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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上月光光地上喜洋洋

北海的中秋节日旧俗，并不比内地单调，而且富有地方特点，可谓丰富多

彩。

先说节令食品。当然以中秋月饼为主，时鲜生果如柚、梨、柿和香蕉也应

节上市。农家与贫家小户，除非无米下炊，月饼也决不能少，但品质档次稍逊

而已，除柚子外等果品还有芋头。童谣有唱：“八月十五是中秋，有人欢喜有人

愁。有钱人家食月饼，无钱人家食芋头。”可见芋头是穷人作为月饼的代用品。

至于家庭盛宴，共庆团圆，又非寻常人家能普遍举办的。

月饼是最富特色的节令食品；亦是馈赠送礼的佳品，送礼活动始于八月初

一，止于十五中午。北海月饼是广式月饼，品料十分讲究。解放前，著名饼家

有天海楼，最香园、兴发等不下 10家。1948 年，全市销售月饼 10万斤左右，

其中天海楼 3.4 万斤，最香园 3 万斤。同时，有小蔑笼装着的小猪饼和母猪带

仔饼应节，成为小孩最欢迎的玩物和食品。

活动内容，有点花灯、拜月赏月、放柚子花、烧番塔和放烟花等。

点花灯 八月初一起，民间团体如商会，会馆、工会、学校以及大商户都

是挂各种纸糊竹扎灯式，有鲤鱼、白鹤、虾蟹、螺哈等形状，有大小不一的走

马灯，有练条发动的活图像……行人驻足，评优品劣，真个赏心悦目。每个小

学生都会自制折灯：用各种色泽的透明蜡纸折叠，用刀刃把蜡纸皱折成圆圈，

粘牢接口，一端贴于圆形硬皮纸上，另一端系上提线，便成一盏能折能张的灯

笼了。入夜各提一盏点上蜡烛的灯笼互相观摩攀比手艺，五光十色如流星飞溅，

很有情趣。

拜月赏月 这个活动是中秋的主题曲，不论古今南北，旋律一致。中秋之

夜，每个家庭成员都欢聚一起，在天井之中或晒台之上，摆设饼饵果品茗茶，

香烛高烧，由家长领衔对月参拜，祷求家庭如明月之美满常圆。然后举家围坐



品尝果饼，讲古说今，看柚子花，共享天伦之乐。故中秋与除夕清明一样，是

家庭团聚佳节，他乡游子，远洋渔船都争取赶回团聚。

柚子花 俗叫“放突朴花”，是北海传统游艺，用柚子一个，遍插香火如

刺猬，每株香上有间隔地串上爆竹一个个，树柚子于长竿之上，噼啪之声问歇

参差而不断，闹彻终宵。

烧番塔 缘起不明，是北海地方特有的另一种传统游艺。中秋之夜，群童

自发组合，在空旷地方，用收集到的断砖碎石砌起一个塔形，中燃柴草，不时

撤以生盐，不断加柴，益助火势，噼啪地迸发火星，以此为乐。

放烟花 是豪门富户才能办到，多见于廉州玑屯坊王氏府第。中秋夜，在

大天井内放的是张广声的产品，一任街邻观赏、庭户为塞。

解放后，月饼应节馈赠之风更盛，大型放烟花活动由政府在广场中举行，

全民同乐，上述民间传统游艺已无传承兴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