙到你家舞一舞，来年讨个好

媳妇”之类，以博得人家的欢心与款待。

NO.3 吃无丝藕

合肥人在中秋节除吃月饼外，还要吃

包河“无私藕”。传说包拯晚年，仁宗封赏

功臣要把半个合肥城封给包公。包公要

他的后代自食其力，拒绝皇上的封赏。但

仁宗一定要封赐，最后把一段护城河封给

他。皇上金口玉言，再不领封，便有抗旨

之罪。

包公万般无奈，只好领封，但心里很

不安。看到护城河里的藕荷，经过再三考

虑、对藕荷作了规定：河藕能吃不能卖，包

拯铁而藕无丝(私)。说也怪，别地的藕是

藕断丝连，但包河藕无丝。从此，合肥地

区便留下一句歇后语“包河藕——无丝

（私）”。包拯后人恪守包公这一遗训，并

在中秋这天品尝包河藕，加冰糖，以示“冰

心无私”。包河里的藕也只是送给乡邻

吃，从不卖钱。这一美德，人们竞相效法，

遂成风俗。

NO.4 摸秋

中秋节晚上，青少年们到农田里“偷”

点瓜果之类生吃，俗称“摸秋”。丢了“秋”

的人家，不管丢了多少，也不叫骂；相反还

非常高兴，因为被“偷”就意味着上天赐福

该家。在合肥人的眼里，尤其是肥东、肥

西等地，“摸秋”还另有深意。在中秋佳节

当天晚上，盼望生儿育女的少妇，便设香

为供，携手拜月，然后闭着眼睛在篱笆瓜

架下摸索。摸到南瓜，因“南”与“男”同

音，便预兆生男孩；摸到峨眉豆（扁豆），便

预兆生女孩。

NO.5 玩火把

合肥人过中秋节，尤其是家住农村

的，中秋节全家把酒赏月之后，很多年

轻男女一定要参加一项活动，那就是

“玩火把”。全家人赏月后，几个村子的

人一起高高地举着火把，在村头田间疾

步走着，并伴着高亢的号子“嘿、嘿……”

听着叫人振奋，并具有驱邪驱怪、庆祝

丰收之意。

广东潮汕：以芋头祭拜祖先

广东潮汕各地有中秋拜月的习俗，主

要是妇女和小孩，有“男不圆月，女不祭

灶”的俗谚。晚上，皓月初升，妇女们便在

院子里、阳台上设案当空祷拜。银烛高

燃，香烟缭绕，桌上还摆满佳果仔食。八

月间，正是芋的收成时节，农民都习惯以

芋头来祭拜祖先。这固然与农事有关，但

民间还有一则流传广泛的传说：1279年，

蒙古贵族灭了南宋，建立元朝，对汉人进

行了残酷的统治。马发据守潮州抗元，城

破后，百姓惨遭屠杀。为了不忘胡人统治

之苦，后人就取芋头与“胡头”谐音，且形

似人头，以此来祭奠祖先，历代相传，至今

犹存。

江苏南京：吃桂花鸭

南京人中秋爱吃月饼外，必吃金陵名

菜桂花鸭。“桂花鸭”于桂子飘香之时应

市，肥而不腻，味美可口。酒后必食一小

糖芋头，浇以桂浆，美不待言。“桂浆”，取

名自屈原《楚辞·少司命》“援北方闭兮酌

桂浆”。桂浆，一名糖桂花，中秋前后采

摘，用糖及酸梅腌制而成。江南妇女手

巧，把诗中的咏物，变为桌上佳肴。南京

人合家赏月称“庆团圆”，团坐聚饮叫“圆

月”，出游街市称“走月”。

贵州：偷瓜送子习俗

在贵州省不少地方，中秋流行“偷瓜

送子”习俗。要是谁家不生小孩，村里好

心的小伙便在中秋这天趁着明亮的月

光，来到地里，偷摘一个大冬瓜，刻画出

小孩的模样，再把准备好的小孩衣服套

上，用竹篮装好后敲锣打鼓抬到这户人

家，受瓜人在招待客人后，将瓜放在床上

与妻伴睡一夜，第二天将冬瓜煮熟进食，

要是以后怀了孕，受瓜人得好好感谢这

群小伙。

台湾：祭月、拜月、祭拜土地公

祭月时的供品，已形成规模，月饼必

须是圆的，瓜果必须切成如莲花般的牙

瓣。街市上还会出售一种“月光纸”，上面

会有月光、菩萨、宫殿，还有兔形人在月光

下捣药。祭月后，即将此“月光纸”焚烧。

祭月的活动男士可以参加，但拜月的

活动男士就不能参加了。所以在台湾，

“拜月”就成了妇女的专利，当妇女们忙着

置办各种拜月的物品时，小孩子们也趁机

跟着忙活。每当中秋，台湾街市上还会卖

一种用来供儿童祭月用的“兔儿爷”。

在台湾农民中，过中秋时，则要祭拜

土地公。此习俗是要感谢土地公保佑其

有丰富的秋收。除了祭祀土地公，农民还

得在田间插设“土地公拐杖”，是以竹子夹

上土地公金，插在田间。在台湾南部，森

林茂密，农民们在中秋之日，还有祭拜树

王公的习惯。 本版文字 李皖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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