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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一年中秋。自古以来，在中秋月圆之夜，赏月、吃
月饼寄托着中华民族对阖家团圆、幸福美满的美好向往。
如今，丰富多彩的中秋节庆祝活动在全球各地上演，不同
语言、肤色的人们欢聚一堂，在音乐、诗文、美食中共同感
受中国文化的魅力。

中秋节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天
上月圆想到人间团圆，这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浪漫情怀。文化
如水，源远流长。与中国一样，亚洲多国也有庆祝中秋的传
统。韩国将中秋称作“秋夕”，在这天有吃松饼的习俗；日本把
中秋节称为“月见节”，吃团子、赏月是当地的庆祝方式；越南
将中秋节和儿童节相融合，灯笼和玩具在这天必不可少……
就像月饼口味各异，中秋在不同国家展现着多姿多彩的文化
魅力。但不论形式如何变化，团圆、美好的寓意不曾改变。

随着全球化进程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人正在体验中
秋习俗、感受中华文化。今年中秋节前夕，巴基斯坦商人
布莱恩在天津参加文化交流活动，第一次尝试亲手制作月
饼；来自俄罗斯的英语教师西玛在河北任丘写书法、做月
饼，学习体验中国传统文化；在河北北戴河，76 名留学生一
起聆听了嫦娥奔月的古老传说……哈萨克斯坦留学生乌
尔博尔辛·奥潘诺瓦希望，回到哈萨克斯坦后能向家人介
绍中秋节的故事。当这些外国友人回到本国，中秋文化里
祝福团圆的美好情感、倡导四海共邀明月的宽广胸怀便随
他们一起传到世界各地。

放眼海外，中秋节早已和春节、端午节一样，成为中华
文化与各国文化加速融合的“催化剂”。在德国柏林，众多
中华文化爱好者在中秋诗会上体验投壶、扇面绘画、书法
等文化项目；在澳大利亚，一场中秋晚会吸引了各界友好
人士和华侨华人参加；在巴西、比利时、克罗地亚等地，丰
富多彩的庆祝活动也为当地增添了别样风采……这些活
动与当地地理人文环境融合在一起，呈现出一幅幅独特的中秋风情集锦画，
或热烈奔放或含蓄隽永的庆祝活动让传统中秋佳节焕发出独特的生命力。

四海共婵娟，中秋文化“出海”为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了新的契机。人类
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中秋
文化中的“团圆”“美满”“丰收”等美好愿景契合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促进
合作共赢的美好意愿。中华传统节日在全球掀起阵阵热潮，为全球文化图
景增色添彩，让“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意涵日益深入人心。正如伦敦威
斯敏斯特市市长罗伯特·里格比所说，华侨华人群体为本地增添了“独特而
美好的视角和历史”，丰富了文化多样性，而在中秋传统佳节期间，人们更能
感受到中华文化的无穷魅力。

惟以心相交，方成其久远。以中秋文化为代表的中华文化饱含强大的精
神力量。我们有理由期待，中外文化交流将进一步推动中外民间交往，促进
中国与世界各国民心相通、互学互鉴，为消弭分歧、增进合作贡献力量。

（新华社北京9月1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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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幕降临，重庆渝中十八梯传
统风貌区内游人如织。“白天主打室
内游，晚上再来爬坡上坎，作为‘不
夜城’，重庆的夜很有味道。”游客陈
玉珏说。

这个中秋假期，记者走访重庆、
上海、湖南等地文旅市场发现，今年
中秋游多了一份“松弛感”，中式夜
游、短途“微度假”、文艺游成为游客
热门选项。

郴江河畔，华灯璀璨，清逸婉转
的湘昆曲调自河上传来。在湖南郴
州苏仙区裕后街历史文化街区，来
自湖南省昆剧团的演员们乘坐花
船巡游，吸引市民游客争相拍照
留念。

裕后街是秦汉时期湘粤古道的
始发地，至今已有 2000 多年历史，
月影之下，古街别具风味。中秋假

期，裕后街举办历史文化节，推出皮
影戏、非遗文化市集、民俗演绎等系
列活动。

湖南张家界天门山景区更是把
夜游玩出新花样。15日晚，来自世
界各地的翼装飞行员们与身披“嫦
娥”轻纱的演艺人员一起在月色中
带来一场震撼演出。

同程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功
表示，各地结合时令节庆，在传统赏
月外拓展消费场景，带来多元化体
验，让中式夜游成为中秋假期文旅
消费热点。同程旅行平台数据显
示，近一周国内古镇园林夜游相关
搜索热度环比上涨 77%，夜间游船
搜索热度环比上涨42%。

今年中秋节，市内游及周边的
“微度假”广受欢迎。

9 月 17 日中秋节，上海市徐汇

区龙华广场举办“唐韵中秋”节庆活
动，京剧、沪剧、昆曲、评弹……现场
演绎曲艺界的“团圆盛会”。

上海市民徐竞和5岁的女儿穿
上汉服，在此观看表演，打卡拍照。
她说，城市商圈和街区举办丰富活
动，既能体验传统文化，又能方便地
就餐、聚会，是个好去处。

住在上海浦东的石明17日一早
便和女友驾车直奔位于临港新片区
的滴水湖。环湖散步、游览上海天
文馆、在上海海昌海洋公园欣赏演
出……石明将一日游安排得满满当
当。台风过境，上海海昌海洋公园
于中秋节当日全面恢复运营，多个
中外艺术团同台竞演。

携程数据显示，中秋假期，同省
酒店订单比例预计达到 50%以上；
预订高铁出行的订单中，出游半径

约为361公里。
多样的文艺活动也给游客带来

更多好去处。重庆渝中区假期陆续
推出中秋节赏秋文化展、解读中秋诗
作活动、中秋优秀美术作品展等。一
场中秋音乐会在渝中区巴将军公园
举行，一首首耳熟能详的流行歌曲精
彩上演，吸引众多市民游客驻足
欣赏。

“中秋来渝中，除了洪崖洞、解放
碑等景点，游客还有丰富的文体艺活
动可以选择，假期共上演各类营业性
演出300余场次。”渝中区文化旅游
委副主任卢永军说，中秋假期首日，
渝中区接待游客104.6万人次，按可
比口径同比增长 5.8%；旅游综合收
入 8.87 亿元，按可比口径同比增长
6.4%。

（新华社北京9月17日电）

月 夜 游 、短 途 游 、文 艺 游
——中秋假期文旅市场观察

新华社记者 李晓婷 陈爱平 张格

金风送爽，桂花飘香，又是一年
中秋时。

山西省晋城市泽州县二仙掌村
村民张小女已备好粗月饼，只待皓
月当空，将其与苹果、葡萄、石榴等
水果摆放在农家小院的方桌上，燃
香敬拜。之后，她会将“大团圆”月
饼切成小块，分给赏月的家人们。

“每年八月十五都拜‘月婆婆’，
希望一家人平平安安、团团圆圆。”
张小女说。

赏月、拜月、吃月饼——72岁的
张小女从小就这么过中秋节，如今这
些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秋节
（泽州中秋习俗）的重要内容，在晋东
南、豫西北、冀南等地广为流传。

这些传承至今的习惯是中秋习
俗流传千年的精华。

中秋节的起源与古代月亮崇拜
及祭月密不可分。据宋代吴自牧的
《梦粱录》记载，八月十五中秋节正
是七月孟秋、八月仲秋、九月季秋三
秋之半，故得“中秋”之名。

月到中秋分外明。早在唐朝时
赏月之风大兴。临轩玩月、泛舟望
月、饮酒对月……赏月是古人过中秋
必不可少的节目。宋代孟元老在《东
京梦华录》中提到，中秋时节新酒、螃
蟹、水果新鲜上市，富贵人家和普通
百姓都要寻一处好地方赏月，儿童嬉
戏打闹，夜市里人们狂欢到天亮。

中秋节的底色是欢快的，但以
月之圆兆人之团圆，难免会有人触
景起相思。唐代诗人白居易用“西
北望乡何处是，东南见月几回圆”表
达思乡之情；中唐诗人王建一句“今
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道
尽对友人的思念；宋代大文豪苏轼
醉酒后借“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
娟”传递对亲人的深情祝愿。

如果说唐宋时期爱赏月，明朝
则重视拜月和团聚，这是一件充满
仪式感的事。中秋夜，人们在家或
户外设月神牌位，摆上供品，叩拜，

祈求月神赐福。男子愿蟾宫折桂，
女子盼美丽容颜和美满生活。

这时月饼成为中秋节的节令食
品，既可当供品，也是亲友间相互馈
赠的佳品。明代《帝京景物略》中这
样描述中秋节：“八月十五祭月，其
祭果饼必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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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当
时的月饼较大，需全家分而食之。

张小女制作的“大团圆”月饼体
现了当地特色。泽州粗月饼看上去
像一个锁着花边的圆形面饼，内包
两层冰糖、花生、葡萄干、核桃仁等
杂碎馅料，表面装饰图案，或蒸或烤
而成。讲究的图案比较复杂，但张
小女喜欢在村口拔棵野草，洗干净
后，印在上面，充满野趣。

“现在市场上卖的月饼口味有
几十种，但 3个儿女还是吵着要吃
妈妈做的粗月饼。”古稀之年的张小
女一脸骄傲地说。

除赏月吃月饼外，中国各地还有
丰富多彩的中秋习俗，例如福建厦门
的中秋博饼游戏、江西安福县的中秋
烧塔习俗、香港的舞火龙节庆仪式
等，带给人们节日的欢乐和祝福。

随着时代变迁，一些中秋传统
习俗在淡化，传承方式也在由家庭
传承向社会化传承发展。人们通过
社区、景区等公共平台乐享中秋传
统文化。星空论坛、文艺晚会、祭月
大典、社火表演、打制粗月饼……今
年中秋节假期，“中国赏月名山”晋
城珏山景区推出系列活动，游客可
免费观看和参与。

中国民协中国民间文化创新发
展中心副主任常嗣新说，中秋节传
承着绵延千年的文化记忆与情感认
同，虽然习俗在演变，但团圆是永恒
旋律，更是中国人普遍的美好愿景，
在尽享亲情友情中增进家庭和民族
的凝聚力，涵养家国情怀。

（新华社太原9月17日电）

中 秋 时 节 话 中 秋
新华社记者 王学涛

图为9月16日晚，游客在河南省洛阳市洛邑古城景区休闲游玩。
（新华社发）

图为 9 月 17 日，在河南省南阳市中心城区吾悦广场，工作人员在切割
“超级大月饼”分给游客。 （新华社发）

图为9月17日，市民游客在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乾元镇赵家弄猜灯谜。
中秋假期，人们走出家门，乐享多彩假日。 （新华社发）

最团圆夜是中秋

16 日清晨，哈尔滨西开往上海
虹桥的G1202次列车上，热闹非凡。

猜灯谜、做花灯。小女孩瑶瑶
一边制作兔子花灯，一边情不自禁
朗诵关于月亮的诗句……这几日，
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哈
尔滨客运段在多趟列车上举办庆中
秋主题活动，为旅客介绍各地中秋
节传统习俗，让节日氛围感“拉满”
车厢。

行李架上，月饼、红肠、巧克力
……一份份沉甸甸的“爱”，随着一
声声到站提示，奔向团圆。

千里奔赴，南来北往，“最团圆
夜是中秋”。

月饼，以月为名、以圆为形，饱
含着团圆和思念的味道。

北京稻香村“零号寻宝馆”，这
几天人头攒动，各类点心月饼供不
应求。

“近来门店每天客流量超过
1000 人次，比平常翻了一番还多，
要不断补货。”店长陈天宝忙得脚不
沾地。

五仁、豆沙、冰激凌、抹茶……
不用为馅料之争而费神，想吃什么
馅的月饼都有。

在山西太原的一家双合成食品
店，店长高晓悦说，今年他们结合地
方特色，新增了青花酒香麻辣牛肉、
玫瑰奇亚籽、枣泥核桃三种新口味
月饼，口感软糯，深受大家喜爱。

吃月饼、玩花灯、饮桂花酒……
精彩纷呈的各地习俗，构成中华民
族独特的中秋记忆。

一轮“明月”在湖中升起，300
米水上花灯流光溢彩。步入重庆两
江新区礼嘉天街北岸湖滨，波光粼

粼的水面上，“巨型月亮”灯光装置
吸引不少市民驻足观赏。

家住附近的李女士一家在湖滨
散步，情不自禁地在“明月”下拍下
全家合影。“阖家团圆的日子，这个
水上灯会让节日氛围更浓厚了。”李
女士说。

望月怀古过中秋

前不久，游戏《黑神话：悟空》带
火了山西古建筑，晋城玉皇庙的二
十八星宿彩塑火爆出圈。

晋城泽州县的珏山自古就是祭
月、赏月胜地。今年，在珏山景区，
很多游客既可以在山上赏月，也可
以泛舟在湖上赏月。

这是中国人独有的赏月浪漫
——

15日晚，李女士搭乘了南航的
“赏月航班”。“当时我听着旅客们朗
诵诗歌，月亮刚好出现在舷窗边。
我一边吃着月饼，一边听着‘但愿人
长久，千里共婵娟’，立马有了回家
团聚的感觉。”李女士回忆道。

南航湖南分公司乘务长张婷婷
第 12 年执飞“赏月航班”。她说：

“一轮明月照见五湖四海的旅客，我
们一起望月怀古，大家都很感动。”

这是中国人和月亮的千古约定
——

神话传说中，嫦娥奔月，广寒宫
静寂千年。

今年6月我国嫦娥六号在人类
历史上首次实现月球背面采样返
回，又一次将月壤采回国内。

科学家们加紧对月球的研究工
作：经多种实验技术分析，1吨月壤

或可满足50人一天饮水；用模拟月
壤烧制月壤砖……未来，在月球上
建房子也许不再是遥远的梦想。

这是中国式过节的文化底蕴
——

逛庙会、品非遗，赏美景、看演
出，吟诗逛展……全国各地“花样”
过中秋，赓续传统文化，尽显时代
风流。

北京园博园，自贡彩灯亮相京
城，200余组灯组同步点亮。

这是北京史上最大规模灯会，
其中约七成的灯组题材源自京味儿
文化。“中轴线之光”汇集北京中轴
线古建筑精华，“北京文物”展现老
北京胡同文化……

五彩光华、流光溢彩。4万片羽
毛、800万剪，采用“彩色吹塑纸+透
明亚克力”材料，大型手工羽毛彩灯

“凤舞九天”充满祥瑞，为大家送上
美好祝福。

重庆湖广会馆，禹王宫广场丝
竹声声、裙袂飘飘。

“在古建筑里看古风表演，特别
‘中国’，很惊艳！”来自广东的陈先
生和外国友人一起来重庆游玩，神
秘的川剧变脸、浑厚的川江号子、技
艺考究的盖碗茶，让他们看得十分
过瘾。

情系家国同奋进

海南文昌翁田镇，镇上的茶店
早已坐满了人，围坐一起喝茶吃早
点，烟火气慢慢升腾。

十余天前，超强台风“摩羯”在这
里登陆。目前，抢修工作仍在继续。

韦腾飞来自贵州，是南方电网

深圳供电局支援海南电网抢险救灾
总队的第一批电力工人。他已连续
奋战十多天，不顾炎热，不分昼夜。

这个中秋，他不能和家人一起
度过。“是有疲惫感，但我们要继续
坚持，让群众过上亮堂的中秋节。”
他说。

遥望明月共此时，欢度佳节同
相知。

夏天曾遭受洪涝灾害的湖南岳
阳华容县，团洲乡敬老院安置点准
备了十桌饭菜，每桌十个菜品，鸡、
鱼、肉等主菜已经备好，就等大家
入席。

“几个月来大伙儿都不容易，希
望大家在这里感受到团圆的氛围。”
团洲乡敬老院院长王六一说。

团西村村民杨巧珍的房子经过
重新粉刷，干干净净，家具家电也已
换新。杨巧珍说，在家里简简单单
吃餐饭，就很幸福。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此刻，月圆人圆，家国相依。
人们纷纷送出温暖的祝福，更

用实际行动，奋斗创造更加美好的
生活。

我国最北端的黑龙江漠河北极
村，室外最低气温已接近零下。

天刚亮，漠河供电公司北极供电
所所长吕建生就和同事出门上街、
入户检查。“这几天我们外出检修得
穿棉服、戴手套了。节假日里不能
因为用电问题影响大家团圆过节。”

吕建生说：“看着村里父老乡亲
的生活蒸蒸日上，我就想，守护这里
长明不熄，再苦再累也值得。”

（新华社北京9月17日电）

明月共此时，家国同奋进
——全国各地群众欢度中秋

新华社记者

明月照九州，又是
中秋时。

对中国人来说，这
是一个团圆的节日。人
们感受家的温馨，体味
亲情友情的相聚；有的
人奔赴远方，享受假日
的惬意；还有的人为大
家 安 心 过 节 保 驾 护 航
……

赏月、吃月饼、玩花
灯 ，团 圆 、相 聚 、祝 福
……全国各地丰富多彩
的民俗活动、群众欢度
中秋的热闹场景，诉说
着小家团圆、大家幸福、
家 国 奋 进 的 祈 愿 和
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