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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逢喜事尤其乐，月到中秋分外
明。几处笙歌留朗月，万家萧管乐中
秋。地得清秋一半好，窗含明月十分
圆。”明末清初文学家金圣叹留下这样
的诗句，温暖了千家万户。每到中秋佳
节，河池市宜州区怀远古镇灯火通明，
鼓乐笙笙，人头涌动，各地的游客纷纷
拿出手机、相机竞相拍照，最为吸睛的
就是那一桌桌摆盘精致、选料独特、造
型各异、奇趣可爱的祭月贡品。2020
年，宜州祭月习俗被列入第八批自治区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据《周礼》记载：“中秋夜迎寒”及
“秋分夕月（拜月）”，中秋节就有了文字
记录。先秦时期的《诗经·蓼莪》云：“若
风吹我衣，飞将归故里。秋实于菽薮，
予从彭蠡湖。夕方何所止，落日召归
车。非邦非容薮，不得上归渔。”对中秋
节归家和期盼进行了细致描绘。明代
刘侗、于奕正的《帝京景物略》记载：“八
月十五祭月，其祭果饼必圆；分瓜必牙
错瓣刻之，如莲花。纸肆市月光纸，绘
满月像，趺坐莲花者，月光遍照菩萨
也。华下月轮桂殿，有兔杵而人立，捣
药臼中。纸小者三寸，大者丈，致工者
金碧缤纷。家设月光位于月所出方，向
月而拜，则焚月光纸，撤所供，散之家人
必遍。月饼月果，戚属馈相报，饼有径
二尺者。女归宁，是日必返其夫家，曰
团圆节也。”描述的便是中秋夜祭月习
俗。可见，中秋节作为我国重要的传统
节日之一，已有最少两千年的历史。中
秋节源自人们对天象的崇拜，由上古时
代秋夕祭月演变而来，在中秋节自古便
有祭月、赏月、吃月饼、看花灯、赏桂花、
饮桂花酒等民俗。人们对月亮充满憧
憬与崇拜，希望通过月亮传递思念，寄
予祝福。宜州祭月习俗历史悠久，主要
也源自万物有灵的思想和对月神的崇
拜。至今宜州各壮族村寨还流传着月
亮的神话故事。一个是《月亮妹》故事，
据说远古时期没有月亮和星星，太阳落
山后大地一片漆黑，一个叫月妹的姑娘
想把灯笼挂到天上照亮大地。她历尽
千辛万苦后获得了祖先魂灵的帮助，最
终实现了愿望，给壮家乡亲们带来了光
明，人们从此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
一个是《救月亮》故事，据说有一只狐狸
精卷走了月亮，天地陷入了黑暗，壮家
山寨的年轻夫妇玛霞和刚都上天乞求

神助，与其展开了艰苦激烈的斗争，最
后救回了月亮，重新照亮人间。这流传
的神话故事，是壮族人民对月亮的无限
向往与情感寄托。清乾隆十七年刻本

《庆远府志》记载:“八月十五……夜间
皎月当空，用柚子插竿头尖向空高举为
望月。男女唱歌欢乐一场，鸡鸣方休
罢。”这表明宜州区祭月请神做法也有
了历史记载。

祭月亦称“拜月”“供月”，宜州祭月
习俗最初节期是在秋分这天，最早是宜
州先民秋收后祭祀社神以谢佑护的民
间习俗，后逐渐从传统敬天地神的祭祀
习俗演变成祭月习俗，并将节期调至农
历八月十五。宜州祭月习俗主要有四
大内容：一是制作祭品，宜州群众热爱
生活，取材也源自于生活，整个祭品准
备阶段短的达七日，长的有一个月甚至
更久。祭月供品由妇女负责准备，女性
长辈依据经验在旁指导，女性晚辈为主
要执行人，少儿参与制作并在一旁学
习。青壮年男子负责祭品供品的搬运
与祭祀环境的布置和整理，维护秩序
等。贡品主要为利用枫叶、红蓝草、紫
蓝藤等植物原料制作的五色糯米饭，玉
米、红薯等五谷杂粮，西瓜、香瓜、生菜
等各类蔬菜水果，有动物、人物、罗汉造
型和绘制有“嫦娥奔月”“花鸟虫鱼”“五
谷丰登”“花好月圆”等吉祥文字的烤制
月饼，用糯米、粳米、冰糖、芝麻、花生制
作的米制月饼（由于它又白又大，俗称

“月亮饼”）及用糯米蒸制的十二生肖造
型的糯米糕等，充满了生活气息和健康
活力。比如用冬瓜雕刻的“中秋快乐”

“凤凰展翅”，用木瓜雕刻的“神龙赐
福”，用五色糯米饭制成的“中国地图”

“河池地图”等。二是祭品摆台，祭品摆
台主要有香案和贡品。将香案确定好
位置后，围绕香案摆放贡品。使用摆台
的工具也是取自日常生活使用的工具，
比如石磨、制饼模具、簸箕等。

贡品摆放讨巧可爱，造型多样，创
意十足，既接地气又能反映时代主题。
比如用石榴籽和大米摆出的“花好月
圆”，用黄瓜、胡萝卜和兔子造型月饼摆
成“玉兔食饼”，用辣椒、黄瓜摆出“龙江
山水图”等，用柚子做成的狮子头,果
蔬、秧苗做成的秧灯和花灯和用葡萄、
西红柿、瓜子、辣椒、花生等垒成的各式
宝塔灯等，均有团圆、喜庆、丰收的寓
意。三是祭祀仪式，主要分为上香、祭
酒、读祝、拜月四个步骤。祭祀队伍分
为主祭，主要为由年长或当地德高望重
的男性担任，带领完成各项仪式。赞礼
则是仪式的主持者，一般由男性担任。
执事为协助主祭开展摆供品、上香祭酒
的工作，男女皆可担任。仪式在主祭祀
念完祭文后开始，在上香祭酒工作完成
后，由主祭带领民众共同祈祷，就是读
祝环节。最后共同拜月。四是其他活
动。祭月习俗后逐渐发展为祭拜后，家
家户户分享美食、看社戏、行酒令、猜灯
谜、唱歌谣、对山歌、抬阁顶马、舞狮舞

龙、挑丰收担子等系列活动，内容丰富
精彩，吸引了大量游客，有效推动当地
文化旅游事业发展。

2019 年，宜州区怀远古镇举办“中
秋祭月节”，以“望月怀远，情系祖国”为
主题，包含了中秋“祭月”大典、民俗美
食节、民间优秀作品展示等。2020 年，

“歌海宜州·古镇怀远”宜州区怀远古镇
“中秋祭月”线上直播盛典开幕，吸引了
众多网红纷纷到场打卡。2023 年，在
怀远古镇举办“怀远千古情·祭月庆丰
收”万人祭月民俗风情活动。每到中
秋，在宜州怀远古镇，人们身穿古装、
民族服装等穿梭于古镇中，那漫天的
灯笼仿佛星星一般，照亮人们幸福的
笑脸，古镇的青砖灰瓦散发着浓浓的
历史气息，岁月如梭，时光荏苒，此刻，
只想时间静止，这世间的花好月圆、家
和人兴、江山锦绣，月光所至，皆能圆
满。

（宜州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供图）

在贺州市昭平县，除了传统年糕、黏米
饼、咸鸡、酥角、开口枣等美食外，糖环也是
深受当地群众喜爱的年货。糖环不仅承载着人
们的童年回忆，也是昭平人招待客人、走亲访
友的传统美食。

瑶族妇女谢雪平是制作糖环的能手。每年
腊月，谢雪平一家人都会围在圆桌前，有条不
紊地和面、揉团、压成薄饼、剪线、串线、起
油锅油炸，在欢声笑语中，一锅金黄酥脆的糖
环就做好了。

“糖环的形状是一个大圈围着数个小圈，寓
意在党的领导下各民族团团圆圆、环环相扣、
生生不息，也寓意着我们的生活像糖环一样油
油润润、甜甜蜜蜜、富富足足”谢雪平笑呵呵
地介绍。他们做的糖环一直沿用传统工艺，坚
持手工制作，使用上等的糯米粉，辅以白糖、
少量芝麻、适量水，用本地茶籽油起锅油炸，

一整套工序下来，一锅酥香甜脆的糖环就做好
了。

谢雪平从小跟着老一辈做糖环，耳濡目染
之下，很小就学会制作方法，现在已经做了
30 多年。 很多客人都上门请她帮做糖环、咸
鸡、年糕等小吃，有些还要寄到广东、湖南
等地。

据了解，糖环在 2009 年被列入昭平县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淳朴善良的昭平
人民通过非遗传承的方式，把这象征着民族团
结、万家团圆、生活甜蜜、生生不息的年味传
递给各族群众，让各种群众在享受美食的同
时，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

（刘晓燕 姚富航/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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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装人物扮演。▲祭月摆台。

▲在大月饼前，许多游客正在拍照。

昭 平 糖 环

▶谢雪平一家围着圆桌制作糖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