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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都讯（记者 刘文辉 通讯员 林晋如
文/图） 9月 23日上午，罗源县起步镇庭
洋坂村传来了热闹的声音，熙熙攘攘的人
群行走在一条摆满摊位的街道中，边吃边
逛，将福州各县（市）区的特产尽收眼底。
一条100米的丰收长桌宴，品味“山”“海”
交织的饕餮美味。

秋分节气，迎来了第六个中国农民丰
收节，2023年福州市中国农民丰收节市
级主会场活动在罗源县起步镇庭洋坂村·
畲族主题公园举办。活动现场，有《丰收
咯》节目农民代表庆丰收，罗源当地种粮
大户登台分享自己的丰收故事；有罗源菇
农参与创作的原创舞蹈节目《小城菇事》，
感受菇类丰收趣事；有“村DA”广场舞冠
军队伍展现动人舞姿……

到午饭时间，展开百米丰收长桌宴，
旁边摆满罗源菌菇、下廪羊、鲍鱼等食材，
首次打造“罗源菌菇火锅+丰收盘菜”的
形式，辅以乌米等各式畲族美食，品尝最
具原汁原味的山海丰收美食。

本次活动以“庆丰收 促和美”为主
题，汇聚福州各县（市）区最具代表性的特
色农旅产品，集市上摆有长乐、马尾、仓
山、闽侯、闽清等福州各县（市）区合计 12
个摊位，以丰富多彩的活动展现山海福
地、闽都大地乡村振兴全貌。

来自闽清的刘女士在福州丰收集市
上，看到来自家乡摊位的橄榄露倍感亲
切，立马购买一瓶让女儿也尝一尝自己记
忆中的味道。“我一直在罗源工作，没想到
会在这里看到以前经常喝的饮料，感觉挺
惊喜的。”

百米长桌宴
品山海美味
中国农民丰收节福州市

级主会场活动在罗源举行

检索秋分诗，意外发现，还有诗人提到
一种小动物，宋代韩琦《庚戌秋分》中说：

“淅淅风清叶未凋，秋分残景自萧条。禾头
无耳时微旱，蚊嘴生花毒渐消。”一到中秋，
蚊子嘴就开花了，咬人不再痒。这是小时
候父母常说的话，没想到在近千年前的诗
句中居然见到。庚戌是熙宁三年（1070），
这年的秋分日是八月初十，距中秋节只有
五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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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3日，秋分，也是中国农民丰收节。二十四个节气中，目前升级为
节日的节气只有两个，第一个是清明，第二个就是秋分。

为何秋分能升级为节日？秋分在二十四节气中有何特殊之处？

秋社是庆祝丰收，当然离不开美食。
“吃肉还有仪式，在祭祀社神的地方，派一个人切割祭祀之后的牲畜。因为不

能出现分得多少不均的情况，所以这个分肉的人是大家推举出来的，要求是公平公
正。”南京市民俗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徐龙梅说。

宋代胡宿的诗《田舍》中有“牧童唱田歌，孺子宰社肉”。“孺子”是指汉朝的陈
平，字孺子。据《史记》记载：陈平没有发迹的时候，在家乡祭祀活动中担任主持割
肉的人，他把祭肉分配得很均匀。父老乡亲们说：“好，陈家孩子适合做分割祭肉
的人！”陈平回：“假使以后让我主持天下，也会像分肉一样办事公正。”后来，陈平
官至丞相。

唐代刘言史作诗《嘉兴社日》中有：“今年社日分馀肉，不值陈平又不均。”意思是：
今年社日分余肉，没有遇到陈平这样的人，所以又不均匀。

“社肉又称福肉，据说吃了就能得到社神的福祐，小孩子吃了社肉还能伶牙俐
齿，增强语言功能。”徐龙梅说。

我国农耕文明已传承了数千年。虽然现在已进入工业化、信息化的
时代，但国家对二十四节气文化仍十分重视。自2018年起，每年秋分设
立为“中国农民丰收节”。从此以后，秋分从时令节气“摇身一变”成为具
有鲜活现代感的重要节日。

（综合广州日报、江南时报、新京报、北京晚报）

秋分之后，玉米、红
薯、大豆、水稻等主要作
物，正式进入收获的节奏。

古代虽然没有设立
正式的丰收节，但也有
类似的节日或民俗活
动，即秋社。秋社最初
为立秋后第五个戊日，
一般在秋分前后，因此
也有不少地方固定在秋
分这一天举行秋社，祭
祀土地神，以报大地养
育之恩。

在一些地方，秋社的
隆重程度比同样祭祀土
地神的春社更高，因为秋
社还有丰收之义，人们会
以刚刚收获的农作物作
为祭品，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在唐宋以后，秋社的祭祀意义已经逐渐淡化，变成了一种民
俗活动和公共活动，人们在这一天停止工作，饮酒唱歌庆祝节
日。唐代张籍《吴楚歌》说“今朝社日停针线”，明代《遵生八笺》中
载“社日令男女辍业一日”，这里的社日，都包含春社和秋社。

在古代，一些农村还有秋分“走社”的习俗。古代是熟人
社会，人口流动性非常低，邻里互助是农村社会的基本形态之
一，播种、收获等农忙时期，一家人往往难以完成工作，邻里互
助是常态。因此，在秋天收获之后，乡邻之间会互相走动，答
谢对方的帮助。

秋分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六个节气。
秋分的“分”字，从古代字形上看，是把一件东西
一分为二之意。此字中间是一把刀，两边是已
被切成两半的东西。故《月令七十二候集解》
云：“分者，半也。此当九十日之半，故谓之分。”
秋分，就是秋之半，古称仲秋。而春分的含义
也是一样，意为春之半。

但夏冬两季中间的节气却不叫“夏分”和
“冬分”，而是叫“夏至”和“冬至”，这是为何？

其中的奥秘，是阴阳二气的转换。《月令
七十二候集解》说：“夏冬不言分者，盖天地间
二气而已。方氏曰：‘阳生于子，终于午，至卯
而中分，故春为阳中，而仲月之节为春分。’”
意思是每年的气候变化无非是阴阳二气的
转换形成的，阳气生于子月（十一月），终于午
月（五月），至卯月（二月）阳气升至中点，而春
分又在卯月之中，正是阳气行至一半之时，故
谓之“阳中”。到了夏至，阳气已达终点，故称
之为夏至。

同理，因阴气生于午月，终于子月，至
酉月（八月）升至中点，而八月中气正是秋
分，为阴气之半，故谓之“阴中”。到了冬
至，阴气已达终点。冬至的“冬”字，也是

“极”的意思，意为“终藏之气至此而极也”。
古人认为，春分、秋分这两天是阴阳二

气转换的关键节点，因日月代表阴阳，故于
春分日祭日，于秋分日祭月，以祈求风调雨
顺、国泰民安。

秋分的另一特殊之处是昼夜平均，一
年中唯春分和秋分两日有这种现象，此后
便是昼长夜短或昼短夜长。

有春分、秋分
为何没有夏分和冬分

“在唐代以前，中秋节就在秋分这天，”
民俗学者高巍说，“古代秋天祭月，就在秋
分，既祭祀月亮，也庆祝丰收。北京的月
坛，就是皇帝在秋分这一天祭月的地方。
在古代，每三年一次大祭，皇帝主祭，其它
年份中则派大臣代为祭祀。”

按照节令，秋分才是整个秋季的最中
间，所以秋分才是中秋，但为何中秋节会变
成八月十五呢？

在历法中，二十四节气偏于太阳历，而
中秋节则以月亮为标志，因此两者之间难
免出现误差。高巍说：“既然要祭月，当然
是月圆之夜最好，秋分和八月十五两个日
子虽然很近，但并不总是重合，所以后来慢
慢就挪到了八月十五。”

秋分本是秋季最中间
为何中秋变成八月十五

秋分后蚊子嘴开花
咬人不再痒？

古人“放假”庆祝丰收节

吃肉也要有仪式 推举专人公平分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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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马远庆祝丰收的《踏歌图》

一条100米的丰收长桌宴上，摆满美味唐昊/制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