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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中秋节，公款送礼消歇，天

价月饼绝迹，奢华晚会停办。风清气

正，这个中国人传统的美好节日回归

到了亲友团圆、合家欢乐的本质含义。

那么我们又能从节俭和团圆的中秋节

中品味出什么新的内涵呢？

别样的

萧放说，自古以来，中秋具有
多种文化含义，比如思亲、思故
人、回味历史以及与自然对话等。

南京大学副教授胡小武强调，
我们今天可以借节俭过中秋之机，
重新挖掘传统文化，引申出更大的
人文关怀和参与方式，“除了家庭
享天伦的赏月，还可以增加一些东
西，比如扩展范围的赏月，社区、
村落集会性质的聚餐等。”他指出，
在古代，中秋节大家一边赏月，一边
吟诗、诵词、品酒，切磋技艺，文化活
动很丰富多样，现当代这种文化的
东西渐渐消失了，“我们现在也可以
在城市的社区广场，大家共同品诗
赏月，排演一些小节目，举办社区晚会，以便重建社区关系，在更
大范围里团聚、交流感情。这也是一种城市文化，现在需要的是落

到实处并且有新意，传达正能量和
积极的东西。”

胡小武说，在农村越来越“空
心化”、“离散化”的情况下，应
该借特定节日重建一种文化归属
感；而城市人始终处于忙碌焦虑状
态，也应该借节日提升城市居民的
幸福感，并且由此强化、回归古代
的文化风尚和品格。“中国人在这
样一个快速发展的时代，特别需要
民族传统节日和假日，用来舒缓感

情，重新思考生活的真谛，让自己‘慢下来’，填补自己生活的
不足，找到更好的生活空间。”

随着中秋节的到来，月

饼纷纷上市，进入消费高峰

期。不过，媒体的报道显

示，在节俭过节的倡导下，

今年的中秋食品主打亲民路

线，月饼洗尽铅华“素”颜

面世，晚会“瘦身”朴素登

场，市民纷纷叫好：减去了

繁文缛节，中秋节正在回归

轻松、温情的本质。

每逢中秋佳节，亲友之

间互致礼物和问候原本也是

人之常情，一家人在院中团

聚赏月的恬淡画面成就了多

少人的记忆中最温情的一

页。但不知什么时候起，节

日礼物逐渐变了味，在精

美、大气、上档次上大做文

章，一些外表华丽但没多大

用处的虚礼大行其道，更有

甚者，出现了一些“天价月

饼”，在豪华的包装盒里，

红酒、玉器、高档工艺品甚

至黄金白银是主角，真正的

月饼倒成了配角。古人有

“买椟还珠”的寓言，到了

“天价月饼”这里，月饼之

“椟”还真是贵过了其中之

“珠”，人们不禁要问，这么

豪华的月饼，到底是吃月饼

还是吃包装，到底是买月饼

还是买其附属物？提着动辄

数千元乃至上万元的月饼送

礼，到底送出的是亲情和节

日问候，还是别有所图？而吃着这样的不厌其精的月

饼，还能找回昔日一家人赏月分饼的浓浓情意吗？正因

如此，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天价月饼”有违节日本

意，既“敬而远之”又深恶痛绝。

可喜的是，中央自去年颁布改进作风“八项规定”

后，在中秋节到来前又及时提出要坚决刹住中秋节、国

庆节公款送月饼送节礼、公款吃喝和奢侈浪费等不正之

风。在禁令面前，以往备受追捧的“高端月饼”“跌入

广寒宫”，今年在售的月饼和其他中秋礼物，无论从包

装、价格还是材料本身来看，都悄悄放下了“身段”，

“大单”少了，零售多了，内容实在，价格也公道，吃

着这样的月饼，消费者笑了，心气也顺畅了。同期“瘦

身”的当然不只是月饼，比如中秋晚会等众多与节日有

关的活动，也纷纷刮起了节俭风，真正为营造欢乐祥

和、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而做出努力。

节俭的做法，也得到了民众的真心拥护，不少人表

示，过中秋吃月饼，自己随便买点就够了，不需要太

多，不让送礼正好给很多人解了围。可见，不论中秋节

怎么过，在哪里过，都不能脱离温情的本质，少一些物

质的浮华，多一点亲友间的真情沟通，节日变得更加纯

粹，人也才会真正轻松、开心。

美好的情怀

节俭更注重中秋的情感内涵

近年来，月饼不但单个分装，而且越
来越小。近日走访商场，记者发现，今年
月饼似乎更小了，过去大多每只 +)* 克上
下，而今 +** 克、/* 克成为主流，0* 克

的、 )1 克
的也不少。
各 式 礼 盒
大都在 )**

元 以 下 ，
包装朴素。
看 来 ， 商
家 也 顺 应
了 节 俭 过
中 秋 的 清
风 ， 适 时
做 出 了 调
整 。 月 饼
脱去了华而不实的外衣，真
正回归到它象征团圆、寄托
亲情的传统意味。

专家们认为，奢华过节、“天价”月
饼从深层意义上伤害了传统节日，污染了
节日文化，扭曲了民俗民风。

李汉秋说，中国人讲天人合一，从月
圆升华到人的团圆。中华文化是注重人伦
情感、天伦之乐，注重亲情友情乡情的，

团圆是中秋节亘古不变的、最为重要的含
义。“许多作家写回忆文章，并不以月饼
是不是高级、馅儿多么金贵为主，而是以
月饼的制作、传递、分享以及馈赠中的亲
情、友情和赏月、团圆时的温馨为主要内
容，这才是永久的、有价值的东西。”
“事实上，家庭内部、朋友之间的关

爱，对弱势群体进行帮助，都是中秋节的
内容。我们的中秋节很
长时间以来却背离了这
个根本，庸俗化、商业
化，伤害了节日本身的
文化含义。”萧放说。
他认为，“传统的中秋
节是讲求人情的，亲友
们一起吃顿饭，走动一
下，互相带点礼物，都
是人之常情，这就是节
日的氛围，也是生活中
的幸福滋味。”他认为，

也可以借这个团圆节增加家庭的凝聚力，
“社会上近年来发生的一些暴力事件，肇事
者都是冷漠、无情的，而要从根本上培养
亲情，让他感觉到自己作为家庭一员的起
码的责任感，应该通过一定的教育，中秋
节就是这样一个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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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展中秋新的节日内涵

前几天收到一个快递，一个普普通通的快递专用
纸箱，里面整整齐齐、满满当当码放着 )* 个每个都

只有一个塑胶袋包装的云腿月饼。
我不但实实在在地品尝到
了自己喜爱的节日美食，

而且体会到了发快
递的朋友对我亲人

般的真挚感
情。

这是人
情之美，也
是节俭的力
量。

节俭，
如今正成为
席卷全国的
一股清风。

日前，
中共中央领导和有关部门在两周内 0 次发出关于中
秋、国庆期间不得公款请客送礼的禁令，表明了中央
对贯彻“八项规定”，坚
决刹住公款送礼、公款
吃喝、公款旅游和奢侈
浪费等不正之风，过一
个风清气正的中秋节、
国庆节的决心。

奢侈并非中秋节应有之义
以赏月为中心节俗的

中秋节出现在唐宋时期，
明清时已上升为民俗大
节。中秋节还是秋季时令
习俗的综合，除了我们现
在普遍奉行的赏月、吃月
饼、家人亲友吃团圆饭之
外，全国各地各民族还有
烧斗香、舞火龙、卖兔儿
爷以及丰收后的“秋尝”、
求子、结账等。

那么传统上中秋节是
一个奢华的还是节俭的节
日呢？

据一些史书记载，唐
代百姓在中秋节摆设大香
案拜月，供品有圆饼、西

瓜、苹果、葡萄等，西瓜还要特意切成
莲花状，可见这类消费虽然物品丰富但
消费并不高；宋代 《东京梦华录》 记
载：“中秋夜，贵家结饰台榭，民间争
占酒楼玩月。”过节时经济条件较好的
人家把自家亭台楼阁装饰一下，普通百
姓去饭馆吃饭、赏月，都是正常的节日
消费；南宋中秋节活动较为丰富：“是
夕，人家有赏月之举，或携湖海，沿游
彻晓。苏堤之上，联袂踏歌，无异白
日。并在江上施放万盏‘小点红’（小
羊皮灯），灿如繁星，十分可观。”这是
一番节日狂欢的情景，唯有万盏小羊皮
灯数目夸张些，但并不给人豪奢竞富之

感，只令人感到风雅之美，况且在传统
农业社会，羊皮并非难得之物，这一活
动还寄托了祈福怀人的心愿。

至于历来在中秋节扮演重要角色的
月饼，无非面、糖、油、果仁，至多加
入火腿、肉丝、蛋黄之类，虽然古代的
月饼有时做得比较大，据说清代后期的
北京名牌“致美斋”月饼直径超过一
尺，主要为了亲友团圆聚会时，按照人
数切开分食，但即使这些原料再名贵，
也绝不可能达到前些年的“天价”。

看来，虽然中秋节是中华民族的第
二大节日，自古以来奢华靡费却并非中
秋节的题中应有之义。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国际亚细亚民
俗学会中方会长萧放认为，在普通百姓
当中，过中秋节本没有奢华和节俭之
分，“现在中央提倡节俭过中秋、国
庆，是希望把公权力管住”。他说，我
国春秋时的先贤管子就开始十分明了
“上行则下效”的威力，这个道理古往
今来是一样的，“只要政府官员做出表
率，民间自然就会跟着改变，社会风气
就正了。

全国政协委员、文史研究专家李汉
秋说，节日过得是否精采，并不能以物
质衡量，奢华不是本质所在。现在中秋
节被功利化，有些官员一味地追求奢靡，
以此为借口公款请客送礼，拉拢笼络关
系。“节俭过节不应只做表面功夫，应该
从根本上改变观念，清风气、正源头。”

苗 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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