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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到中秋分外明”、“今

夜月明人尽望”，中秋之夜，月

在中天，清辉洒向大地万物，此

时赏月咏月已成为中华民族的传

统，人们或登高望月，或推窗赏

月，把思念、祝福、问候寄托于

明月。

古往今来，月亮在中国的传

统文化中被赋予了丰富的内涵，

有多少关于月亮的传说故事令人

动容，有多少关于月亮的诗、

词、歌、赋让人传颂。

关于月亮的称呼，在古代也

很不同，根据其不同的形态，就

有不同的别称。因初月如钩，月

亮又称：银钩、玉钩；因弦月如

弓，月亮又称：玉弓、弓月；因

满月如轮如盘如镜，月亮又称：

金轮、玉轮、银盘、玉盘、金

镜、玉镜。

还有许多家喻户晓的传说故

事，如嫦娥奔月，吴刚伐桂，玉

兔捣药等，传说月中有兔有蟾，

因此月亮又称：玉兔、金蟾；月

中有桂树，月亮又称：桂月、桂

轮、桂魄；月中有广寒、清虚两

座宫殿，月亮又称：广寒宫、清

虚宫。

这些形像、美妙的别称在

古诗词中也经常出现：如“玉钩

定谁挂，冰轮了无辙”（宋．陆

游）、“凉宵烟霭外，三五玉

蟾秋”（唐．方干）、“风箫

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

（宋．辛弃疾）。

关于月亮的诗词歌赋数不胜

数，我国诗歌史上究竟有多少咏

月诗作，如同“明月几时有”一

般令人难以作答。早在《诗经》

中就有“匪东方则明，月出之

光”等诗句。月亮明净澄澈，最

能与诗人淳朴的气质、高洁的品

性、宽广的胸襟产生共鸣，使山

川生色，令河海增辉。

描写大自然壮观美景的佳

作有：“星垂平野阔，月涌大

江流”（唐．杜甫）、“野旷

天低树，江清月近人”（唐．孟

浩然）、“八月凉风天气清，

万里无云银汉明” （唐．宋之

问）；描写月亮光明、皎洁的

有：“月从海东来，径尺熔银

盘，西行到峨眉，玉宇万里宽”

（宋．陆游）、“银波千顷照神

州，此夕人间别是秋”（明． 张

绅）；描写宁静、和谐、优美意

境的有：“白日沦西阿，素月出

东岭”（晋．陶渊明）、“月出

惊山鸟，时鸣深山中”（唐．王

维）、“独出前门望野田，月明

荞 麦花如雪”（唐．白居易）。

诗人们描绘出一幅幅清丽无

尘的水墨画卷，诗中有画，画中

有诗，把人们带进深邃而美妙的

艺术境界，诗词字字玑珠，他们

本身其人也如皎皎明月，使人们

渴望追求美好和光明。

中秋节在我国历史悠久，

“中秋”一词最早见于《周

礼》：“中秋献良裘，王乃行羽

物”，人们举行“祭月”仪式。

到了唐朝，这种祭月的风俗更为

人们重视，中秋节成为固定的

节日，《唐书．太宗记》记载有

“八月十五中秋节”。

这个节日在宋朝以后更为盛

行，至明清时，已与元旦齐名，

成为我国的主要节日之一。因此

时秋高气爽，月像圆满，既圆且

亮，人们举行“秋分夕月（祭拜

月神）”活动，表现对神的敬奉

和对上天的感恩。

唐 代曹松在《中秋对月》

中写道：“无云世界秋三五，共

看蟾盘上海涯”；宋代高观国

在《齐天乐》中写道：“素景

中分，冰盘正溢，何啻婵娟千

里”；唐代贤相张九 龄在《望月

怀远》中写道：“海上生明月，

天涯共此时”，展现出一种明月

升起，光照天涯的阔大境界。既

体现了诗人旷达博大的襟怀，又

反映出盛唐时期人们关爱 着他

人，亦被他人所关爱；祈福着他

人，亦被他人所祈福的和谐景

象。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

曾经照古人”、“江畔何人初见

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

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

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

水”。一轮明月有着怎样广袤深

邃的意境？这里写出诗人对人

生的短暂和宇宙的无限的深层思

索，油然升起对宇宙和永恒的探

求和向往。

岁月如流，光阴易逝，在

沧桑百转的轮回中，人们是否依

然坚守着本性的纯真和善良？在

“月光如水水如天”的中秋之

夜，面对一轮皓月，人们是否对

宇宙与人生有了更多的感悟？此

时又凝聚了多少美好的期待和祝

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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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命运与祸福，都是有因

有果，都是取决于自己行为的结

果，唯有积德行善才会有好的际

遇。人算不如天算巧，世上有些

人只算小处，不算大处，只顾眼

下，不顾终身，不肯积德行善，

枉自折了福德。因为天道对于善

恶的果报，一毫不差，不过在迟

早之间。正如古人云：“举头三

尺有神明，举心动念，天地皆

知”。以下为古籍中记载的“康

友仁轻财重义得科名”的故事。

明代时江南常州府有两个

秀才，一个叫康友仁，一个叫丁

国栋。两人从幼同窗读书，康友

仁为人忠厚谦退，说话不是很伶

俐，文才亦甚平平；丁国栋说话

伶俐，又擅长写文章，平时不免

有几分自负之意。那年又值秋试

之期，两人已二十来岁，立意俱

要科举，约作同行，雇一小船往

金陵进发。船到镇江遇逆风不能

前进，只得停在江边等候。两人

于是一同上岸散步，见有一所古

庙，两人走了进去。

康友仁走近佛座，见有一

青布包在拜单左首地下，用手拾

起，颇觉沉重，解开一看，足足

的十封银子。丁国栋便想据为己

有；康友仁却想失物之人若是遇

急难，千方百计弄来的银子，偶

尔失落，走投无路，便有性命之

忧。要等候在此，遇见失物的人

交还了他。丁国栋见他执意要

等，便假称荒野中，你孤身一人

怀揣百两银子不安全，你若必要

等，不如我替你收着银子，你在

此等着了寻的人，你同他到南京

来取，万无一失，不好么？康友

仁是忠厚人，听见说得有理，便

答应了。

康友仁一直在庙门口等到

第二天下午，才遇见失主。失主

姓赵，镇江人，因为父亲遇到困

难，急需银两，只得将旧房典

卖，前一日带得房价银百两救

助父亲，在此坐了片时，忘带银

子。此时却寻不见，急得痛哭起

来。康友仁问明原委，便告诉他

自己拾得银子，只因此处荒野，

恐有他失，已托一朋友带往南

京，须到南京还你。

两天后，两人来到贡院，

访问到丁国栋寓所。不想丁国栋

翻脸不认账：“倒也好笑，这银

子我见也没曾见过，如何来向我

讨？你托我带来的不过箱子一

只，这个在此，交还了你，余事

莫向我说。”说罢，穿好衣服，

竟扬扬走开了。康友仁气愤说

道：“他人的银子竟要白赖，岂

有此理？”

那失主跟了康友仁来，只道

银子一到就有；今见此光景，惊

得呆了，一双眼只看着康友仁，

但说道：“您须要救我。”急得

掉下泪来。康友仁见他着急，便

道：“有，不要慌。他纵不肯

还，我赔也赔还你。”便将箱子

开了，内有几两盘缠取出来，付

与那人。到旅社中住了，遇到一

些朋友，知道实情后有同情的，

也给一两、二两，康友仁又将自

己行李一并当了，凑得五十余

两。

当时赶上有一同店住的徽

州人汪好义，却不是应试的，闻

知丁国栋赖银不还，累及康友仁

行李典尽，对康有仁道：“兄功

名事大，还当料理场事。吾助兄

白银二十两，以完此事。”那失

主已有七十多两，遂千恩万谢而

去。

康友仁此时忙收拾考具，

初八日随众入场，题目到手，随

手写去，草草完了七篇文字。二

场、三场皆如此，自料必无中

理。丁国栋得了百两银子，喜

出望外，便去街上买绸缎，买毡

货，入场后，因自觉心情愉快，

写的文字益觉有兴致，三场篇篇

得意，自以为举人必中无疑。

一到家中，便写出文字，让人观

看，人人认为必中。康友仁归

家，想着怎样再凑三十两银子偿

还失主才好，把中举人的事倒撇

在九霄云外了。

哪知揭晓后，同县中了四

人，第三十六名却是康友仁。一

中之后，亲友多来贺喜，帮助银

子，打发报子，康友仁忙了数

日，起身便到南京寻着失银之

人，又送还了三十两银子。那人

叩谢而去。丁国栋自己不中，

又听见中了康友仁，心中益发不

服，大骂主考瞎眼。

康友仁随后进谒座师（主

考），叩谢提拔之意。座师见

了，向康友仁道：“不知年兄平

生积何阴德？”康友仁道：“门

生一介穷儒，有何阴德？”座师

道：“你的名数已中定丁国栋的

了。只因场中得了一梦，梦见一

朱衣人对我说： ‘第三十六名

姓丁的做了亏心事，天榜上已除

他名字，换了姓康的了。’说也

奇怪，足下卷子已经看过，不见

有甚好处，所以不取。丁生卷子

早已中定，自做了此梦之后，再

把丁生文章来看，越看越不好，

于是弃去。随手取过一本，正是

尊卷，越看越有精神，将来补上

了。及填榜时，拆开来看，果然

就是足下名姓。则弃落之卷，一

定姓丁无疑了，也拆开来看时，

果叫什么丁国栋。此中转换，真

有神明。年兄若非有阴德，何

能至此？你可说与我知道。”康

友仁只推没有。其时同县中的亦

因进谒座师，共在座间，便道：

“康年兄事，门生却也晓得。”

便将丁国栋如何赖银不还，康友

仁如何典贷赔偿，一一诉说了一

遍。主考拱拱手道：“可敬，可

敬。天道果然不爽也。”自此更

加看重康友仁。后来康友仁进京

会试，主考便留在署中读书，遂

成进士。丁国栋遭此挫折，因康

友仁中举之后，此事人人传说，

更觉无颜，但后悔已迟了，不久

生病而死。可见占便宜者反吃大

亏，肯吃亏者反得便宜。当时有

人说丁国栋贪了百两银子，分明

卖去了一个举人，又送了性命。

为人切莫欺心，观此者可不令人

猛省吗？为善莫迟疑。冥冥之

中，神目如电，只有遵循天理而

为善才是人生正路，才能使真正

的自我生命有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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