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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A开成四年6G489,日本高僧圆仁在文登县清宁乡赤山村法花院见到寺中新罗僧人过八月十五节,
遂 在当天的行记中写道AH斯节诸国未有,唯新罗国独有此节FI检索中国文献,宗懔J荆楚岁时记K中没有中秋

一 节F清人王谟说这不是宗懔缺记,也不是荆楚一带没有此节,而是唐代以前就没有这个节日F在唐代文献

中,中唐,特别是入晚唐以后,士大夫中出现中秋赏月之事F但在唐代,中秋尚无节日性质F中国传统的中秋节

是唐朝士大夫的赏月活动与新罗侨民的节庆活动相互影响,融合而成F
关键词A圆仁L新罗L唐朝L中秋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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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仁明承和五年6唐文宗开成三年,公元 G4G
年9六月十三日午时,日本第 DG次H遣唐使I从九州

博多启航FNC岁的日本佛教天台宗高僧圆仁随行F
七月二日,圆仁一行到达扬州海陵县白湖镇桑田乡

东梁丰村,开始了他在唐朝历时九年零两个月的求

法巡礼活动F唐宣宗大中元年6GN79九月二日午时,
圆仁一行从文登县赤浦启程回国F他撰写的J入唐求

法巡礼行记K是研究唐朝与日本及新罗历史的重要

文献F圆仁在唐朝求法巡礼过程中,特别注重对唐朝

民风民俗的观察O记录,节日风俗是其中之一F他在

行记中具体记载了立春O上元O寒食O清明O端午O立

夏O立秋O立冬O冬至O除夕O年日等节日及其节俗活

动F圆仁对唐朝某些节俗的记载极为详细,弥补了中

国文献记载之不足,为我们今日研究唐朝节俗提供

了弥足珍贵的史料F如他对冬至节俗的记载A

廿七日,冬至之节,道俗各致礼贺F在俗者

拜官,贺冬至节F见相公,即道AH运推移日南长

至F伏惟相公尊体万福FI贵贱官品并百姓,皆相

见拜贺F出家者相见拜贺,口叙冬至之辞,互相

礼拜F俗人入寺亦有是礼F众僧对外国僧即道A
H今日冬至节,和尚万福F传灯不绝,早归本国,
长为国师I云云F各相礼拜毕,更道严寒F或僧

来云AH冬至,和尚万福F学光三学,早归本乡,常

为国师I云云F有多种语F此节总并与本国正月

一日之节同也F俗家寺家各储肴膳,百味总集,
随 前人所乐,皆有贺节之辞F道俗同以三日为

期,贺冬至节FPDQ612DB229

圆仁记载的这些节俗活动的真实性,可从唐代其他

文献中得到印证F
圆 仁 到 达 扬 州 海 陵 县 白 湖 镇 桑 田 乡 东 梁 丰 村

后,由于唐廷没有批准他去天台山求法的请求,圆仁

滞留扬州多日,后来溯海北上,开成四年6G489六月

七日,到达登州文登县清宁乡赤山村,住进了赤山法

花院FH赤山法花院,本张宝高初所建也F长有庄田,
以充粥饭F其庄田一年得五百石米F冬夏讲说,冬诵

J法花经K,夏讲八卷J金光明经K,长年讲之F南北有

岩岑,水通院庭,从西而东流F东方望海远开,南西北

方连峰作壁,但坤偶斜下耳FIPDQ61529法花院旧址位于

今山东省荣成市石岛镇石岛山F张宝高,又作H张保

皋I,杜 牧 撰 有J张 保 皋 郑 年 传K,P2QJ新 唐 书K卷 223
J东夷传KO朝鲜J三国史记K也记载了他的事迹F张保

皋之父为归化新罗的中国人,今山东省荣成市石岛

镇 张家村J张氏族谱K称张保皋为张氏族人FP4Q法花

院是新罗侨民在唐朝建立的规模最大的佛教寺院,
开成四年前后,法花院常驻僧侣 2N人,最多时僧侣

达 N3余人F周围的新罗侨民经常到法花院集会O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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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法花院讲经及其他活动"基本上保持新罗习俗#
$其讲经礼忏"皆据新罗风俗!但黄昏%寅朝二时礼

忏"且依唐风"自余并依新罗语音!其集会道俗老少

尊卑"总 是 新 罗 人!&’()*+,-.圆 仁 在 开 成 五 年*/01.正

月十五日的行记中写道#$此日山院法花会毕!集会

男女"昨日二百五十人"今日二百来人!&’()*+,2.据此"
法花院周围的新罗侨民多达二三百人!圆仁在赤山

法花院住了 /个月"开成五年二月十九日才离开!在

赤山法花院期间"圆仁度过了一个令他难忘的中秋

节#

十五日"寺家设 饨饼食等"作八月十五日

之节"斯节诸国未有"唯新罗国独有此节!老僧

等 语云#$新罗国昔与渤海相战之时"以是日得

胜矣"仍作节乐而喜舞"永代相续不息!设百种

饮食"歌舞管弦以昼续夜"三个日便休!今此山

院追慕乡国"今日作节!其渤海为新罗罚"仅有

一千人向北逃去"向后却来"依旧为国!今唤渤

海国之者是也!&’()*+2,.

这段文字告诉我们以下四个问题#
其一"开成四年八月十五日"赤山法花院的新罗

僧 人$设 饨饼食等&欢度佳节! 饨"北魏贾思勰

云#$ 饨# 如大指许"二寸一断"著水盆中浸"宜以

手向盆旁 使极薄"皆急火逐沸熟煮!&’0)*卷 34饼 法5.!
饨又名$不托&"宋人欧阳修4归田录5卷 -#$汤饼"

唐 人 谓 之 不 托"今 俗 谓 之 饨!&饼 食"唐 代 名 目 繁

多"据统计有 20种!’6)*+-13.从制作方式上"可以分为

烤 饼%蒸饼%煎饼%汤饼四大类! 饨实即汤饼的一

种!唐 代"汤 饼 是 生 日 宴 会 上 具 有 标 志 性 的 食 物!
4新唐书7后妃7玄宗王皇后传5#$后以爱弛"不自

安!承间泣曰#8陛下独不念阿忠脱紫半臂易斗面"为
生日汤饼邪9:帝悯然动容!阿忠"后呼其父仁皎云!&
后来"生儿三日设筵招待亲友"俗称$汤饼筵&!

其二"此节新罗名为$八月十五&!
其三"八月十五日之节"唯新罗有之!检索文献"

朝鲜半岛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中"高句丽%百济皆

无此节"独新罗国有之!
其四"八月十五日之节"是从新罗战胜渤海的庆

典演化而来"前后持续三天!
关于新罗的八月十五日之节"中国文献也有记

载"其最早见于4北史7新罗传5#$八月十五日设乐"
令官人射"赏以马布!&4隋书7东夷传5所记略同!但
不能据此认为隋代以前新罗即有此节"文献关于民

俗的记载往往基于修史时的情况"4北史5%4隋书5成

书于唐初"其对新罗八月十五日之节的记载应是反

映 唐初的情况!4旧唐书7东夷传5记新罗风俗云#
$重元日"相庆贺燕飨"每以其日拜日月神!又重八月

十五日"设乐饮宴"赉群臣"射其庭!&可见八月十五

是与元日并重的新罗节日!4新唐书7东夷传5所记

略 同!4太平御览5卷 ,/(4新罗5云#$风俗刑政衣服

略 与高丽%百济同!每月旦相贺"王设宴会"班赉群

官"其日拜日月神主!八月十五日设乐"令官人射"赏
以 马布!&4文献通考5卷 (0/4乐考5记载#$新罗"每

岁八月十五日设乐"令群官射"赏以马布!&从中国文

献记载来看"新罗确有八月十五之节!4北史5等中国

文献记载新罗八月十五之节$设乐&;圆仁4入唐求法

巡礼行记5记载新罗八月十五之节$作节乐而喜舞&"
$歌舞管弦以昼续夜&"皆有乐舞这个内容!不同的

是"圆仁4入唐求法巡礼行记5记载的新罗八月十五

之 节$设百种饮食&"4北史5等中国文献无载;而4北
史5等中国文献记载的$令官人射"赏以马布&"$赉群

臣"射其庭&"圆仁4入唐求法巡礼行记5亦无载!4北
史5等中国文献记载的新罗八月十五日之节"战争庆

典色彩较浓;圆仁4入唐求法巡礼行记5所记"已民俗

化!
中国的中秋节"民间亦谓之$八月十五&"这一点

与新罗相同!但是"中国传统的中秋节的核心内容是

家人团聚赏月"新罗人的八月十五日之节没有这项

内容"他们的$八月十五&乃若干人的欢庆活动!

二

仲秋八月"唐朝的官方活动主要是祭社!祭社分

春%秋两祭"春祭曰$春社&"秋祭曰$秋社&!春社主要

是祈求风调雨顺"秋社则是庆祝丰收!秋社乃唐代

$岁之常祀二十有二&之一!4旧唐书7礼仪志四5#
$仲春%仲秋二时戊日"祭太社%太稷"社以勾龙配"稷
以后稷配!&此外"仲秋还祭孔子于太学!4新唐书7
礼乐志五5#$文宣之祭"至仲秋犹祠之于太学!&

在此 应 指 出 的 是"民 间 往 往 混 淆$中 秋&与$仲

秋&"$中秋节&又作$仲秋节&"实际上"$仲秋&指农历

八 月"北 宋 以 后"由 于 八 月 份 最 重 要 的 节 日 是 中 秋

节"故民间又谓之$仲秋节&!
在唐朝以前"中秋并非节日!南北朝时江陵人宗

懔编写的4荆楚岁时记5详记荆楚一带的时令节日"
这些时令节日大多为当时大江南北所通行"唯具体

的礼仪荆楚有别!4荆楚岁时记5大多散佚"明人陈继

儒 辑 录 0/条"八 月 份 仅 有 十 四 日 一 节#$八 月 十 四

日"民并以朱墨点小儿头额"名为天炙"以厌疾!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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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彩为眼明囊!递相馈饷"#$%&’()*+陈氏辑本 不 全!宋

金龙先生的校注本又辑录了一批佚文!八月份也只

有,天炙#和,眼明囊#两项"$%&’(-.)+

宗懔/荆 楚 岁 时 记0中 为 何 没 有 八 月 十 五 中 秋

节1清人王谟/2荆楚岁时记3识0云4,谟尝以唐人诸

类书备载四时十二月令节!而不记中秋为憾!今考是

记!亦只载八月十四日作眼明囊事!于十五日亦无闻

焉"窃意自唐以前!世俗尚无中秋故事!不宜荆楚别

有沿革也"#王谟认为!宗懔/荆楚岁时记0不记八月

十五中秋节!不是因为荆楚一带没有此俗!也不是宗

懔原著有之!后来散佚!而是至唐代尚无中秋一节"
不过!中秋赏月!至迟在南北朝时便有之"/昭明

文选0卷 56所收南朝刘宋鲍照/玩月城西门廨中0即
为中秋赏月之作"入唐!中秋赏月屡见于诗文"对此!
尚秉和先生考证说4

至八月十五夜!在唐时虽有玩月故事!在社

会视之!似无若何兴趣!不惟不能与寒食等!并

不能与端午同也"其见于唐人小说者!除/集异

记07/异闻录07/唐逸史0记明皇入月宫服仙丹!
/宣室志0记周生梯云取月事外!余事甚少"而唐

诗除王建,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在谁家#
最 驰 名 外!余 如 杜 工 部7李 太 白7白 香 山7韩 昌

黎7柳河东等吟咏中秋者!偶有之!而不甚著!是
其证也"$8&’(99)+

检索/全唐诗+!咏八月十五中秋之诗!凡 ---首!出

自%)个诗人之手"这 ---首诗的主题!一是玩月7望
月7赏月"值得注意的是!玩月7望月7赏月活动!乃作

者与同僚7知己的雅兴!如与武元衡在锦楼望月的有

崔备7裴度7柳公绰7徐放7张正一7卢放7卢士玫7王

良会等!武元衡作/八月十五夜与诸公锦楼望月得中

字0!其他人也分别作诗酬和"但是!我们没有发现与

家人玩月7望月7赏月之诗"二是感伤岁月不再!思念

友人"第二个主题往往与第一个主题合二为一"在

这个方面!白居易是个代表"白居易题咏八月十五的

诗 歌 尤 多!有/华 阳 观 中 八 月 十 五 日 夜 招 友 玩 月07
/八月十五日夜禁中独直!对月忆元九07/八月十五

日夜闻崔大员外翰林独直对酒玩月!偶题是诗07/八
月十五日夜湓亭望月07/答梦得八月十五日夜玩月

见 寄07/八月十五日夜同诸客玩月07/中秋月08首"
这是有特殊原因的"入中年以后!白居易深感时光如

梭!岁月不再!他的诗大多以此为主题!以岁时节日

为题之诗也就格外多"在玩月7望月7赏月的过程中!
赋诗是主要活动"这 ---首诗皆是在玩月7望月7赏

月时所作"
不过!唐人拜月7赏月更多是在七夕之夜"高国

藩 先 生 对 唐 代 文 献 和 敦 煌 文 书 作 了 一 番 梳 理 后 指

出4

从古典文献可见!七夕拜新月之风俗当产

生于中唐之时!至晚唐!又与八月十五日中秋风

俗::家庭团圆的日子相结合!转变为八月十

五日中秋之夜拜新月"$;&’(9-6+

高先生认为中秋赏月风俗晚唐才有!以家人团

圆为题的中秋节此前已存在"这种中秋节肇始于何

时!高先生没有明言"不过!至少在唐代!未见这种性

质的中秋节之记载"
唐代最早关于中秋玩月的记载!皆系唐玄宗之

事"张翰/松窗梦语0卷 8/时序纪04,中秋玩月肇于

唐 明皇"#/逸史0卷 -/罗公远0云4,罗公远八月十五

日夜!侍明皇于宫中玩月"#罗公远导从玄宗上天游

月 宫!暗 记 仙 人 舞 曲!返 回 人 间 后!依 其 音 律!制 成

/霓裳羽衣曲0云云!此乃志怪小说!不足为信"/开元

天 宝遗事0卷下/撤去灯烛0云4,苏 与李义对掌文

诰!玄宗顾念之深也"八月十五夜!于禁中直宿!诸学

士玩月!备文酒之宴"时长天无云!月色如昼"苏曰4
<清光可爱!何用灯烛1=遂使撤去"#同书卷下/望月

台0曰4,玄宗八月十五日夜与贵妃临太液池!凭栏望

月不尽"#/开元天宝遗事0一书!南宋洪迈考证其所

记之事多伪妄不可信!$*&’卷一/浅妄书0+言之凿凿"
在 %)位诗人的 ---首以八月十五7中秋为题之

诗中!以杜甫/八月十五夜二首0最早!杜甫这两首诗

作于大历二年’8%8+!时年杜甫 )%岁"其他以八月十

五7中秋为题之诗!绝大多数属于晚唐诗人之作"

三

一般认为!中秋节起源于唐朝!如张泽咸7$-6&李
斌 城7李 锦 锈7$--&’(%.9>%.)+7吴 玉 贵$-.&’(%5)>%58+等 皆 持

此说"实际上!唐朝中秋尚无节日的性质"构成节日

的要素!一是有约定俗成的时间?二是有特定的民俗

活动?三是大多数人的共同参与!特别是民间节日!
需要广大民众的参与"在唐代!八月十五中秋赏月仅

是少数文人学士的雅兴"而新罗的八月十五之节!已
具有节日的性质"

圆仁在唐朝求法巡礼历时九年零两个月!行程

历经唐朝 .6州75)县!他只记载了在赤山法花院的

八月十五日之节!其他地方的这个日子!他只字未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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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十五日之节之事!如开成五年八月十五日!他在

朝 邑县"今陕西大荔东#!在当天的行记中写道$%十
五日!发!西行卅里到朝邑县!于店断中&斋后!西行

卅五里到同州!入靡化坊天王院宿&夜雨&’()*"+),-#会
昌三年"./,#八月十五日!他在长安!在当天的行记

中 写 道$%十 五 日!修 惟 晓 三 七 日 斋!此 夜 月

蚀&’()*"+)0/#此 外 无 他!应 是 他 所 到 的 那 些 地 方 当 时

还没有这个节日&
新罗侨民在唐朝的人数颇多!从圆仁的行记来

看!在 登 州1莱 州1密 州1青 州1淄 州1海 州1楚 州1扬

州1长 安 等 地!有 若 干 新 罗 侨 民 集 中 居 住 的%新 罗

村’1%新罗坊’等2唐朝政府也设立专门的%新罗馆’
负责接待新罗官方使节!还设立%勾当新罗所’负责

管理新罗侨民&新罗派遣了大批文人学士留学唐朝!
长安有新罗1日本等国留学生 .333多人&新罗留学

生 中 有 很 多 人 在 唐 朝 应 试 中 举!今 可 考 者 达 4.
人!(),*"+/,#他们当中不少人在唐朝做官!众所周知的

崔 致 远 )5岁 来 华!).岁 登 科!曾 任 宣 州 溧 水 县 尉

等!5.岁回国&他在唐朝时与不少文人学士结下深

厚友谊!其中有江东诗人罗隐1顾云等&圆仁在会昌

三年八月十三日的行记中也记载了一位在唐朝做官

的新罗人$%为求归国!投左神策军押衙李元佐!是左

军中尉亲事押衙也&信敬佛法!极有道心!本是新罗

人&宅在永昌坊!入北门西回第一曲!傍墙南壁上!当
护 国 寺 后 墙 西 北 角&’()*"+)0/#唐 朝 的 外 来 侨 民 颇 众!
他们的衣食住行1歌舞娱乐等等对唐朝产生了巨大

影响!唐朝从王公贵族1文人学士到黎民百姓!对外

来习俗皆情有独钟&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谢弗

在他那部饮誉全球的6撒马尔罕的金桃77唐朝的

舶来品研究89 77书中写道$

唐朝人追求外来物品的风气渗透了唐朝社

会的各个阶层和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各式

各样的家庭用具上!都出现了伊朗1印度以及突

厥人的画像和装饰式样&虽然说只是在八世纪

时才是胡俗1胡食1胡乐特别流行的时期!但实

际上整个唐代都没有从崇拜外来物品的社会风

气中解脱出来&()/*"+/0#

唐朝文人学士尤喜与日本1新罗等外国文人学

士交往!如李白1王维等与日本留学生阿倍仲麻吕的

深厚友谊!崔致远与江东诗人罗隐1顾云的交往!等

等&圆仁归国时!著有6八月十五夜玩月8的僧侣诗人

栖白也曾赋诗相送&晚唐以八月十五1中秋节为题之

诗骤增!而此时也正是唐代文学作品中反映外来文

化最多的时期&谢弗通过深入研究发现$%在唐代文

学作品中!外来题材最盛行的时代是在九世纪!而九

世纪则是一个怀旧的时代&’()/*"+45#原因是$%从九世

纪初开始!唐朝的国际时代1进口时代1融合时代和

黄金时代都一去不复返!对于跨越大海!翻过大山而

来 的 珍 奇 物 品 的 渴 求77不 管 是 佛 教 手 稿 还 是 医

书!也不管是昂贵的锦缎还是珍奇的美酒!甚至哪怕

是想要一睹来自突厥斯坦的杂耍艺人的风采77都

已 经 不 可 能 轻 易 地 得 到 满 足 了&’()/*"+4-#于 是!外 来

文化以更大的魅力为人们所关注&
中国文化最先传入的地区!就是朝鲜半岛&到半

岛 的 三 国 时 代!民 俗 已 与 中 土 没 有 太 大 差 异!如 百

济!%婚娶之礼!略同华俗’2()4*"6百济传8#高丽!%种田养

蚕!略同中国’2():*"6新 罗 传8#新罗!%言语名物!有似中

国人’&()4*"6东夷传8#新罗在唐朝的鼎力相助下!统一半

岛!不遗余力引进唐朝文化&唐玄宗说$%新罗号为君

子之国!颇知书记!有类中华&’():*"6东夷传8#后来!朝鲜

半岛上的士大夫便以%小中华’自诩&实际上!新罗文

化并没有完全%中国化’!仍旧保持自己的特色!即使

他们入住唐朝!亦不改其旧!如圆仁在他的行记中说

赤山法华院!%其讲经礼忏!皆据新罗风俗’!圆仁还

具 体记载了%新罗一日讲仪式’1()*"+0/#%新罗诵经仪

式’&()*"+0/704#

圆仁来华前后!唐朝境内八月十五日有两种活

动!一是文人学士的赏月!二是新罗侨民的节庆&新

罗侨民的八月十五之节对于喜欢%胡俗’的唐朝人!
不能没有影响&唐朝文人学士赏月活动的进一步发

展!再加上新罗侨民的节庆影响!到北宋终于形成了

中国传统的八月十五中秋节&
月饼是中国传统中秋节的标志性食品!中国民

间俗传中秋节吃月饼与元末汉族人反抗蒙古族的统

治 有关!如 )-,:年6牟平县志8卷 )36杂志8云$%俗

云$;八月十五杀鞑子<&相传当时各村皆置鞑子!管
辖村民!横行无道!各村密谋杀之!先期以月饼裹文!
互相馈送!约于八月十五!酒醉鞑子而杀之!故今中

秋望夕!犹食月饼以为纪念&按此当为元末时事!虽
不见正史!亦可为民族革命之一证&’%月饼’之名最

早见于周密6武林 旧 事8卷 :6蒸 作 从 食8!周 密 为 宋

末元初人!其6武林旧事8所记为南宋之典章制度与

杭州之山川风俗!故%月饼’之名至迟于南宋时已有

之!与民间所谓%杀鞑子’无关&新罗八月十五节庆

33)

9 该 书 原 名 =>?@ABC?D+?EF>?GAHIEJEKLEDC!MGNOCPAH
=EDQRSANTFG!汉译本把 书 名 改 为6唐 代 的 外 来 文 明8!吴 玉 贵 译!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4年版&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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