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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高赏月、祭月拜月、逛庙会点花灯、品

月饼饮茶……作为中国人祈愿团圆、寄托相

思的传统节日，每逢中秋节，中华大地“万里

此情同皎洁”。随着传统文化的不断传承与

创新，文旅市场的不断丰富，文化认同跨越山

海，越来越多的中国节日、中国民俗走出国

门，在当下有了新的注解。

中秋节的“新玩法”

秋高精神爽，百亩高粱红。在只有河南·

戏剧幻城，游客们以圆月为媒，思念为线，在

定制的中秋明信片上亲手书写下心意、加盖

特色印章，带着祝福寄往远方。

“阴晴圆缺都休说，且喜人间好时节。中

秋节是家国情怀的精神写照，也象征月圆、人

合、家和相通相融，体现了国人对于和合文化

的追求。”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

所副研究员刘兰兰说。

盛世一明月，团圆共此时。跨越了两千

年的情感羁绊，让极具文化韵味的国风游成

为中秋文旅市场的新趋势。

中秋节期间，河南博物院举办风·雅·

宋——宋乐情景赏听会，引领观众聆听宋

代大晟乐钟庙堂雅乐，感受活色生香的风

雅宋；建业电影小镇邀请游客参与“全员飙

戏”，在花灯长街中偶遇国风大巡游，体验

一把古人的雅集之乐；许昌曹丞相府景区

通过夜游相府实景演出，让游客沉浸式体

验梦回三国的文化盛宴；三门峡地坑院内，

游客们在热闹的古韵市集中感受穿越千年

的文化传承……传统文化浓度极高的沉浸

式文旅火遍各地，点燃游客的假日体验。

“如何过中秋节，Z 世代也有自己的独特

玩法。”郑州大学文化产业研究中心执行主

任、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导师褚金勇表示，

Z世代开创了穿汉服游园、云游中国、沉浸式

剧本杀、拆盲盒等过节方式，还开发出了如螺

蛳粉馅、韭菜鸡蛋馅、小龙虾馅等“奇葩”口味

的月饼等，妙趣横生。

“节日新风尚盛行的背后，是文化自信意

识在崛起。”褚金勇认为，中秋等传统节日与

Z 世代流行文化碰撞，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热

情参与到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中，创新运

用传统文化符号，不仅使丰富个性的精神文

化需求不断被满足，也不断延伸着传统节日

的内涵与外延。

华夏美学讲述中国故事

从 4 年前唐宫夜宴爆火出圈，到端午奇

妙游、七夕奇妙游等中国节日系列成为“热搜

常客”，河南卫视抓住中式美学的收视密码，

今年中秋节，其打造的《2024 中秋奇妙游》不

出意料地成为又一爆款 IP。

今年的中秋奇妙游晚会以月夜三部曲为

串联核心，融合舞蹈、歌曲、情景喜剧等多种

艺术形式，通过国宝级文物、网络热梗等为观

众呈现一场视听盛宴：节目《秦时明月》通过

挖掘“复活”秦俑内心时空，现代化演绎金戈

铁马，演绎一场穿越时空的奇幻史诗；舞蹈

《四神云气图》再现西汉时期人们对于天地、

四神的崇敬与祈愿，使一幅天地人和，共生共

舞的“天国畅享图”呼之欲出；《胡俑狂欢夜》舞

者们化身唐三彩“胡俑”，随着时空之门开启，

穿越到现代洛阳城，在古今交融的洛阳街头

参加月夜狂欢；中国国家艺术体操队带来的

特约节目《凤鸣凌霄》首次以影视化视角融合

体育元素和国风盛景，体操姑娘们化身“月之

精灵”，带大家解锁绵延不绝的中秋浪漫……

网友们纷纷点赞：“戈壁滩惊现兵马俑，

壮阔雄伟，护万里河山，仿佛看见了一个复活

的军团。”“行走河南，读懂中国，又一场文化

饕餮！”

从人月两团圆，到家国共安康，河南卫视

深度探寻中华文明渊薮，创新使用 AI等现代

技术手段，延续国风大潮的审美风范，与古为

新，平稳输出，频频将中华民族的精神传承、

民族气概表达到极致，收获口碑与市场。

截至 9月 17日 12:00，河南卫视中秋奇妙

游全网阅读量超 76 亿，揽获多平台热搜榜

360 余个，首播当日收视率在 32 省级卫视栏

目中位列第一。

“不纠结、不拘泥，勇敢创新，文化传播者

才能找到方向。”《2024 中秋奇妙游》总导演

路红莉表示，中国节日系列之所以大获成功，

就在于依托传统文化勇敢“破圈”，坚持中国

传统底色，深挖中国民族文化，以世界人民都

喜爱的表达方式，不断寻找更有趣的创新视

角，赋予中国传统节日更深层次的意义。

漂洋过海的文化认同

中秋节期间，殷墟景区内身着商朝服饰

的“武丁”“妇好”及“商代子民”和游客一起祈

福，沉浸式欣赏甲骨文快闪舞蹈演出。

有很多外国游客也陶醉于中秋节的浓厚

氛围中，一名德国游客说，“中秋节是一个团

圆和思念的节日，通过这些活动和展览，我感

受到了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非常震撼。”

殷墟博物馆党总支书记、常务副馆长赵清

荣表示，“在世界范围内，中秋节对爱与和平的

追求，是一种超越时间、地域、民族的文化认同。”

国内外社交平台上，越来越多中国人身着

传统服饰和民族服饰在国外城市街头尽情表

演民族乐器、武术、太极拳……这些“街头艺术

家”，带动中国文化出口加速扩展新的路径。

“最中国的就是最世界的。文化传播者

有一种不约而同的自觉，就是坚持守住中国

传统文化的根，以平等姿态和创新视角，向世

界展现中华民族的美好情感、传统文化，促进

世界范围内的友好交流表达，这是一种真正

的文化开放与自信。”路红莉表示。

刘兰兰则认为，应加强对外传播话语体

系建设，用贴近性、本土化语言，寻找中西情

感共振点，讲好中国传统文化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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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 读 提 示
随着传统文化的不断传承与创新，文旅市场的不断丰富，文化认同跨越山海，越来越

多的中国节日、中国民俗走出国门，在当下有了新的注解。

沉浸式国风游火遍各地，中国节日系列成为“热搜常客”，传统节日习俗漂洋过海——

“花式”过中秋：跨越山海的文化认同

本报记者 成露 陶稳

9月 19日上午，2024北京文化论坛正式

开幕。在开幕式暨主论坛上，多位中外嘉宾

就加强文化传承、推动文化繁荣、深化文明

互鉴等议题致辞演讲，共议“深化文化交流

实现共同进步”的主题。当天下午，与会嘉

宾分 6路探访北京城市文化底蕴，感受中华

文化魅力。

在北京中轴线北延长线上的中国工艺

美术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记者现场

观摩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各个时期创作的“大

国匠作”，深入领略北京文化传承与发展的

丰硕成果。

在“文脉华滋——中国工艺美术基本陈

列”展馆，抬头看，展厅内一个采用天幕穹顶

空间设计和 AR 增强现实技术的“天工之

镜”将中国工艺美术的发展脉络徐徐展开，

以沉浸式的视听表达，诠释中华民族“天人

合一”的宇宙思想观念。

展厅前方，四件镇馆之宝依次排开，翡

翠山子《岱岳奇观》、翡翠花薰《含香聚瑞》、

翡翠提梁花篮《群芳揽胜》和翡翠插屏《四海

腾欢》流光溢彩，精妙绝伦。其体量之大，材

质之佳，构思之巧，技艺之精，堪称“四大翡

翠国宝”。参观者不时驻足欣赏、询问，细细

领略工艺之美、文化之魂。

在“天工开物”“大国匠作”“美好生活”

三个展览单元里，还有牙雕、玉雕、骨雕、贝

雕、漆器、金属工艺、织染绣、陶瓷、竹木工艺

等，瑰宝如云，匠心毕现。

作为北京中轴线上的“文化新地标”，中

国工艺美术馆自 2022 年 2 月开馆以来受到

游客欢迎，其中湘绣双面异绣“望月”等不少

展品成为“网红打卡点”。在刚刚过去的中

秋佳节，这里还推出“月满中秋节·相约非遗

馆”中秋主题系列活动，通过公益讲解、非遗

体验等，让更多参观者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深厚内涵。

现场不少嘉宾感叹“展品巧夺天工，令

人震撼”，是“把艺术创造力和中华文化价值

融合起来，把中华美学精神和当代审美追求

结合起来，激活中华文化生命力”的生动实

践。有的嘉宾表示以后也会带亲朋好友来

打卡，体验工艺美术和非遗文化融入日常生

活的时尚潮流。

北京市副市长谈绪祥表示，北京将不断

加强中轴线整体性、系统性保护，加强传承

利用，促进国际交流合作，用好北京中轴线

申遗成果，进一步推动老城整体保护，加强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

当天下午，记者跟随部分嘉宾还来到通

州。放眼望去，5A 级景区大运河文化旅游

景区风光秀美，浩浩水波倒映着新城崛起的

历史；北京城市图书馆、北京大运河博物馆、

北京艺术中心三大文化设施，成为市民游客

的热门打卡地和文化精神家园；曾经的老工

业区化身城市绿心公园，成为人们运动、漫

步、放松休闲的好去处。

在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南区，登上月岛

观景平台远眺，这里一河、两岸、六园、十八景

的整体布局，让游人仿佛置身自然之舟，水清

树秀，植被繁茂，舒适惬意。古时这里船只穿

梭，漕运繁忙的景象似乎也近在眼前。

在景区的柳荫广场，原创非遗口技节目

《运河声声》正在上演。寻常生活中的劳作

农具化身别致的乐器，碗碟作碟琴、船锚作

编钟、木桶木盆作鼓，结合北京特色京胡和

三弦，在通州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口技代表性

传承人冀勇模仿的鸡鸣狗吠中，运河人家的

生活图景徐徐展开。

由 144 个巨大的银杏叶擎起的北京城

市图书馆，外形方正灵巧，宛如一枚印章印

落于城市绿心的画卷之上。走进其中，宽敞

明亮又充满科技范儿的气息扑面而来。

正在图书馆阅览的董善喜，既是一位普

通读者，也是三大文化设施的参建者。他

说，2019年至 2022年，他曾几乎每天开着大

罐车把混凝土拉到这里，如今他有幸成为建

设成果的享受者，“休息时会和工友来这里

看看书，接受文化熏陶，看到这么好的阅读

环境，内心感到由衷的自豪和喜悦。”

紧邻大运河畔的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曾

经工厂云集，是东方化工厂等四座大型工

厂、128个小工厂和 3个自然村的所在地，如

今已经蜕变为绿意盎然的生态宝地。

公园利用传统文化二十四节气，建设了

24 个特色节气景观林窗，每个节气种植了

当季对应特色植物、植被，园区一年四季森

林景观各有意趣，吸引市民游客前来观景赏

花、运动休闲。为不忘火红年代的工业记

忆，公园内还保留了当年的东方化工厂部分

工业遗址，设置了厂区的微缩沙盘，还原厂

区厂貌，这里也成为展现中国工业文化的一

个重要窗口。

科技史、科技文化教学与研究学者戴吾

三，是本届北京文化论坛的受邀嘉宾，他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此次参观通州大运河沿

岸自然和人文景观最深刻的感受是，经过这

些年的精心治理和规划，大运河在现代元素

的加持下重现当年风光，这是文化遗产的活

化呈现和重新阐释，是一次更高层次的升华。

在 2024 北京文化论坛开幕式暨主论坛

上，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分管日常工作

的副校长（副院长）谢春涛在演讲中说，当文

化领域不断开掘新意、创造新品，从容大方

地展现中华历史之美、人文之美、时代之美，

这些文化成果不仅增强了中国人民的自信

自强，也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互鉴。

从容大方地展现历史之美人文之美时代之美
——2024北京文化论坛线路观摩活动见闻

本报记者 祝盼 毛浓曦

“回望历史，中秋节作为一个特殊的时间节点，跨越时间、

地域、民族、文化的阻隔，承载着大家共通的文化记忆与情感

认同。”陕西民俗专家，从事非遗保护工作 36年的西安市文化

遗产保护中心副主任王智告诉记者。

王智曾走访了陕西及全国 3000多个村落，调查寻访民间

艺人 5000 余人，为非遗博物馆收集实物 2 万余件，被誉为“陕

西非遗百科全书”。

王智从他收藏的两大篮子与中秋有关的民俗物件中拿出

一张硬纸画，“这是一张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西安户县农民

画，画的上半部分可以看到嫦娥、玉兔的形象，下半部分是一

大家人围坐着石榴树下赏月，桌上摆在各种糕点、瓜果等，大

人们环抱着孩子，指向天空，孩子们则顺着手指方向仰头看过

去。”王智认为，这张农民画生动传神再现了人们丰收的喜悦。

谈到中秋节庆祝丰收的传统，便离不开对于中秋节起源

的说法，综合各种观点，都离不开古代劳动人民对月亮和土地

的崇拜，包括古代帝王要冬祭天、夏祭地、春祭日、秋祭月。“因

为秋天一般是收获的季节，老百姓们靠天吃饭，则要拜月以祈

祷丰收。”王智说。

在我国古代，还有关于春社日和秋社日的说法，这两天与

春分和秋分基本接近，偶尔也会重合。以秋社日为例，秋社日

就在中秋节前后，今年恰好与中秋节重合。在古代农业社会，

春秋都会祭祀土地，土地被称为“社”，秋天祭祀土地的日子则

被称为秋社日，因为秋天要丰收了，人们感恩土地、回报土地，

所以这天也是农民们关于丰收的狂欢节，大家喝社酒、唱社

戏、分社肉、吃社糕……

“月亮爷，丈丈高，骑白马，带腰刀……扎个麻花嗞喽喽，

你一个，我一个，给念书娃娃留两个。”每年中秋，王智总喜欢

用陕西方言为大家吟唱这首关中民谣。吟唱完后，王智总会

提醒道，“这个民谣源于人们对月亮的崇拜，在关中地区，人们

一般将月亮称为‘月亮爷’，而中秋节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团圆

的节日。在古代，中秋节当天，孩子在外读书、赶考等无法回

来，也会给他们留一些月饼。”

朝鲜的“秋文节”，大家吃松饼，并且互赠亲朋好友，晚上

则赏月、玩拔河比赛、表演歌舞等；日本有“月圆节”，晚上全

家人聚在庭院，赏月、拜月、举行酒宴、庆贺丰收；还有越南的

“中秋节”、老挝的“月圆节”、柬埔寨的“拜月节”、泰国的“祈

月节”等，祭月、赏月、团聚吃月饼，期盼团圆美好的意涵都大

同小异。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古代文人

墨客们关于中秋的诗歌，背后也都包含着希望“圆满”的文

化心理。

“以上叙述中秋的团圆，是一种家庭内部的‘小团圆’，但

随着历史的发展，中秋节逐渐有了一种家国‘大团圆’的内涵，

这在如今海外华侨同胞那里体现得尤为明显。”

2017 年，在一个中秋晚会的节目里，王智讲述了中秋节

的其中一个典型符号——团圆馍，并以陕西方言说童谣《月

亮爷》。之后，多位海外华侨打来电话，大家向他述说着感

动，述说着对祖国的思念和热爱。在王智看来，那一刻，这

种情思以中秋节的一轮圆月为纽带，家国情怀被体现得淋

漓尽致。

此外，对于中秋节背后的文化心理和家国情怀，王智给出

了更多解释，古人中秋拜月，蟾宫折桂这个成语也很有深意，

一方面古代科举制度的乡试在中秋前后举行，另外蟾蜍本身

就是一个关于月亮的符号象征，折桂是指科举考试高中。之

所以会有这个词，不仅因为科举考试的乡试在 8月中旬，更是

古代的学子期盼从此刻开始，高中举人，一步步踏上为国效力

之路，实现自己的远大理想抱负。

有传说月饼是唐朝军队的祝捷食品，八月十五日唐军凯

旋，唐皇将月饼赏赐给将士，并指着一轮明月说“应将胡饼邀

蟾蜍”；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陕西蓝田《吕氏乡约》习

俗，规定中秋节祭祖不仅要祭自己的祖先，还要祭祀别人祖

先，这里面既包括中国的礼仪文化，又是中华民族同宗同源的

体现。

中秋节承载的情感与文化记忆
——专访陕西民俗专家王智

全国职工书法名家邀请展开展

本报讯 日前，“墨舞舒乡·东乡区总工会庆祝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七十五周年全国职工书法名家邀请展”在“中国书法

之乡”江西省抚州市东乡区开展。

据了解，东乡区于 2012 年被中国文联授予“中国书法之

乡”称号。该区十分注重在干部职工以及中小学生群体中开

展传统书法的教育、普及。全区形成了浓厚的书法文化氛

围。截至目前，全区拥有 13 名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近百名

江西省书法家协会会员。

这次邀请展的 50余名书法家来自全国各行各业、各级工

会组织，展出作品兼具篆、隶、行、楷、草诸体。

今年的邀请展是继“喜迎二十大”之后的东乡区总工会组

织的第二次主题书法邀请展。据悉，东乡区总工会将配合全

国重大活动或节庆，不定期推出书法邀请展，力争把这一活动

打造成东乡书法又一张亮丽的文化名片。 （陈春华）

工作人员在论坛上与非遗北京绢人合
影留念。 本报记者 蔚可任 摄

北京文化论坛线路三的嘉宾在利亚德集团“科技体验中心”感受元宇宙体验舱。
本报记者 蔚可任 摄

在建业电影小镇，游客们体验中秋国风
大巡游。

在地坑院的非遗市集现场，游客在花车摊位体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韵味。

“旅游+演出”持续升温，接待观众约 1300万人次，拉动消费超百亿元

广西营业性演出市场全面恢复
本报讯（记者庞慧敏 通讯员陈永霜）9 月 18 日，记者从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获悉，今年以来，广西营业性演

出市场全面恢复、供需两旺，人气足、热点多、关注度高，综合

带动效应显著增强。

据统计，今年 1 月~8 月，广西共举办营业性演出 5.65 万

场，其中涉外演出 1.67 万场，内地艺人演出 3.98 万场，相比

2019 年同期分别增长 37.9%、25.3%；共接待观众约 1300 万人

次，实现票房收入 26.51亿元，拉动消费 106.04亿元，同比分别

增长 33.1%、36.7%、41.5%。其中，举办大型演唱会、音乐节 48
场，共接待观众 161.7万人次，实现票房收入 6.12亿元，拉动经

济 41.63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9.7%、38.6%、47.2%。

随着演出场次、观演人数、票房收入和经济拉动等数据全

面跃升，跨城观演、热点关注、明星咨询已成为一种常态。同

时，旅游演出持续升温，热度不减，成了一种新风尚。2023
年，在旅游演出活跃度方面，广西排在全国第 10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