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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一年八月
半，全世界的中华
儿女将迎来最重要
的节日之一——中
秋节。

在香港，冰皮
月饼“一盒难求”，

“火龙”舞者蓄势待
发；在澳门，大街小
巷张灯结彩，热热
闹 闹 中 秋 味 儿 十
足。一些在陆台胞
虽 然 无 法 回 家 团
聚，却依旧能够吃
柚子、赏花灯，伴着
千里明月寄相思。

港澳台同胞各
有 不 同 的 中 秋 习
俗，背后承载的却
是中华儿女对花好
月圆、中秋团聚的
共 同 期 待 ， 也 蕴
藏 着 中 华 儿 女 对
传 统 文 化 的 敬 意
与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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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生明月，又是一年中秋时。
中秋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更是中国人祖祖

辈辈的古老约定。月到中秋分外明，每逢佳节倍思
亲。这一轮象征思乡和团圆的满月，早已成为每一个
中华儿女的文化印记，梦寐不忘，代代相传。

天上一轮才捧出，人间万姓仰头看。共沐圆月一
泻千里的温柔清辉，海峡两岸及港澳地区的亿万中国
人，共叙阖家团聚的天伦之乐，许下一个个幸福的期
盼。月圆人圆，喜乐平安，是天涯海角每一个中华儿
女的心愿。

中秋节在港澳台地区传承历史悠久、文化氛围浓
厚，也都属于法定假期。在往年，每当月满香江，香
港维多利亚港、元朗灯笼街、铜锣湾广场、大澳水乡
等地的中秋灯饰也同时亮起，“蟾宫玉兔”“蟠龙献
瑞”等大型彩灯造型饱含中华文化韵味，更不用说这
里还有最富传统特色的中秋习俗大坑舞火龙。

秋风送爽，不少港岛市民选择室外赏月，他们手
提各色花灯，或聚集在天台、山顶，或走向公园、近
郊，无论是传统项目猜灯谜，还是科技感十足的天文
观星赏月，抑或是中秋创意市集和工作坊，都能享受
全家出游的轻松欢乐。声名远播的港式月饼更是佳节
良伴，令人艳羡港岛居民最是有口福。

濠江之畔，各主要街道、广场、公园等地都布置
了节日灯饰，迎接月圆之夜。传统造型宫灯、小型兔
子灯饰、大型灯光隧道等让人目不暇接。光影节隆重
登场，为建筑物披上流动的彩衣。烟花点亮夜空，更
添浓厚的喜庆氛围。

万家灯火，澳门家家户户团聚赏月，除了品尝月
饼，也会享用芋仔、沙田柚、菱角等应节食品。节日
期间，澳门居民也不忘联系亲朋好友，互赠月饼祝贺
佳节，一表慰问之意。促膝相谈，那些与中秋民俗相
关的传说故事，总也说不完。

海峡清浅，隔不断两岸情缘。选买和互赠月饼同
样是台湾民众中秋重头戏。每年月饼口味和款式推陈
出新，传统的“古早味”却最牵动人心。一家烤肉万
家香，中秋烤肉的新习俗成就宝岛趣闻。大快朵颐之
后，再嚼些寓意圆满的文旦柚解腻，更让人心满意足。

“你一秀，我二举；你四进，我三红；你对堂，我状
元！”热闹的博饼歌与清脆的骰子声交织之处，由福建传
入的中秋博饼民俗也闪亮登场。台湾民众围着张张木桌
上的大瓷碗，相继掷出骰子，期待“中状元”，博得一个好
彩头。据传郑成功当年收复台湾后，部将为安抚福建一
带士兵思乡之情，故而设立这项中秋活动。

往日欢畅都成甜蜜回忆。疫情之下，今年港澳台
中秋庆祝活动部分将受影响，一些家庭也暂时无法团
聚。然而，借助视频，人们仍能“云端”畅叙。举头
望月，天涯游子也可共此良辰。

又一度月圆中秋，惟愿人间情长久，祝福家国日
日安。

中秋月

同心圆
张 盼

在台湾同胞心里，中秋节是仅次于春节的最重要传统节
日，许多习俗代代相传，当中最具台式特色的就是吃柚子。在
我国闽台地区，“柚”与“佑”“有”“游”谐音，柚子也就有
了“佑子”“有子”“游子”三重寓意，因此成为中秋佳节祈
福、团聚必不可少的吃食。

在台湾，吃柚子不能简单地一剖两半，柚子皮要剥成花瓣
一样的形状，给小朋友做帽子以来“佑子”。中秋之夜，顶着
柚子帽的小朋友与家中大人一起赏月；家人、乡亲要为旅外归
家的游子举办柚子宴 （谐音“游子宴”），点柚灯、摆柚碗、
喝柚茶，一家老少其乐融融。

今年中秋节，不少在大陆工作生活的台胞受疫情影响无法
返台，但“游子”们也吃到了家乡的文旦柚。近日，33.6吨台
湾花莲县瑞穗鹤冈文旦柚在广西南宁火热开售，仅预售期间就
卖出近千只。

广西财经学院的台籍教师王镇江从小在花莲长大，由于疫
情原因已经一年没有回家，能在中秋之际尝到家乡味道让他非
常感慨。“文旦柚有孝老爱亲的寓意，是我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
文化的一个缩影。”王镇江说，在当前疫情和两岸关系形势下，当

季花莲文旦柚仍在大陆热销，充分体现了两岸一家亲的情谊。
入夜，“花好月圆”主题花灯照亮江苏昆山南湖湾，寓意

两岸寄月相思、祈盼梦圆的美好愿望。近日，一年一度的海峡
两岸 （昆山） 中秋灯会于水乡周庄亮灯迎客。今年的灯会以

“花开并蒂 灯映两岸”为主题，通过歌舞晚会和沉浸式情景演
绎，全方位展示两岸交流合作成果，表达“两岸一家亲，共筑
中国梦”的愿景，勾勒两岸融合发展的美好未来。

在四川成都，百余名在川 （蓉） 港澳台青年大学生也齐聚
一堂参加中秋联谊活动，提前感受中秋佳节的团圆氛围。港澳
台三地的青年代表也通过视频形式连线成都主会场，共迎中华
民族传统节日。

疯狂跳绳、排球击准、“手足情深”……别开生面的趣味运动
会让四川大学的台生高雪美印象深刻。高雪美表示，虽然今年中
秋节不能回台湾和家人团聚，但和同伴一起看川剧、做月饼非常
开心，感受到中秋的节日气氛。“今天认识了很多来自两岸的新
朋友，大家就像一个大家庭，团圆的氛围很温馨。”高雪美说。

题图：海峡两岸（昆山）中秋灯会“月满周庄”灯组。
新华社记者 杨 磊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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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人心共赏时千里人心共赏时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金金 晨晨

农历八月十五即至，思乡的人儿盼月圆。
台湾小伙陈文成今年又准备在大陆过

中秋。2011 年从台湾彰化师大体育系毕业
后，陈文成来到大陆求学、就业，现在是
北京大学体育文化教研部老师。“北漂”10
年，这里于他而言就像第二个故乡——在
北京与河南姑娘刘红芳相识、结婚，去年6
月迎来宝宝出生，事业和生活稳定下来。
去年中秋，陈文成一家三口在北京过了个
温馨的中秋节，在他的筹划下，烤肉、柚
子、月饼这些“台湾味道”，样样都备齐了
的。“一家烤肉万家香，在台湾，中秋节没
有吃到烤肉就不算过节哦。”

受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邀请，陈文成去
年还参加了海峡两岸暨港澳青年“云上过中
秋”主题活动，与6名港澳同胞和大陆同胞一
起交流分享家乡有趣的中秋习俗，朗读关于
中秋主题的古诗词。“中庭地白树栖鸦，冷露

无声湿桂花。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
谁家。”一首唐诗下来，陈文成在现场没忍
住，流下了思乡的男儿泪。

今年中秋节，他打算把身边的台青、台
生还有大陆好友聚在一起，组织一场联谊活
动，烤肉、柚子、月饼当然还是必不可少，
主要想让大家找到家的感觉。“我是台湾青
年体育教育文化交流发展协会理事长，一直
有在做两岸青年交流的工作。两岸的中秋习
俗虽然略有不同，但其中蕴含的团圆意义是
相同的。八月十五的晚上，大家聚在一起烤
肉、赏月，叙叙家常，也聊聊对故乡和亲人
的思念，互祝平安康宁，充实又温暖。”

“月圆人团圆。对于中国人来说，中秋佳
节就意味着团圆。”陈文成告诉记者，自己今
年“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感受尤为强烈，由
于疫情的关系已经两年多没回过台湾，十分
想家。“爸妈都快60岁，年纪大了，现在台湾

又疫情严重，最近还发生群聚感染，我在外
十分牵挂。希望他们健健康康，保重身体，
早日打上疫苗。我也会把自己的事业、生活
安排好，尽量不让他们操心。”

虽然目前由于疫情等各种因素，两岸人
员往来交流受限，但陈文成认为，这两年来
大家一直没有停下交流的脚步。“我和周围
许多朋友，都有参加和筹办大大小小的活
动，希望能多一点促进两岸青年交流，慢慢
聚沙成塔。”他在心里悄悄许了个愿，明年
八月十五，要把彰化老家的父母接来北京，
一大家人过个团团圆圆的中秋。同时他也特
别期许，明年能多参加和举办一些两岸青年
的中秋联谊活动，帮助两岸青年增进了解，
交流交心，由陌生到熟悉、由疏远到亲近，
实现心灵契合。“我相信通过两岸各界持续
不懈的共同努力，海峡两岸最终一定能够实
现人团圆、心团圆。”

台青陈文成的中秋祈愿
本报记者 汪灵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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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中秋，月饼自然是家庭餐桌上的“主角”，独具港味的冰皮
月饼更是“一盒难求”。在香港面点师傅的巧手之下，传统月饼换上
了“冰皮”，馅料丝滑入口即化，成为中秋月饼市场的抢手货。

上世纪80年代，冰皮月饼开始在香港市场出售。冰皮月饼
的独到之处，在乎一个“冰”字。好的冰皮月饼，外观如冰般
亮滑，冰箱冷藏过夜后依旧柔软。细心切开，切面馅料均如镜
般光滑，咬上一口，爽口之感瞬间来袭，驱散夏日的余热和油
腻，秋日的清凉沁人心脾。

除了吃冰皮月饼，香港还有一项“火热”的中秋习俗——
大坑舞火龙。中秋节前，香港的“火龙”艺人们便会忙碌起
来，扎火龙、清道路，从农历八月十四晚起，一连3晚在铜锣
湾大坑地区举行盛大的舞火龙活动。

“火龙”是由粗麻绳做龙骨，再加上珍珠草包裹制成的。
“龙身”身长67米，重量超过100公斤，光是龙头就有48公斤
重。舞动前，会请嘉宾或长者将数万枝长寿香细密均匀地插满
龙身，舞动起来火光点点、上下腾飞，颇有蛟龙出海的气势。

过中秋为什么要舞火龙？香港首位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
承人陈德辉介绍，19世纪末，一场瘟疫让大坑很多村民丧生。
相传，一名长者称菩萨托梦，只要于大坑舞动火龙即可消弭疫
情，后来果真应验，这个习俗也就保存了下来。

自1880年中秋开始，火龙已在香港“舞动”百年，风雨不
改。近年来，香港特区政府与大坑坊众福利会紧密联系，通过
专题研究和教育推广等工作，保护、推广和传承舞火龙这项珍
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让“火龙”继续在香港“舞”下去。

澳门的中秋节，要从中秋前夜至中秋翌日热热闹闹地
“闹”上3天。

在澳门的民俗中，中秋前夜叫做“迎月夜”，中秋当日叫
做“赏月夜”，中秋节翌日叫做“追月夜”。在这期间，澳门
市政署、澳门街坊会联合总会等会在各街心公园举办文娱表
演、摊位游戏及猜灯谜等活动，供民众免费参加。

“闹中秋”期间，赏花灯是必不可少的活动。从今年9月初开始，
澳门特区政府就抓紧在各主要街道、广场、公园及富有特色的建筑
物布置了各式各样的花卉和中秋彩灯，增添市面的节日欢乐气氛。

在众多彩灯当中，就属惟妙惟肖的兔子灯最为亮眼。兔子
灯民俗兴于唐朝，兔子灯所到之处意味着吉祥好运的到来。几百
年来，扎制兔子灯的民俗一直在澳门完好地保存着，每到中秋或
者元宵，人们就用这一吉祥物来迎神接福，其中寄寓的是古代
劳动人民祈求神灵保佑，期盼五谷丰登、人畜兴旺的美好愿望。

近年来，传统的兔子灯成功在澳门实现“国际化转型”，发展
为具有浓郁特色的城市灯彩艺术，背后的助推者正是澳门土生
葡人艺术家马若龙。在传统兔子灯的基础上，马若龙将西方现代
艺术常用的正红、海蓝和草绿等强对比色搭配在一起，设计出独
特的澳门葡韵兔子灯，在夜晚与城市建筑和灯光融为一体。

不少年轻设计师还在马若龙设计的兔子灯上大胆创作，用
抽象画法把澳门的特色建筑画在兔子身上，设计出更有时代气
息与澳门特色的“非传统”兔子灯。如今，这些兔子灯纷纷走
出澳门，先后在北美、澳洲等地展出，受到海外朋友的喜爱。

在马若龙看来，澳门的兔子灯有着“中西合璧”的独特文
化意涵。兔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是十二生肖之一，与人类的生命
和希望有所关联，具有美好的寓意。而在西方，兔是复活节的
象征，代表着丰富的生命力。他相信，中国传统文化里的中秋
习俗将随着兔子灯一起走向世界。

大坑火龙 舞动香江

兔子灯饰 扮靓澳门

花开并蒂 灯映两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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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议事亭前地中秋灯饰景观。 罗惠旋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