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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中秋，又迎一轮明月。
中秋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是海峡两岸

及港澳地区全体中国人盼团圆、同欢聚的时
刻。正所谓“月到中秋分外明”，唯有在这个夜
晚，在包括港澳台同胞在内的亿万中国人心
中，天上那轮明月，才有了跨越时空的温情。
不管身处何地，中秋这天，面对共同的皓月，
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和大陆同胞一样，都会许
下幸福的期盼。月圆人圆，是天涯海角每一个
炎黄子孙的心愿。

港澳台地区素来就有欢度中秋佳节的浓厚
文化氛围。以往每到中秋，香港各大公园里彩
灯璀璨，“蟾宫玉兔”“蟠龙献瑞”等大型彩灯
造型都透出浓浓的中华传统文化气息，香港市
民提前买好月饼，等待团圆之夜与家人分享；
在澳门，烟花、彩灯、展演让这座小城活力无限，
生机勃勃，展现澳门创新和多元融合的气质；在
台湾，拜月娘、博饼、吃柚子、烤肉……不少人一
边欣赏着皎洁的月光，一边背诵着“床前明月光，
疑是地上霜”“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露从今
夜白，月是故乡明”的诗句。

中秋节，寓含着无限美好。中华民族基因
血脉中对人与自然、人与人、家国与天下和平
圆满的愿景，共同的美好向往，共同的文化情
愫，共同的民族记忆，这一天在两岸四地同胞
身上激起深深共鸣。虽然习俗上会有些许差
异，但大家对传承中华文化的信念没有变，对
家的认同和团圆的期待没有变。

今年由于新冠肺炎疫情，两岸及港澳地区
线下的庆中秋活动无法像过去那样盛大热闹，
有些家庭成员分隔多地，无法团聚。但距离并
不能隔断亲情，疫情也无法阻断交流。在科技
手段的支持下，大家无论置身何地，都可以通
过手机视频等方式连线，在云端“团圆”，共赏
明月，共叙亲情。这也正是“青山一道同云
雨，明月何曾是两乡”的真实写照。

中国人历来以圆为美。幸福、圆满、团
聚，是两岸四地中国人内心最热切的期待。习
俗小异，不碍我们共享同一轮和平团圆月。血
脉亲情，让我们彼此的心贴得更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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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月千里寄相思
本报记者 汪灵犀

天上月圆，人间团圆。有中国人的地

方，八月十五的月亮格外圆。对于港澳台

同胞来说，中秋当然也是个大节日。秋天

的丰收、月亮的圆满、月光朦胧的意境，

满足中国人的生活和审美追求。这不，中

秋未到，月饼、赏月、烟花、舞火龙、文

旦、烤肉等话题早就热起来了。

不同的社会民俗，反映出港澳台地区

不同的地域特色。相同的团圆期盼，则蕴

含着中华民族共同的基因血脉和文化传

承。中秋将至，港澳台同胞用不同的方式

赏月抒怀，祈求幸福。

中华民族是一个热爱团圆的民族，几乎所有民俗文
化的节日、传说、故事、仪典，大都寓意对团圆的美好
向往，而中秋圆月，更是将此表现得淋漓尽致。

台湾民众对月亮崇拜至极，习称其为“月娘妈”。中
秋之夜，人们要在月光照泻到的阳台、庭院摆上桌几，
陈上各式月饼、时令水果等敬奉“月娘妈”，以表达对月
亮造福人类的感恩，并沐受“月娘妈”的祥辉。

岛内赏月佳地，第一个想到的自然是大名鼎鼎的日
月潭。据说每当夕阳西下、新月东升之际，日光月影便

会相映成趣，尤其在中秋之夜，明月高悬天空，映入潭
内形成日月双影，清晰如画，幽美无与伦比。

浪漫的香港维多利亚港湾，则呈现一番不同美景。
中秋之夜，周边高楼灯光多配合天上明月而降低亮度，
港湾更显静谧优美。夜深时分，人潮渐渐散去，却有人
仍在港湾旁流连忘返，随意躺下赏月，享受海风轻拂。

无论身处何方，抬头仰望，都可见天上美丽的月辉
如泻，盈盈圆满，她不分天涯海角，抚慰着每一个中华
儿女的心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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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火龙，是香港中秋最富特色的传统习俗，也是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从每年农历八月十四晚起，
铜锣湾大坑地区就一连3晚举行盛大的舞火龙活动。

火龙长近70米，用珍珠草扎成32节的龙身，插满长
寿香。盛会之夜，大街小巷里蜿蜒起伏的火龙在灯光与
鼓音下欢腾起舞，共同祈求健康与繁荣。舞毕，火龙身
上的线香将分派给围观者，据说取得线香的人会交好运。

澳门的中秋之夜则被玉兔彩灯点亮，温馨美丽。据
传，兔仔灯民俗兴于唐朝，人们把兔子视为吉祥之物，
兔仔灯所照之处，就意味着把吉祥和好运送到了那儿，
来年五谷丰登、人畜兴旺。

今年难得国庆与中秋同日，澳门将举办系列文化活
动，包括大型民族舞剧 《醒·狮》，邀请名家于澳门音乐
节上演绎琵琶作品 《春江花月夜》、古筝名曲 《渔舟唱

晚》等，与市民游客喜迎国庆、共度中秋。
“中秋白露味甜香。”在台湾，吃柚子已成中秋节必

不可少的环节。因此时恰逢柚子果熟，又有“佑子”谐
音，蕴意吉祥，闽台地区都爱借此讨个好彩头。中秋节
吃柚子，可不能简单一剖两半了事，柚子皮要剥成花瓣
一样的形状，给小朋友做成帽子，因为要“佑子”嘛。
手巧的人还会在柚子皮上作画，或是把柚子做成吉祥可
爱的造型，祈盼阖家幸福平安。

除了吃柚子，台湾民众中秋还爱吃烤肉。月饼、烤
肉、柚子被称为台湾“中秋三宝”。不过近年来，放天灯
也逐渐成为岛内民众祈福的形式之一。原本只能在每年
元宵节看到的平溪天灯节温暖景象，这两年在中秋节也
能看得到。灯光熄灭，屏住呼吸，一声令下，上百盏写满祝
福的月亮天灯，冉冉升起，集体飞向天空，祈求平安幸福。

一场意外的疫情，给今年中秋带来了很多变化。香
港刚刚摆脱第三波疫情，这其中少不了内地支援队的贡
献。“感恩有您！”是日前香港市民在欢送内地核酸检测
支援队时打出的横幅。

在欢送仪式上，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向内地
支援队总领队李大川颁授写有“不辞劳苦援港抗疫”字
样的纪念银碟，在赠送队员的纪念品中，贴心地准备了
香港生产的月饼和明信片。既是表达感恩，也是期盼家
国昌顺、和和美美。

本地疫情清零超过4个月的澳门将全面重启旅业，本
周恢复办理内地居民赴澳签注。由中秋节打头的“十一
国庆黄金周”，成为旅游业界翘首以待的一道曙光。为迎
接这个长达八日的小长假，澳门业界紧锣密鼓做足准
备，希望届时丁旺财旺，让澳门重现生机。

“天上一个月亮，水里一个月亮。看月亮，思故乡。
一个在水里，一个在天上。”这是海峡两岸词曲作家共同
创作的一首歌曲，游子怀念故乡，语言质朴、真挚、感
人。今年受疫情影响，海峡两岸则是“视频这边一个月
亮，视频那边一个月亮。”台湾民众通过视频连线的形
式，和大陆乡亲同庆中秋。

日前，以“两岸客家亲中华心连心”为主题的 2020
年海峡客家中秋文艺晚会在两岸同时上演，300多位客家
乡亲通过视频连线的形式联袂演出。

当客家童谣 《月光光》 响起，乡情亲情在海峡两岸
浓聚，两岸亲人盼望祖国和谐统一的美好心愿，眷念祖
国的无限深情，抒发得淋漓尽致。“在节目中有拜月仪
式，希望人团圆，相亲相爱，心连心。”一名晚会演职人
员动情地说。

月饼，是中秋佳节当仁不让的“主
角”。细腻绵柔的广式莲蓉、清甜可口的玫
瑰豆沙、奇思妙想的鲜肉咖喱……一枚枚
金黄的月饼，既满足了大江南北食客的味
蕾，也寄托着中华儿女对团圆美满的期
盼。港澳台地区的月饼各具特色，背后更
有值得说道的故事。

港式月饼：好事成双

广式双黄白莲蓉月饼，是香港月饼的
“招牌”。双黄白莲蓉月饼的精髓在于莲蓉，

月饼净重5两，其中莲蓉3两半、蛋黄7钱、饼
皮8钱。月饼的饼皮薄柔软且均匀，馅料为纯
莲蓉，口感滑腻，有莲子的清香。两个咸鸭蛋
黄整齐摆在莲蓉当中，寓意“好事成双”“人
月两圆”，承载着港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香港的老师傅每年开工前，都有“开
炉仪式”，祈求一枚“天时地利人和”的好
月饼。天时指当年的莲子、糖水和面粉的
质地；地利是看烤月饼的火候；人和则是
指师傅包月饼的水平。只有这三样都具
备，才能做出色香味俱全的好月饼。

澳门月饼：手工传承

澳门的月饼素以工艺传统、质量优良，
深孚内地民众喜爱。有几家开了半个多世纪
的老店，一直坚守着手工广式月饼的老技
艺，“凤凰饼家”便是其一。店主何伟光 1968
年开店，当时是澳门手工月饼最火的时候。
莲蓉蛋黄、五仁咸肉，还有少见的玫瑰黑豆
沙，如今店里各色月饼口味依旧一应俱全。

每当临近中秋，店主便在临街柜台支
起几个烤盘，摆出当天烤制的手工月饼。
玫瑰黑豆沙卖得最快，蛋黄金腿月饼也颇
具特色，一口咬下去，砂糖被牙齿磨得脆
响，舌头能清楚地分辨出南瓜子、杏仁、榛

子、玫瑰、火腿和咸蛋黄的味道，满口生香。

台式月饼：守正创新

台湾的月饼制作除受到大陆影响外，
还结合了其他地方的特点。如百年老店陈
允宝泉的月饼就融合了日本糕点烘焙技
法，口感绵密、入口即化。

除了传统的绿豆、红豆馅，近些年肉
馅也在台湾流行起来，咖喱馅、香菇卤肉
馅和卤肉馅等月饼大受欢迎。不过，无论
月饼口味如何创新，中秋吃月饼的习俗却
是不变的。家家户户在香案上摆上月饼，
祈求阖家平安，这份月饼吃的不仅是味
道，更是亲情。

月饼承载

记忆与情感
雷 蕾

左上图：澳门艺术家精心设计数只巨型兔仔花
灯，迎接中秋到来。 （澳门特区新闻局供图）

左中图：台湾民众在中秋之夜点亮天灯，放飞
平安祈福。 （资料图片）

左下图：“大坑舞火龙”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每年中秋节期间会在香港大坑社区登场。
（资料图片）

下图：台湾弘文中学学生创意彩绘柚子，迎接
中秋节到来。 林佩均摄

（未标注图片均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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