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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八月十五，三秋恰半，中华民
族的传统佳节——中秋节又到了。现
如今过中秋的美食越来越多，但月饼
是必不可少的主打食品。古往今来，中
秋吃月饼，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种仪
式感，也是一种千年传承，更代表着一
缕家国情怀。制作、品尝圆圆的月饼，
寓意团团圆圆，寄托了人们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和祝福。那么月饼这种传统
美食是什么时候来到我们身边的呢？

中秋节，又称月夕、团圆节、八月
节等，古时说一年之中此夜月亮最大、
最圆、最亮。据记载，早在周朝就有秋
分祭月的习俗，到了秦汉之际，秋日祭
月与农业收成有了关系。《礼记》中记
载：“天子春朝日，秋夕月。朝日之朝，
夕月之夕。”这里的“夕月之夕”，指的
正是在夜晚祭祀月亮。初唐时，秋日祭
月成了固定的习俗，人们开始向月亮
祈福，求月神保佑。然而，由于秋分的
日子每年不同，不一定都有圆月，而祭
月需有满月应景才好，后来渐渐就将

“祭月节”由秋分调至中秋。
魏晋时期，已有中秋赏月之举，唐

代开始成为固定的节日，宋代有了盛
大的活动。月饼最初是祭月的祭品，后
来人们逐渐把中秋赏月与品尝月饼相
结合，赠月饼、吃月饼，象征人月两团
圆。民间传说有一年的中秋节，唐高祖
李渊与文武百官在一起欢度中秋并赏
月，恰巧由经丝绸之路来大唐经商的
西域商人献上一种好吃的圆饼，唐皇
看着这漂亮的圆饼，再举目一看，觉得
跟空中正冉冉升起的十五明月有点相
似，就说：“应将胡饼邀蟾蜍”（古代“蟾
蜍”指的是明月），并现场把圆饼赏赐
群臣一起吃，大家都说这圆饼非常好
吃。从那以后，每到八月十五，就边吃

“胡饼”边赏月。到唐玄宗李隆基时期，
有一年的八月十五，唐玄宗和杨贵妃
在华清池对饮赏月，唐玄宗嫌“胡饼”
这个名字不雅致，便问杨贵妃可否另
取一个名字？此时，月光洒在楼阁亭台
上，也落在美人的掌心，杨贵妃随即
说，不如叫“月饼”吧。就这样，“月饼”
的叫法开始从宫廷内流出，中秋吃月
饼的习俗就这样流传到民间。其实，

“月饼”名称真正的首次记载是在宋
代，苏东坡有诗云：“小饼如嚼月，中有
酥和饴”，但月饼直到明代之前尚未成
为“中秋节”的节令食品，直到明清时，
从北方到南方，从宫廷到民间，才有了
在中秋节吃月饼的习惯，中秋吃月饼
才更加普及大众化。

明朝天启年间大太监刘若愚曾写
过一本《酌中志》，其中就提到“八月
……自初一日起，即有卖月饼者……
至十五日，家家供月饼瓜果……”明代
田汝成也在《西湖游览志余》中写道：

“八月十五日谓之中秋，民间以月饼相
赠，取团圆之义。”可见到明代时，月饼
已经是中秋节的标志食物了，而且只在
中秋节才能吃到，其样式也有了变化，
心灵手巧的饼师会在饼上制作一些图
案或文字烘托吉祥的祈愿。清代同样也
有关于月饼的记载：“乾隆二十二年八
月初十日、八月十三日两天，令妃、愉妃
就用去‘八百个’月饼！”而《燕京岁时
记》更是断言，“月饼到处皆有，唯独以
前门致美斋者为京都第一，他处不足食
也”。清代的顾禄在《清嘉录》也详细介
绍，江南杭州一带有习俗，“中秋食月
饼，夜设祭月，取‘人月双圆’意。”

时至今日，中国人依然遵循传统，在
八月十五欢度中秋，祭月、赏月、祀土地、吃
月饼、烧斗香、点塔灯、舞火龙……尽管
各地物候、民俗各有不同，但皆以中秋
时节的满月比喻人间的温情与团圆。

“中秋鲜果列晶盘，饼样圆分桂魄
寒。”晚清时期曾任江南县令的沈兆褆
用一句诗道出了中秋节一家人相聚共
餐时的情景：有新鲜的瓜果，有如月的
香甜月饼，还有月亮中的桂树……随着
时代的变迁和物质生活的丰富，清末时
期的月饼，所用馅料也有了很大变化，
清末学官杨光辅在《淞南采府》里说：

“月饼饱装桃肉馅，雪糕甜砌蔗糖霜。”
可见，那时候的月饼和今天的我们吃到
的月饼已相差无二了。

“月饼圆，人团圆”。中秋月饼尤其
如此。圆满团圆的寓意在古老的民族
心中融入每一个细胞，每一个家庭，每
一个个体，月满之圆思乡愁在古时便
是游子离人内心深处永恒的怅惘……

中秋话“月饼”
⊙汪 志

闽南有一句俗语
“吃人半斤，还人八两”，
意为吃人家多少，就要
还人家多少。同时还有
另一句“吃人一口，还人
一斗”的俗语，意为吃人
家一口饭，就要还人家
一斗米。“吃人半斤，还
人八两”包含着知恩报
恩的意思，“吃人一口，
还人一斗”则更进一步，
上升到“滴水之恩，当涌
泉相报”这个高度。

如果有一个人濒临
饿死，有一个好心人喂
他一口饭，把他从死亡
线上救了回来，待到他
发达后回报好心人一斗
米，看来并不为过。清末
重臣李鸿章的老娘因小
时候患天花，被她亲生
父母遗弃路旁，被李鸿
章的爷爷抱回家抚养，
因无爹无娘，脸上出天
花又没能缠足长出一双大脚，常
受他人耻笑。她知道这条命是李
家给捡回来的，为了报答李家重
恩，她自小就没日没夜地为李家
干活，再忙再累也从不叫苦。李家
四少爷非常同情这个可怜的孤
儿，也为她的勤劳所感动，后来竟
娶她为妻。这个苦命的姑娘嫁给
四少爷后，更是没日没夜地相夫
教子。由于她知恩报恩终有福报，
六个儿子有李鸿章和他大哥李瀚

章成为清朝的总督大
员，两个女儿也分别成
为高官夫人，可谓风光
无限。

与李鸿章老娘“吃
人一口，还人一斗”相
似的故事还有一个。明
朝重臣许国先后五次
赴考均名落孙山，因家
里欠下一大堆债务逼
得他跳江自尽，幸为富
商程爵所救，还送 300
两银子让他去还债并
赴考。许国高中进士后
官居首辅、位列三孤。
他在衣锦还乡时拜谢
程爵救命之恩，知道程
爵虽腰缠万贯却苦于
没有一个儿子考上功
名，便请名师辅导他儿
子读书，他儿子后来竟
高中进士官居大理寺
右卿。许国成为三朝元
老后，又向皇上推荐程

爵当年救他一命的功德，感动得
皇上又封给程爵和他父亲两个荣
誉性官爵，并赐程家在其家乡建
一座“义佐国家”的御碑楼。程家
三代因许国的推荐而光宗耀祖，
亦是风光无限。

感恩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管是“吃人
半斤，还人八两”，还是“吃人一
口，还人一斗”，都是感恩文化的
体现，应当值得大力弘扬。

与宝岛台湾一衣带水的海峡西岸，有一处自明
洪武以来，为历朝历代兵家据守的海疆要塞——铜
山城，即如今的闽南漳州市东山县铜陵镇。在此古
城，有一处文峰塔、两处书院、多处摩崖石刻，这些极
具海岛特色的人文景观，据相关史载，是明朝嘉靖年
间，时任福建布政司右参政的蔡潮所为。

蔡潮（1467～1549），字巨源，号霞山，浙江省台
州市（今临海市）人。明弘治十八年（1505年）进士，
授翰林院庶吉士，迁兵科给事中；正德六年（1511
年），任湖广按察佥事，提督学政；十年，任贵州右参
议；嘉靖初年（1522～1527），蔡潮时任福建右参政。
在此期间，蔡潮曾经被明朝廷任命巡视福建沿海一
带，主要履行“巡视福建海道，筹措督运军粮，协力抗
倭”军事布防等职责。

正是这次铜山与诏安沿海一带的福建南方巡
海，蔡潮与东山岛这一处海防要地，有了亲近且深刻
的结缘；也由于蔡潮的亲力亲为，首开先河式地为东
山岛开启了“文教”之发展，种植下了“文气”之种子，
才使得当时的东山岛这一文元还相对较为蒙昧之海
岛，逐渐逆转了兵营这种“武夫聚居地”之“厉气”，开
启了“文运”之幸事。

这其中，正德十六年已设立的崇文书院，与蔡潮
创立的东壁书院及南溟书院，相映生辉；这几处书院，
犹如铜山文元兴盛之基因，使东山的文气，由胚芽逐
步地茁壮成长，并由此兴盛了起来。据载，南溟书院位
于当今铜陵镇的岵嵝山顶，而东壁书院，原址在铜陵
镇的风动石边上，民国稿本《东山县志》载有东山人描
绘其图；现该区域为国家4A级风动石景区。

这两座书院的创办，倾注着蔡潮的一番考量与
心血。它的兴起，可以说，在东山岛铜山古城，成为涵
养海岛文化学子、兴盛海岛文化底蕴、彰显地域文化
元素、培养军人子弟不可或缺的场所。之后，东壁书
院几度兴废，至今仅剩遗址凭吊。但这两座书院的设
立，对当时的铜山文化教育、文风蔚盛、文明兴起，形
成规模之宏，可以说，贡献卓著。由此，曾有文人誉之
曰：自书院开办之后，一时铜山科甲蝉联，儒贤蔚起，
名震闽海，故有“海滨邹鲁”“东南之秀”之美誉。《铜
山志》载：“南溟书院，以教乡之子弟习书礼焉，菁莪
化行，人文蔚起。”自明嘉靖以后的120年间，铜山子
弟进甲 10 人，登科 22 人，有贡生 27 人，庠生近 500
人。民国稿本《东山县志》·卷四“人物志”中的“文学”
开篇记载：日月星辰之文，山川草木地之文。人生天
地间，茹毛践土，焉可不学无文哉。然文必根诸学，学
始发为文。东山文学自游天庭（嘉靖二十九年进士）、
黄镆（嘉靖三十五年进士）、唐文灿（隆庆二年进士）
倡先声，继黄道周、陈瑸、陈士奇而接踵。由是，东山
人文蔚起，学术昌明，是皆吐辞为经，举足为法着，岂
天之未丧斯文！

清康熙三年（1664年），南溟书院因迁界而废弃。
铜山复界后翌年，铜山进士唐朝彝倡议重建并设义
学，再度热起铜山文教之风。康熙三十九年（1700
年），漳浦知县陈汝咸（其时，铜山为漳浦县辖制）为恢
复发展铜山文化教育，培植人才，以“有司”之责，“爰
葺书院而新之，修明祀典”，特配乡贤黄道周神位以
祀，重附义学，延师以教乡之子弟。次年，陈汝咸自捐
薪俸，带头倡建校舍，扩建书院，亲自撰写《南溟书院
碑记》，使铜山因迁界而消亡的庠序文教，得以重新恢
复元气，一脉文风得以延续。有文化人言，如果没有蔡
潮的先行开张书院之先见之明，后人再续其文化之
风，根基恐怕没有那么扎实与便捷。

正是蔡潮对文教兴盛的专心致志与亲力亲为，
南溟书院以及东壁书院的创设，由此对开启铜山兴
学之风，孕育文雅之士，促进文化知识的传扬与承
接，搭建了一个平台，提供了一处场所，发挥了极为
重要的作用。至清康熙年间，南溟书院虽然改为“义
学”，后不久又停办。但在光绪七年（1881年）诏安知
县雷其达（时东山属诏安管辖），又多方筹集钱款，重
兴南溟书院。

蔡潮在铜山，不仅兴办这两处书院，还在创办地
都镌刻有他的摩崖题书，分别在风动石之下磐石题
写的“东壁星晖”摩崖，在岵嵝山即南溟书院旁题写
的“与造物游”“学海文澜”以及在大伯公山上“意净
心空”等摩崖石刻，无不彰显出蔡潮巡海之后，对铜
山这处海疆一隅，寄予“文教兴盛”之厚望。

以奇、险、悬，号称“天下第一奇石”的风动
石，如今依然巍然屹立于海疆一隅，题刻于这块重
200多吨的巨石上的“东壁星晖”字体，为行草四个
大字，字体圆润遒媚，端方浑厚。建于明洪武二十年
（1387年）的铜山古城，据传与蔡潮还有一段极为有
趣的掌故。在这座据守于海疆的古城，分别设置四处
城门，东门称“晨曦”，西门曰“思美”，南门名“答阳”，
北门叫“拱极”。此四城门，唯有北门以泥土堵塞之。
明嘉靖五年，蔡潮巡海至铜山，对堵塞着的北门深感
奇怪，于是命人将泥土移开；当泥土铲开之后，豁然
呈现出一块石碑，其上镌刻着“遇潮即开”四个字，如
此巧合，使人深感不解。铜山清朝举人马兆麟，撰写
一诗以记此事：“海上孤城三面开，北门锁钥待谁来？
天公似把灵缄秘，故遣迟生蔡外台。”

在如今的铜陵古镇，有一座面海的峭拔竣峰，称
九仙山，也叫水寨大山，是明初江夏侯周德兴建铜山
所后始设的铜山水寨，类似于当今的海军基地。此处
水寨建成后，官兵们奉祀“九鲤湖仙公”于山顶石洞
里，故名“九仙山”。因该处地势险要，是历代军事要
地，郑成功曾先后在此屯兵，操练水师。故此处亦称

“水寨大山”。
九仙山，山势挺拔，曲径迁徊，古榕如盖，盘根错

节，登上高处，可以纵览铜陵古镇，是登高望远的一
处胜地。在九仙山南麓石阶前面左侧巨石壁上，勒刻
着“宦海恩波”四个大字。据考证，这是明嘉靖五年
（1526年）福建右参政蔡潮巡视到此时留下的墨宝；
此题刻，是蔡潮托言希冀，还是他言简意赅示意？史
料未曾载述，有待考证。明嘉靖十五年（1536年）镇
东卫升钦差总督吴文（字朝器）因防备倭寇入侵有
功，铜山水寨官兵在巨石中间建立“惠政碑”以示纪
念。巨石下面的一块石碑，是明万历年间东阁大学士
林釬（谥文穆）登台探幽时题写的一首诗《游九仙
岩》：“洞门六六锁烟霞，碧水丹山第一家；深夜寒泉
流出月，晓天清露滴松花”。后人到此游览题咏的很
多诗句，都和他的韵而写的。

水寨大山虽然是屯兵之处，但是却是历览前贤
墨宝、学习古人文韵、览胜探幽的一处不可多得的风
景名胜。

东门屿也称塔屿，面积近1平方公里，是一个近
似“凹”字形的岛屿。在此小岛上的一处景观，也与蔡
潮“沾亲带故”。

此小岛，就坐落于东山岛铜山古城东门外海面
上，以其礁石奇异、洞泉甘醇、古迹众多而闻名于世，
被列为福建省十大风景名胜区之一；与温州的江心
屿、厦门的鼓浪屿、台湾的兰屿并称为中国四大名屿。
沿着树木掩映且蜿蜒的石径小道拾级而上，登上塔屿
海拔91米的主峰之上，便可以眺望文峰塔。塔为八角
形密檐式实心建筑，共七层，由花岗岩砌成，是明嘉靖
五年（1526 年）由福建右参政蔡潮所建。塔高 16.68
米，座围28.6米，这座耸立于山丘之巅，突兀于海疆一
隅，呈“金字塔”形状的宝塔，从塔座的第二层起，于八
个面的石块上各镌刻着一幅浮雕；塔顶，由两个葫芦
状石头垒叠成“宝葫芦”端顶。数百年来，虽然历经无
数次台风和地震，但文峰塔依然屹立，基本保存完好，
是行经这处海域渔船、商船的重要航标。因地处的地
理位置的特殊性与特定性，从现在的4A级风动石景
区隔海眺望，也可以看到文峰塔，因此为东山胜景之
一，人们雅称为“东屿文峰”。

数百年来，文峰塔经历了无数次的强台风、地震
的袭击，仍安然无恙，顽强地屹立在小岛之上。“突兀
危峰耸，浮图砥东海；草庐微啸咏，石艇自玲珑。蜃飞
百川外，龙腾万壑中；云雷过日夜，不变摩苍穹。”明
神宗三十八年，御批名家进士、钦点上虞县（现隶属
于浙江省绍兴市）知县的铜山人文三俊，所作《东屿
文峰》诗，既描述了文峰塔的位置、景致，也显示出其
历史作用与价值。文峰塔，因年代久远，宝塔基座某
些石块部分松动，整座塔呈现倾斜。为更好地保护这
处不可多得的古文物，2021 年东山县经过慎重考
虑，原地依原貌重修此塔。

岁月，是时光里不断翻阅的帧页；记忆，是流淌
在历史长河的浪花。无论是置庠序，题石刻抑或建文
峰塔，既彰显了蔡潮这位封建时代官员的不凡眼光，
更昭示了他为民造福的政绩观。因而，人们不会忘记，
那些为东山岛文运昌盛，做出卓著业绩的功勋者。

清乾隆版《铜山志》记
载重修南溟书院

蔡潮题刻在南溟书院旁的“与造物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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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文化媒体报道，新近发
布的统计数据显示，过去一年
抖音平台上的读书类视频播
放量同比增长65.17%、收藏量

同比增长276.14%，直播观看人次则同比增长近一倍……
但很多文化媒体和书评者也指出，速读短视频呈现

“流水线生产”的同质化趋势，存在着优质作品内容价值
流失问题。比如短视频平台推出“三分钟读完名著”短视
频，制作者将经典名著的讲解时长压缩到3至5分钟内，
简单涉及一些作家背景、文本含义与时代意义的梗概知
识。这些“三分钟读完名著”的视频选书与文案高度雷同，
评论内容、叙述语气也同质化严重。看后不少网友留言吐
槽：“本以为看完速读短视频可以缓解我的‘名著恐惧
症’，结果好像只欣赏了书皮和腰封。”

事实上，将数十万字的名著浓缩为3分钟的短视频，
博主们不得不大幅删减细节与旁支内容；为了吸引网友
的关注，部分“说书人”还添加“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妄语，
在真实文本与广大读者之间增设了“无形关卡”；还有视
频用哗众取宠的语言堆砌概念，网友乍一听似乎觉得很
有道理，但其实无法深究。

为什么当下短视频流行？这是今天快餐文化流行的
一种反映，也是一种时代文化心理的反映。人们热衷于追
求一些有实际效用的具体目标，对待事物的成熟缺乏耐
心，每件事情都必须立即使人感到满意，即便是精神文化
生活，也必须服务于这种短暂、快速的快乐。人们逐渐远
离文字而趋向视频、图像，似乎已经成为一种接受和吸收
文化尤其是流行文化的主要形式和趋势。

现在一些人越来越远离文学名著的阅读，觉得名著
篇幅太长、内容艰深、阅读门槛比较高，于是便看看这些
视频版的“缩写本”聊备谈资，更有人连一部电影、一部电
视剧都要用3分钟“看”完。

短视频因为限制节目时长，呈现直观、形象和快速的
特点，具有文字不能比拟的优势。但如果受众企图用短短
几十秒、几分钟的视频来获取丰富的信息，其实很难达到
想象中的收效。由文字到图片、由图片到视频，的确是便

捷了，但受众对想象力和思考力的调用却越来越少。
比如某知名短视频应用介绍一部名著，只有短短的

两三分钟时间，这样的视频怎么可能完整反映一部名著
的内容呢？于是视频中只好加快语速、精简内容。而且，我
们用户在看视频时，只是专注于影像之中，进行快速浏
览，难以集中注意力，不能进行深入的思考，进行理论分
析乃至逻辑推理。长此以往，我们的认知能力、分析能力
就会下降，思维趋向于表面化，最终可能迷失于这种短视
频的简单化、图像化、速食化之中。

如今，短视频流行，是互联网技术发展的结果。这种技
术的应用，对人类的理性、思维、思考和思想，也造成了一定
的挑战。我们如果一味沉浸在诸如“三分钟读完一本名著”
这样的短视频节目中，浏览速度当然是快，但代价是剥离了
丰富的内容，只剩下光秃秃干巴巴的几条梗概，作品中原有
的丰富的细节、细腻的情感、精彩的故事，就会与我们无缘，
以致我们很可能会变得理性力量匮乏、思想碎片化，最终滑
入精神创造、思想认知、思考能力枯萎和退化的泥淖。

这种技术的发展与流行，渐有成为大众吸收文化主
要方式的趋势，这不仅会使我们的思想让位，也使它自己
陷入了困境。今天，我们似乎很难再说出“我思故我在”，
这些视频图像不给我们任何空闲去思考，我们把思考的
任务交给了互联网、短视频……

在这种技术性的短视频、碎片化思维的流行中，在文
化的“快速、快感、快扔”中，我们该放弃文字的阅读，放弃
思考、思想吗？

我们知道，阅读文字之所以与观看视频不同，根本在于
它是抽象的符号，它要求阅读者必须同时思考，否则就不能
理解文字的意义。阅读文字，需要读者具备领悟抽象思想的
能力，具备讨论严肃精神问题的能力。我们只有阅读，才能
置身于人类精神传统之中进行思考，它带给我们的是文字
阅读的精神训练、思索的兴味、沉思的回味和思想的快乐。

如今，大量与阅读相关的短视频进入我们的文化生
活，在它带来便捷的同时，我们也该保持警醒，我们的阅
读不该完全进入“碎片化”“速读化”，我们的阅读，精神理
性不能缺失、思想不能让位。

“三分钟读完名著”是一种文化快餐
⊙袁跃兴

闽南方言，“七桃”意谓“游
玩”。这是同音代替，何其荒诞不经！

那么本字是什么呢？
是“迉迡”（qíchí）。
迉迡：游息。《文选·杨雄,〈甘泉

赋〉》：“徘徊招摇，灵迉迡兮。”李善
注：“迉迡，即栖迟也。毛萇《诗传》
曰：‘栖迟，游息也。’”

“栖迟”本义之一为“游息”。《诗·
陈风·衡门》：“衡门之下，可以栖迟。”
晋袁宏《后汉纪·光武帝纪七》：“栖迟
刀笔之间，岂以为谦，势诚然也。”

本地闽南话，“迉迡”（cit 阴入
to上声），义同。如：“这所在，很好迉
迡。”“漫迉迡了，得做工了。”

本地闽南话，“迉迡”（cit 阴入
to上声），常词义缩小为“游玩”。如：

“无甚迉迡，还是转来好。”“俺同齐
去武夷山迉迡。”

词义的缩小与扩大，这是方言
变体中常见的。

因“迉迡，即栖迟也。”所以作
“栖迟”也可，二者通用。

在闽南方言中，像“七桃”这种
同音代替，总被认同，而本字，如“迉
迡”，则多因不认识，也就无从认同
可言了。这结果是同音代替大行其
道，而本字则寸步难行。

让同音代替继续“大行其道”
下去，是万万不可的！须反其道而
行之，让本字为闽南人接受，这是
问题的根本。

迉 迡
⊙郑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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