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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秋节”到“月见节”
——中华文化在日本的传播

肖俨芮
西南民族大学Ǔ四川Ǔ成都Ǔ610000

摘Ȟ要：中日两国毗邻，文明交流源远流长，绵延千载。本文聚焦于中华传统节日中秋节对日本产生的影响展开

深入介绍。在日本，中秋节又称月见节，亦有十五夜、芋名月等别称，其节期定于农历八月十五，当日传统习俗主要

包括品尝团子、举办赏月会等。本文通过对中日两国相关节日进行细致的对比考察，不仅有助于加深对中日两国这一

节日的理解，更能清晰地辨明二者的异同之处，同时深入探究并揭示了蕴含于其中的细微文化要素，为增进中日文化

交流与理解提供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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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纵观历史长河，华夏文明曾长期居于东亚文明中心

地位，其辐射之力如“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深刻形

塑着周边文化生态。日本古代社会对中华文明的吸纳，

正如遣唐使阿倍仲麻吕诗云：“翘首望长天，神驰奈良

边；三笠山顶上，想又皎月圆”——字里行间既流露出

对盛唐文明的向往，亦暗含文化移植的自觉。据《续日

本纪》记载，自推古朝至平安初期，日本共派遣十九次

遣唐使团，“凡唐所制器物、法式，无不传习”（王晓

秋《中日文化交流史》）。*
近年来，在日韩部分群体中出现了“去中国影响

化”的错误倾向。他们罔顾历史事实，妄图淡化乃至否

认中华文化在东亚地区所产生的深远影响。然而，历史

不容篡改，文化的交流与传承脉络清晰可循。中华文化

作为东亚文化圈的重要源头，对周边国家的影响广泛而

深刻。以日本为例，众多文化元素都深深烙印着中华文

化的痕迹。为了正本清源，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我们

极有必要探寻中华文化对日本影响的真相。

中秋节，作为中华文化的典型代表，在东传日本的

过程中，生根发芽并逐渐演变。它不仅带来了独特的节

日习俗，如赏月、品尝特色食品等，更传递了丰富的

文化内涵和价值观念。本文将聚焦于中秋节这一独特视

角，深入剖析其在日本的传播轨迹，包括传播的路径，

以及在日本社会文化层面所引发的变化，从而还原中华

文化对日本影响的真实面貌，有力驳斥“去中国影响

化”的错误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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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见节”的传入与发展

日本的中秋节，于平安时代（859~877年）从中国传
到日本。日语里把中秋节叫做十五夜（じゅうごや），

时间与中国一样，为每年的农历的8月15日夜晚。中秋节
刚传到日本时，是与我等庶民无缘的。平安时代开始，

在皇家贵族中盛行。这一天晚上，他们会在庭院里，奏

乐吟诗，酌酒赏月。到了大多数文化开始世俗化的江

户时代，才开始渐渐传入民间，月見才开始在全日本盛

行。跟皇家贵族不同，庶民过的中秋节，更多的还是庆

祝丰收和祈祷来年的农作物丰收[1]。

日本的中秋节，文化渊源可追溯久远，从古至今跨

越漫长时光。在日本，这一节日被赋予了悠长的庆祝周

期，民众往往会用长达7天的时间来尽情欢庆。正如《东
京梦华录》曾描绘古时节日之盛景，日本对于中秋的重

视，亦可见一斑。一方面，日本人对中国古文化怀有深

沉的热爱，“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所传达的中秋

情思，跨越国界，深深感染着日本民众，促使他们用心

传承和丰富这一节日的内涵。另一方面，这一时期恰逢

日本社会一年中物资最为丰足的时段，正所谓“仓廪实

而知礼节”，丰饶的物质基础为长时间的节庆活动提供

了有力支撑。于是，在文化与物质的双重滋养下，日本

别具特色的加长版中秋节便应运而生。

2��中国中秋节的传统神话形象嫦娥对日本神话的影响

中国的中秋节，有着源远流长的拜月神传统，月神

的形象在时代的演绎中，逐渐与广寒宫的嫦娥相融合。

嫦娥奔月的故事，宛如一颗璀璨的星辰，在岁月的长河

中熠熠生辉，同时还衍生出诸如吴刚伐桂等动人传说。

这些传说，无一不寄托着广大劳苦大众对美好生活的深

切向往与憧憬。在唐宋时期，社会繁荣昌盛，文化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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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融，拜祭嫦娥的风俗更是盛行一时。彼时，男子于月

下虔诚祈愿，盼望着仕途顺遂、平步青云；女子则含羞

低首，渴求能得嫦娥垂怜，赐予倾世容颜[2]。

在日本的文化脉络中，月神以辉夜姬的形象深入人

心，她亦被尊称为竹林公主，其名典出日本古老的文学

瑰宝《竹取物语》。相传，辉夜姬自缥缈月宫翩然而

至，“姬”之一字，彰显着她高贵的身份。每当中秋佳

节，月色如水银泻地，洒遍人间，传说中的辉夜姬便会

在那皎洁的明月之上，俯瞰众生，为诚心祭拜她的人们

赐予福祉。因此，在日本的中秋时节，最常见的场景便

是民众对月神辉夜姬顶礼膜拜，那袅袅升腾的香烟，承

载着人们无尽的祈愿。明治维新后，日本废除了农历，

关于中秋节的辉夜姫传说也渐渐息微，现在在日本提到

中秋节，人们想到的更多是月兔捣年糕的故事。

3��日式月饼——月见团子

在唐朝时期，日本派遣的遣唐使远渡重洋来到中

国，于繁华的大唐街衢之间，他们见到了街边售卖的月

饼。这些遣唐使将这一独特的中秋美食文化带回日本，

经过岁月的流转与融合，在日本逐渐形成了一种别具特

色的新食品——“月见团子”。其名称的由来，与日本

农历八月十五的“月见节”紧密相连。

月见团子虽与中国月饼同属中秋时节的传统美食，

却有着迥异的形态特征。月见团子以糯米为主要原料精

心制作而成，不同于月饼内藏馅料，月见团子的“馅”

往往附着于外。其口感软糯细腻，令人回味无穷。在食

用时，人们通常会蘸取香甜的黄豆粉、绵密的红豆泥，

甚至是别具风味的日式酱油等佐料，每一种搭配都能带

来独特的味觉体验。由于月见团子的节日属性极强，平

日里，各大超市鲜少售卖，只有在月见节这几天，才会

摆上货架，供民众选购品尝[3]。

在中秋的祭祀供奉习俗方面，中国与日本也存在着

明显的差异。在中国，人们会将月饼虔诚地供奉给嫦

娥，以表敬意与祈愿；而在日本，民众则会将月见团子

供奉给月神辉夜姬，祈求月神庇佑秋季能够迎来丰收。

并且，在日本供奉月见团子的数量和形状都颇为讲究。

中秋节当天，人们会将15个团子精心摆放成金字塔状：
最下面一层放置9个，中间一层放置4个，最上方放置2
个，以此来展现对月神的尊崇。

更为有趣的是，在中国的传统观念里，供奉给神明

的贡品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一旦擅自挪动，便被认为会

触犯神明，招来灾祸；而在日本的月见节当天，却有着

截然不同的习俗——月见团子是欢迎小孩去偷拿的。当

地还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使用特殊的竹子工具偷取

月见团子，不会被视为小偷。”于是，节日里孩子们会

手持特制的竹子工具，瞄准并刺中别人家盘子里的月见

团子，然后满心欢喜地将其带回家享用。在他们的传统

认知中，偷取的月见团子数量越多，就意味着来年能够

获得更为丰厚的丰收，这一独特的习俗也为日本的月见

节增添了几分童趣与欢乐的氛围[4]。

4��中国与日本的赏月诗歌

在日本，赏月的传统并不只局限于月见节，阴历

九月十三的十三夜同样是重要的赏月时刻。“十三夜

（じゅうさんや）”从字面意义上，很容易理解为阴历

十三，而实际上，它就像十五夜一样，有着特定的指

向——阴历九月十三。与源自中国的中秋节不同，十三

夜是一个纯粹发源于日本本土的独特习俗[5]。

到了十三夜这天，除了仰头欣赏那高悬天际的明

月，人们还会品尝应季的栗子和豆子，正因如此，十三

夜又被赋予了“栗名月”和“豆名月”这样充满生活气

息的别称。从审美偏好来看，中国人往往对满月的圆满

无缺、登峰造极之态情有独钟，而日本人似乎更沉醉于那

八分的月色。比起达到极致后可能出现的“亢龙有悔”，

他们觉得留有一点余地、带有些许缺憾，也是一种独特

的智慧，这恰恰体现了日本人所喜爱的残缺之美。

自古以来，中国人便对月亮倾注了深厚的人文情

怀，也创作出了无数与月相关的经典诗歌。像苏轼的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寥寥数语，便将对月的

思索与人生的感慨融为一体，流传千古。而在日本，同

样有着不少对月歌颂的佳作。比如日本遣唐使阿倍仲麻

吕，他曾写下一首动人的赏月诗歌，被收录于《古今和

歌集》和《百人一首》之中。

当阿倍仲麻吕抬头仰望苍穹，看到那一轮皎洁的明

月挂在深邃的星空时，心中定是思绪万千。那高悬的明

月，恰似他记忆中故乡奈良春日里升起的那轮，是那

样的亲切又遥远。江南的夜晚，万籁俱寂，唯有明月当

空洒下银辉。彼时的他，一想到自己即将离开久居的大

唐，回到故土，心中便涌起了无比复杂的情感。在这

里，他度过了无数个日夜，结识了众多挚友，也领略了

大唐的繁华与文化的魅力。如今要离去，既有对故乡的

思念与期待，又有对大唐的不舍与眷恋。这复杂的情

感，都被他凝聚在了那首对月而作的诗歌之中，跨越了

时空，让后人得以窥见他当时的心境[6]。

5��中秋节在日本的发展

在文化交流的早期，中国文化凭借其深厚底蕴与先

进性占据着强势地位。彼时，日本怀着对先进文化的强

烈向往，积极摄取中国文化的精华。中秋节这一承载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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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文化内涵的节日，被日本贵族引入国内，成为了彰

显风雅的活动，生动地展现了日本对中国文化的主动接

纳与推崇。明治维新的浪潮席卷而来，日本大力推行西

化政策。在这一时期，包括中秋节在内的诸多传统文化

遭受冲击。西方文化迅速崛起，其影响力与话语权不断

攀升，而日本本土传统文化的权力则相对下降。这一变

化深刻体现了日本在文化传播过程中，面对西方文化冲

击时所做出的主动选择与无奈妥协。

步入全球化时代，日本在文化传承与发展方面展现

出了独特的智慧。在保留中秋节传统元素的基础上，巧

妙地融入现代流行元素。例如，举办各种富有创意的

现代中秋活动，吸引民众广泛参与。这种做法不仅展示

了日本在文化传播中努力平衡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决

心，还有效提升了自身的文化影响力，增强了文化话语

权。尽管历经时代的沧桑变迁与不同文化的强烈冲击，

在日本的一些家庭和地区，中秋节依然备受重视，传统

习俗得以坚定地传承。从精心准备节日祭品，到家人团

聚赏月，这些看似平凡的举动，深刻反映出日本民族对

传统文化的珍视，以及对传承文化以保持民族文化独特

性和认同感的执着追求[7]。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在吸收中秋节文化的过程中，

并非简单的照搬照抄，而是将其与本土的月亮信仰、

丰收祭祀等元素有机结合，创造性地衍生出了“月见

节”。在“月见节”期间，吃“月见团子”等独特习俗

逐渐形成并流传至今。这一过程充分体现了日本民族善

于接纳外来文化，并能根据自身发展需求进行融合创新

的文化心理，让外来文化在本土生根发芽，绽放出别样

的光彩。

6��结语

唐朝时期，中国与日本之间的交往极为频繁且密

切。彼时，日本多次向中国派遣遣唐使。这些遣唐使怀

着谦逊的态度，仿若晚辈向前辈虚心求教一般，努力汲

取知识。事实上，他们也确实收获颇丰，广泛学习到了

包括建筑技艺、茶艺文化、农耕技术以及各类丰富文化

等诸多方面的内容。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对待中国的态

度颇为复杂。一方面，他们对中国这样先进繁荣的国家

满怀敬佩之情，并不加掩饰；另一方面，内心深处又无

时无刻不潜藏着超越中国的野心。这种矛盾的心态，在

其行为举止中显露无遗。然而，日本本土的信仰与神明

观念，又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了他们平和的心境，使其在

学习与追求发展的过程中，呈现出一种独特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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