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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月2.0版：
古时玩月笙歌，嬉戏连坐至晓；今天看不

到月亮能获得赔款

2.0
值得 拥 有

中秋节的重头戏莫过于赏月。
过去，“中秋夕，贵家结饰台榭，民家争占

酒楼，玩月笙歌，远闻千里，嬉戏连坐至晓。”
（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

现在，月圆这天，人们可以去天文台用光学
望远镜与月亮来个亲密接触。那些像“酒窝”一

样的环形山，凹地形成的朦胧月海，如同东非
大裂谷带一样的阿尔卑斯大月谷以及月面辐射
的美妙“橘子纹”，无不让人惊叹大自然的鬼斧
神工。

如果有小孩，父母在赏月的同时别忘了科普
教育。而两个人的浪漫时光则是现场版的“月亮
代表我的心”。即便一个人，也可以买一个望远
镜在家中独自赏月，要的就是那份像月亮般与世
无争的清净。

赏月之余，品味古老习俗也是过节必备。互
联网的发展让中秋有关的知识可以信手
拈来。而且，早在千禧年，中秋节就已
经触网了。

!""" 年时有媒体盘点互联网给中
秋节带去的新意和趣味，列举了当时不
少介绍中秋民俗的网站。比如文化空间
（###$%&'()*+#($%+,），除了介绍中秋
典故、月饼来历、嫦娥奔月的故事外，
最有特色的是“这个中秋真好玩”栏

目，可以往该网站发电子邮件来给嫦娥起个新名
字，如果有幸成为 -" 个最精彩命名之一，就可
获得一份精美的奖品。

这个网站早就打不开了，“中秋真好玩”的
简单应用升级换代为更多、更好玩的移动互联网
产品。

比如，不久前淘宝保险和安联财险联合推出
的一款“赏月险”，看不到月亮被保险人能获得
赔款，所谓“月亮不陪你，我赔你”。这款保险
推出 .天就赚了近 /" 万元保费。不管是不是营
销噱头，这个好玩的创新，客观上确实有助于提
醒人们重又关注起久违的秦时明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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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饼2.0版：
从“小饼如嚼月，中有酥和饴”，到利用物联网技术吃月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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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之夜，皓月当空。延续了传统

习俗的父辈们定要买些月饼，走走亲

戚，围成一桌，喝点小酒，与家人一边

赏月，一边聊些旧事，唠点家常。家人

团聚在这一天成为一种情结。然而，中

秋节所蕴含的这些基本元素在今天已经

发生了变化。加速的社会流动性，让全

家团圆成为一种奢望。据报道，中国现

在有流动人口 !$01 亿，其中“." 后”

超过一半。

走出了家乡，年轻人却走不出“每

逢佳节备思亲”的情结。即使“独在异

乡为异客”的孤独感被觥筹交错所消

解，被忙碌的工作、喧嚣的环境所遮

掩；但是，到了中秋，看见明月，脑海

里难免会浮现出那些难忘的经典诗句：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露从今

夜白，月是故乡明”，“江畔何人初见

月，江月何年初照人。”

还好，日新月异的科技，帮助我们

打破了时空的壁垒，让相距千里的亲人

们能够隔空问候，使他们不再那么伤感

和孤单。

打开微信，找到亲友群，发上一段

温馨的文字，分享一张近期的照片，或

是传上一段真挚的语音……透过这小小

的屏幕，散落在世界各个角落的亲人们

仿佛又聚到了一起；或是打开视频聊

天，听听老人的絮叨，看看孩子的欢

颜，你一句，我一言，夹杂着电视声，

锅碗瓢盆声———家的味道和温暖，就这

样蔓延到人的心底。

其实，“网上中秋”又何尝不是一

种无奈。越是远在他乡，越是想念家的

真实触感。我们离不开手机，是因为手

机里留存着我们牵挂的人；我们离不开

网络，是因为网络连接着我们寄托在

人、事、情感上的种种思念。

中秋是一个圆，月亮的圆，月饼的

圆，也是每个人心中所追求的美好的团

圆。团圆是中秋的主题，也是中国人文

化心理的最终归宿。这种心理的归宿，

也许寄托在面对面的天伦之乐中，也许

存留在虚拟却不失温情的网络空间里。

不在乎形式，而在乎情感。

无论传统的中秋文化未来会有怎样

的变迁，唯一能肯定的是，我们都走不

出“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情感

积淀。于是，拿起手机，问候亲友，道

声珍重。这种简单的幸福，见，或不

见，都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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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农耕社会的主体———农民来
说，农历八月十五，水稻正在孕穗，这
时正处于农活第一次较长间歇期的中
间。全家人团聚具有现实合理性。

如今，乡土中国正迈向城市中国，
熟人社会变成了陌生社会。生活节奏在
加快，团聚却变得稀缺。

难怪有人感叹，传统节日的内涵正
在流逝。但是，时代在变迁，团圆的情
怀不会变，只是需要合适的方式激活。
“哈罗、哈罗，我在武汉，不能回

家，在中秋到来之际，祝你工作顺利，
阖家幸福。”远在武汉的安徽人马勇滔
给朋友陈辉民发来微信语音祝福。这让
陈辉民感到很新鲜。

马勇滔是安徽铜陵漂在武汉的打工
族。他不仅给好友发去了语音祝福，还

给家人发去语音：“爸妈身体还好吧，中秋回不来了，国庆一定回家，
让姐多回家，帮你们多做点家务吧。”

像马勇滔这样的身在异乡人千千万万，在城镇化水平不高的现阶
段，团圆成了奢侈品。还好，新技术的发展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相关缺

憾。比如微信提供的语音对讲、图片视频交流功能，比起打电话、发短信，更多了些直
观可见的情感表达。

从短信到微信，
从文字到语音，通
讯的发达让节日祝
福更加多样化、迅
捷化。中秋节 !$" 版
本上线至今，应该
说初步实现了古老
节日现代化的任务，
更证明了传统节日
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只要我们努力跟上
创新的步伐，适应
新的经济社会条件，
中秋节将来升级到
0$"、/$"、2$" 版本，
都不在话下。

你中
秋
节

版，

打开邮箱，朋友寄来一盒电
子“月饼”。按照提示操作下去，
“月饼”被切开后，就分成数层
祝福语：第一层是“幸福”、第

二层是“欢乐”、第三层是“美
好”……“月饼”越大，层次就
越多，包含的祝福也就越多。

过去苏东坡吃个月饼就能生
发出“小饼如嚼月，中有酥和
饴”的兴致。今天的人已经很
难吃下一个完整的月饼了。那
好，给您一个光能看不能吃的
电子月饼。

和面、调馅、打鸡蛋、烤箱
烘烤……这一系列的做月饼流程
在网上被一一再现，而做饼人需
要做的只是依次点击鼠标。当
然，除了这些正规流程之外，做
饼人还可以自由选择自己喜爱的
口味，并对做好的“月饼”加以
各种装饰，从表皮上的花纹一直
到包装的礼盒，都可以进行自主
选择。

不过，不真吃点儿月饼可不
算过节。-"年前，我们可以登录这
个 网 站 ：###$%&'(343,++(%)53$

%+,。这是当时惟一与邮政部门
合作进行网上月饼销售的网站，
可提供全球月饼邮寄服务。

-"年后，这种方式已经烂大
街了。现在更时兴的是利用物联
网时代的先行者———二维码技术
买月饼、送月饼。

消费者无论在某个月饼品牌
的门店还是在网店，购买月饼后
可以直接收到二维码电子月饼
券，再用短信转发的方式赠送给
亲友。亲友去门店一刷，就能获
取月饼了。

周生擅长道术。有一年中秋夜，

他旅居佛寺，和其他旅客一起过节。

有人说起唐明皇游月宫的传说，引得

大家艳羡。

周生说我能把月亮给你们拿下

来。他找了几百双筷子，用绳子编成

梯子，说，我将登梯取月，你们瞧好

吧。然后把自己关进一个小黑屋。

大家走到院庭里等着。不多时，

月亮没了。这时周生喊道：“我回来

啦！”大家又跑到小黑屋里，见周生

掀起衣服，露出了月亮的一角，小黑

屋马上就变亮堂了，而寒气则深入在场每个人的肌骨。

这是唐代传奇小说集 《宣室志》 里一个

关于玩月的故事，我们能从中读出一份质朴

的喜悦，或者叫做过时的浪漫。

从农耕时代走来的传统节

日，在新的经济社会条件下，

势必要而且已经在转型了。中

秋节就是这样的节

日，怪力乱神式的玩

月，在新科技的推动

下，正升级为

!"# 版。这样

的中秋，你值

得拥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