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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自黑龙江省佳木斯市，现就读于齐齐哈尔大
学。今年，我收到同学们的邀约，结伴来到了一个历
史悠久的少数民族村落——齐齐哈尔市哈拉新村，也
被称作“达斡尔族第一村”，通过体验民族风情度过不
一样的中秋佳节。

从市区坐城市公交，大约半个小时就来到了哈拉
新村的村口广场。一抬头便看到矗立着的达斡尔英
雄莫日根雕像，村民们在广场上唱着高亢奔放的“扎
恩得勒”歌曲，跳着欢快活泼的“哈克麦乐”舞蹈，向来
往的游客展示着达斡尔族的历史文化。

一路走、一路看，从村口广场步行至民宿一条街
仅需5分钟，里面还不时传出歌舞声和欢笑声，四面八
方的游客趁着中秋佳节和家人相聚在这里，感受着独
特的民族风情。我也频频用镜头记录下周边美丽的
自然风景和人文景观，分享给远方的家人。

“小姑娘，你们是游客吧？来尝尝咱小院自己种
的沙棘果，酸中带甜，不管你们要钱。”游览途中，一位
身着达斡尔族节日服装的大娘热情地向我们招手，交

谈中还教我们学唱本地的传统歌曲。一唱起歌，大娘
眼睛立即亮了起来，还随着曲调扭动起身子。

清风和煦，阳光拂面。和同学们漫步到民族风
情园，在“勒勒车”造型的亭子里，一边品尝民族
特色美食柳蒿芽月饼，一边聊起学校里发生的趣
事，十分惬意。

在村里的民俗体验馆里，我体验了“围鹿棋”，
还学会了制作当地的“哈尼卡”纸偶，听说这是达
斡尔族小女孩喜爱的玩具，有人把它称作“东方芭
比娃娃”。我亲手做了一套纸偶，准备在国庆节假期
回家送给家人。

这里不仅有民族风景，还有许多现代化元素。从
儿童乐园到太空舱酒店、从民谣酒吧到咖啡营地……
集民俗体验、休闲娱乐、亲子互动于一体的旅游业态
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今年的中秋假期因旅
行更加丰富多彩，也感谢哈拉新村能让我们体验到如
此独特的民族风情。

（本报记者 郭晓龙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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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土生土长的临汾人，现在在北京读研究
生。有句话说“五千年文明看山西”，在山西，有
太多文化瑰宝等着我们去发现、感知和探索。之前
我去过大同市的云冈石窟和悬空寺，感受到一种意
蕴宏大的美。但我并不了解小西天景区，直到最近
国产游戏 《黑神话：悟空》 爆火，看到网络上的照
片和视频，我才知道原来家乡还有这样震撼人心的
古建筑。今年中秋刚回家，就马上去临汾隰县小西
天打卡。

小西天又叫千佛庵，有“中国悬塑艺术博物
馆”的美誉。踏入最知名的大雄宝殿，不到 170 平
方米的空间内容纳有 5 尊佛像和近 2000 尊塑像，大
的佛像有 3 米多高，小的悬塑只有拇指大小。佛像
和雕塑形态各异，精美细致，展示出一个微型的
传说中的世界，因此得名“小西天”。我驻足欣赏
了 半 小 时 ， 从 房 顶 、 悬 梁 到 墙 壁 ， 都 雕 满 了 塑
像。每个塑像仔细观察还有一些小字，描述着不

同的佛教故事。站在宝殿里只觉得时间停滞，宁
静悠远。

近些年，我也能感受到家乡越来越重视古建筑
的保护和宣传。小西天从明代建成到现在已有近400
年的历史，仍然保存完好。虽然位置有些偏远，但
景区的设施建设、导游服务和文创产品开发都不
错。在景区附近用餐时，听当地一位叔叔介绍，往
常这里游客很少，由于游戏中还原了小西天的古建
场景，很多游客近期慕名而来，人流量是往常的两
三倍；离这里不远的蒲县东岳庙、洪洞广胜寺飞虹
塔也很值得一去。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对于我们学生来说，中
秋小长假既要和家人团聚，也要去不同地方走走看
看，接受历史文化的滋养。下个假期，我计划去山
西朔州的应县木塔和忻州的雁门关看看，继续在历
史的沉淀中探寻山西古建的美。

（吕九海采访整理）

我 在 天 津 出 生 长 大 ，
目前是一名城市作家和策
展人。这几年，天津市的
文旅热度持续上升，从早
晨到夜间，从古文化街到
意式风情区，从摩天轮到
解放桥，越来越多的年轻
人在这座城市的河畔、街
道“漫游”，探索这座河海
通津、中西合璧的城市。
文旅热带火了我的家乡，
也让我的这个中秋节有了
别样的意义。

今年中秋节假期，正
好赶上 2024 中国文化旅游
产业博览会在天津举办。
作为一名文化工作者，自
然要去现场看看，深入了
解各地推出的热门文旅项
目，也为本地文旅场景的
推陈出新汲取养分、寻找
灵感。

“旅博会”期间，主办
方推出一项名为“城市漫
游计划”的活动，以城市
休闲、宝藏美食、人物生
活 、 文 化 艺 术 、 山 野 风
光、非遗文创等不同类别
的优质内容打开全新维度
的文旅主题交互场景。巧
合的是，近期我主创的新
书 《东游绘：河东工业文
明漫游写生》 也出版了，
这 本 书 也 是 以 “ 城 市 漫

游”为主题，将海河东岸工业文明的深厚历
史与文化传承发展的最新实践，实体化、场
景化、故事化地呈现出来。

在我看来，中秋节的关键词是“团圆”
和“家庭”。我也切身体会到，这些年来，越来越
多的家庭注重搜集家族历史，越来越多的地方
关注本地历史文化资源的传承与实践。因此，
无论是写作还是策展，或是做阅读推广等公益
活动，我都努力以个体、家庭的视角进行切入，
努力让这些文化活动更具“人情味儿”，用小家
的变化勾勒出城市的变迁。

今年的中秋节与往年不同，月饼包装越
来越回归普通，亲朋聚会越来越注重务实。
我每天忙碌于创作和各种文化项目的落地，
与家人在一起的时光总是很短，但家的温馨
却无处不在。年已 85岁的老父亲，第一次来
到我在棉 3创意街区打造的“百部书房”，一
家人美美地吃了一顿团圆饭；我与妻子和双
胞胎女儿，还拍摄了一组家庭写真照，一家
人定格下团圆的瞬间，不失为这个佳节美好
的点缀。

（本报记者 李家鼎采访整理）

我今年35岁，家住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莪山畲族
乡，是一个土生土长的畲家儿郎，也是一个从业 10年
的民宿老板。

今年中秋，我和太太与民宿里的客人一块儿过的。
客人们从全国各地来，为了让他们更好地体验畲乡风
情，我专门请来了畲族彩带非遗传承人钟杏秀，为大家
展示畲族传承了上千年的彩带工艺。客人们对彩带上
各式各样的符号感到好奇，我耐心地为他们讲解。

我们也一起吃了当地美食——炒龙须和乌米
饭。对于畲民来说，炒龙须和乌米饭里有家的味道，
每到团圆时刻，这两道菜是必不可少的。肉末、豆腐
干、辣椒丝、葱段、浸满鸡汁的龙须面……这些简单的
食材组合在一起，再配合多种香料，味道鲜美、香气扑
鼻。客人们吃得别提多香了。

窗外，一个身着红衣的畲族小女孩正在院子里荡
秋千。我跟客人们讲起以前的故事。从前，畲民过中秋
是要“荡秋千”的，不过那个“秋千”要荡起来，难度系数
可高些。那秋千轨道呈环形，畲民们会相互比赛，荡得

越高，就越显得英勇，也就更有机会获得女孩的芳心。
吃完饭，我带着客人们在院子里学唱畲歌。他们

都说，这是自己过得最难忘的一个中秋。小时候总是
听爷爷奶奶唱畲歌，耳濡目染间我就学会了。开办民
宿之后，我和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组建了一支畲歌乐
队，很快就打响了名气。每年的畲乡盛会“三月三”
上，可少不了我们这支乐队的身影。

说实话，小时候的我也不知道，原来中秋还能这
样过。曾经，莪山与外界的交通仅仅依靠一条山哈古
道，在外工作的年轻人要是想回家过个中秋，常常得
走几个小时的山路。而现在，莪山通了电，修了公路，
还引进了漂流、滑翔伞这些项目。环境也是越来越好
了，游人渐渐多起来了。每到节假日，我的民宿基本
上都是满房的状态。畲民的生活是越来越美满。

站在35岁的当口回望，我一点也不后悔当初回家
开办民宿的决定。未来，我想继续以我的民宿为媒
介，把畲乡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

（本报记者 刘军国采访整理）

今年是我攻读硕士学位的第一年，相比以往，
时间似乎更紧张了。今年中秋节，我第一次在一个
离家很远的城市度过，如何让假期充实起来？我选
择在学校所在地——甘肃兰州，来一次“City Walk

（城市漫步） ”。
中秋假期期间，节日氛围最浓厚的就是中山桥

和兰州老街。中山桥这座横跨黄河的钢铁巨龙，在
中秋之夜更显古朴与庄重。远望，黄河水悠悠流
淌，仿佛也在为团圆佳节增添柔情与诗意；桥下，
售卖玉兔灯笼、兔耳朵发箍的叫卖声不断。戴上发
箍，提上小灯笼，在这座底蕴深厚的老城里拍一张
照片，我似乎离悠久的历史更近了一些。传统文艺
在传统节日的烘托下，显得更加有魅力。在兰州老
街等地方，有放河灯、火壶表演等，这些传统民俗
和非遗展示，让我流连忘返。

传统文化和当代文创，也在中秋佳节“相遇”。
我所在的兰州大学，今年又推出了 20 多种文创月

饼，把学校历史、兰州文化和甘肃特色融合到一块
块精美的月饼上，甚至连甘肃彩陶文化也成了月饼
的创意来源。一份月饼，内涵丰富，我也买了一
些，把这份祝福寄给了远方的父母和亲朋。

我的专业领域是草地农业科技，假期前，为了
更了解甘肃当地农牧民的生活状况，我前往酒泉、
庆阳、定西等多地入户调研。从他们迎接节日的准
备中，我深刻感受到，在国家的惠农政策支持下，
农牧民不仅生活条件改善了，当地的发展和精神文
明建设水平也提高了很多。

这个假期，我还和此前联系过的农牧民打了通
电话，他们向我展示五颜六色的月饼，并感叹道：

“以前过节月饼都得省着吃，现在啥口味的都有了，
日子真是越来越好了啊。”听到这些话，我的心里很
开心，也坚定了我继续努力的决心。我要好好学
习，在未来发挥自己所长，为国家、社会作贡献。

（本报记者 宋朝军采访整理）

我目前担任河北省
唐山市路北区机场路街
道祥富里社区党总支书
记。中秋节前，我就开始
盘算节日怎样过。

我发现今年市面上
月饼口味多种多样，除
了传统的豆沙、黑芝麻、
五仁等口味外，还有很
多创新口味的月饼，如
冰淇淋月饼、巧克力月
饼等，但老味道老字号
月饼依旧热销。而且我
还发现今年月饼的包装
刮起“简约风”，月饼分量

“瘦身”，包装盒也轻便
了，更加实惠。

以往的节假日，甚至
是除夕夜，我经常坚守在
工作岗位，很少与家人团
聚。今年最高兴的事莫
过于公婆搬进了新房，中
秋 节 就 在 新 房 子 里 团
聚。他们年龄大了，腿脚
不利索。这次中秋我就
留在家里当主厨，做一顿
丰盛晚宴。

做饭时，公婆围在
我身边帮我干这干那，
家里饭菜香味与欢声笑
语交织在一起，满满的
幸福感。这一刻，仿佛
回到小时候，一家人分
切一块月饼，每个人都
细细品尝，那时的味道
令我回味至今。

作为一名社区书记，我有两个“家”，每
年的中秋节，在小家享受亲情，在社区大家
庭感受温暖。中秋节前夕，社区共建单位与
居民们一起制作月饼，和面、包馅……大家
齐动手，一起感受社区大家庭的温暖。我带
领伙伴们将自制的月饼送到孤寡老人赵阿
姨家里。她老伴和女儿相继离世，为消除赵
阿姨的孤独感，我们带上节日祝福与慰问
品，和她一起欢度中秋，陪她唠嗑，帮她搞卫
生、做家务。阿姨激动地说，“你们就是我的
家人。”

今年中秋节假期，我还带全家人到唐
山景点河头老街游玩。近几年，唐山的旅
游产业发生了很大变化，家门口多了既好看
又好玩的景点：河头老街、培仁历史文化街
区……灯火辉煌的河头老街，吸引了许多
慕名而来的远方客人，大家一同感受传统
节日氛围。作为唐山人，看到家乡日新月
异的变化，我特别自豪。

（本报记者 张腾扬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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