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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八月半,一轮圆月寄托
着中华儿女最朴素又最真挚的情感。
即便分居在海峡两岸，面对共同的皓
月，台湾同胞也会怦然心动，这一轮
圆月下浓浓的情思、团圆的期待，都
是“千里共婵娟”的心理共鸣。

返乡·团圆
在古诗词的画面中，中秋节是

恬静清雅的，抒情的。在24岁的台
湾女孩罗湘蓉眼中，中秋节则是温
馨的，有趣的。“八月十五吃月饼，你
来切我来请，月娘圆圆光闪闪，亲像
天上一面镜。”这首从小唱到大的歌
谣，保有着她对中秋节的最珍贵的回
忆：“对我来说，中秋节就是要团聚，
无论是跟朋友还是家人，大家就是要
聚在一起，团圆的感觉很温暖。”

中秋节是台湾人心中仅次于春
节的最重要传统节日。当年，先人
背井离乡，跨越“黑水沟”，落脚台
湾，垦殖开荒，中秋之际自是“每
逢佳节倍思亲”。因此，台湾民众特
别重视中秋节，许多习俗代代相传。
闽南话中，月亮被称为“月娘”或“月
娘妈”。每逢中秋，台湾民众大多要

“拜月娘”，在香案上摆上月饼、柚
子、柿子，祈求阖家平安。

毫无疑问，返乡团聚是两岸同
胞共同的中秋期盼。今年中秋节刚
好是周一，连续 3 天假期，大批预
计返乡团圆的台湾民众早早就开始
抢票。两周前的9月7日，台湾铁路部
门刚放开中秋节假期的车票预订，短
短 3 小时，就售出 30 多万张票。高铁
和飞机也是一票难求。

老家在高雄的陈建诚幸运地抢到两张往返票，像往年一
样与家人团聚。“中秋节期间正好是我阿公过生日，阿公有8
个子女，不管多忙大家都会在中秋这一天回家，四代同堂，
40多人，特别热闹。”

“台湾其实很小，从北到南最远也不过四五个小时的路
程。只要没有特别情况，大多数人都会做好计划返乡。或者
有退休的老人家，也会选择北上看孙子孙女。毕竟这样错
峰，车票比较好买。”在台北打拼的女生黄滢洁今年同样选择
了返乡团聚。

相比之下，老家在台北的小伙子叶子平就很幸运，不用
长途奔波就能尽享团圆。“每年中秋回家，吃到妈妈准备的月
饼我都蛮开心的，一年就吃这么一次，团团圆圆很应景。”这
份月饼，吃的不仅是味道，更是亲情。这点也和大陆一模一
样。或许，吃什么并不重要，而是那种流淌在彼此血液里
的、对团圆的内在喜悦，才是我们期盼中秋的原因。

赏月·抒怀
“一年月色最明夜，千里人心共赏时。”欢聚赏月，自古

以来是中华儿女关于中秋节集体记忆中浓墨重彩的一笔。两
岸同胞赏月，心情多有相通。

黄滢洁小时候经常会听长辈讲起“嫦娥奔月”的故事，
如今，当年的小孩已经长大，轮到她把这些故事讲给下一辈
的孩子们听。有时候她们一家也会玩起“行月令”，接龙背诵
跟月亮有关的古诗词或流行歌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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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亮
代表我的心》《但愿人长久》《城里的月光》，越往后越有趣。

叶子平也记得小时候，全家人坐在顶楼赏月吃月饼，听大
人读苏轼的《水调歌头》、李白的《将进酒》《把酒问月》，他不时
跟着附和。“小时候很爱读这些，字句美到几乎能看得见画面。
现在长大了，大家都忙，比较少能有这样的闲情逸致了。”

虽说现在节奏快，但还是有不少人为睹月色美景，特意
驱车赴赏。台湾有几处赏月之地视野开阔，很受欢迎。

鼻头角和西子湾分别是北台湾和南台湾临海赏月的首
选。当月上中天时，海风徐徐吹来，银色的月光洒满海面，
远方是渔火点点，俯仰之间皆是美景。

为大陆游客所熟知的日月潭也是一处有名的赏月胜地。
秋季晚间气温下降，湖面时常会有水汽凝结，双潭映月，如
烟如云，更为月色增添几分朦胧。

在台北闹市，大家可登上 101大楼 89层的观景台，脚下
是都市霓虹和车灯之海，仰望就是仿佛触手可及的月亮，有
一种置身天空的奇妙感觉。

不过，对罗湘蓉来说，最美的风景还是和爸爸妈妈和姐姐一
起买很多肉、菜还有棉花糖、饮料，全家一起看中秋联欢晚会上艺
人的表演，或是有趣的电视剧，边看边烤，那是她最开心的时刻。

皎洁月光下，赏月、烤肉、吃月饼，加上家人温情的陪伴与
欢笑声……也难怪，两岸的同胞都觉得，每年中秋月色最美。

走笔至此，恰值夜深，记者仰头望向窗外，海峡这边的
夜空，风清星朗，温情悠远。美丽的月辉如泻，即将盈盈圆
满，她不分天涯海角，抚慰着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心田。

吃柚·祝福
罗湘蓉的爷爷早年跟随国民党，从湖南一路撤离，跨越

台湾海峡，终究再没能回到故乡。为了让孙女记住故土，便在她
的名字中加了这个“湘”字。从她对辣较高的接受度，你就能在
她身上看到一丝湘妹子的血统。不过，生于斯长于斯，台湾已是
她生命之中磨灭不去的一部分。即便是去北京交换求学时，
她听同学们讲过大陆有些地方会亲手做月饼，觉得很厉害，
但最让她念念不忘的，还是中秋节的烤肉和吃柚活动。

说到吃柚子，这是闽台地区的中秋特色习俗。中秋恰逢
柚子产季，而柚子又有“佑子”的谐音，蕴意吉祥，欢庆佳
节之余，也讨了个“彩头”。

在台湾，中秋节吃柚子可不能简单地一剖两半了事。柚子
皮要剥成花瓣一样的形状，好给小朋友做帽子，因为要“佑子”
嘛。有的手工达人会在柚子皮上作画，或是把柚子做成小动物
的造型，好看又有趣。中秋之夜，顶着柚子帽的小朋友与家中大人

一起赏月，着实一幅温馨可爱的画面。
至于烤肉，不知道具体什么时候

开始，烤肉成为台湾人团圆之夜必备
的“应景节目”。几周之前，记者打
开电视，“一家烤肉万家香”的烤肉
酱广告就突然密集起来。超市的肉柜
前，只见人头攒动，水泄不通。商家
把猪肉、牛肉用佐料事先拌好，顾客
回家后只需要往烤肉炉上一烤就行，
所以特别受欢迎。

其实，还没到中秋节正日子，夜
里在台北闲逛，空气中已能闻到阵阵
肉香。街边骑楼、森林公园、郊外溪
边，不时能见到人们架起炉子，点起
炭火，动手烤肉的身影。

在黄滢洁的印象中，中秋和烤肉
是分不开的。她于一个传统大家庭中
长大，每年中秋节都是家族几代人固
定聚会的欢乐时光。“我们这一代
人，已经从聚会当中的小孩，变成带
着小孩去聚会。从傍晚准备晚餐到晚
上边吃边烤边赏月，一家人一起热热
闹闹，一直是我最美的回忆。”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中秋佳节，万家团圆。
在香港，中秋除了吃月饼、赏花灯，还有一项独特习俗——大坑舞火龙。中秋节前，

香港的“火龙”艺人们又忙碌了起来，扎火龙、清道路，为即将来临的表演做足准备。节日
期间，“舞火龙”的队伍走进铜锣湾大坑的大街小巷，蜿蜒起伏的火龙在锣鼓声中欢腾
起舞，热闹非凡，平日宁静的街区变得火光闪烁。这项传承了百余年的风俗，不仅寄托
了香港人对中秋团圆的美好祈愿，也让人感受着时尚都会和传统文化的奇妙融合。

火龙·祈愿
所谓的“火龙”，实际上是由粗麻绳做龙骨，加上珍珠草包裹制成的，“龙身”

身长 67米，共有 31节，重量超过 100公斤，光是龙头就有 48公斤重。舞动前，会
由嘉宾或长者，将数万枝长寿香细密均匀地插满龙身，舞动起来火光点点、上下腾
飞，颇有蛟龙出海的气势。

“我从1961年开始舞火龙，到现在已经参加了半多世纪了。”今年已经70多岁
高龄的陈德辉是香港首位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多次担任舞火龙的总指挥，
提到舞火龙，他难掩满脸兴奋，如数家珍地介绍起舞火龙的起源。“19世纪末，一
场瘟疫来袭，大坑很多村民因此丧生。相传，一名长者称菩萨托梦，只要于大坑舞

动火龙即可消弭疫情，这个习俗也就保存了下来。”
自1880年中秋开始，大坑舞火龙已经在香港“游动”了过百年，期间只于抗战期间被迫停办，自此风

雨不改。陈德辉说，“还记得香港回归那一天下了瓢泼大雨，没想到一擂鼓就天公造美，我们用舞火龙表达
了大坑居民对香港重回祖国怀抱的喜悦。”

经历过庆祝香港回归，曾助力香港走出“非典”后的旅游低迷，“舞火龙”陪着香港特区共同成长，早
已从一项民间活动变成了充满共同回忆的中秋盛事。“在大坑长大的人都知道能参加舞火龙是一种荣耀。”陈
德辉笑称。如今，舞火龙不单单吸引着大坑的原居民，还吸引了不少住在区内的海外人士参与其中，和本地
人共同庆祝这个中国的传统节日。

火龙·乡愁
虽然台风“山竹”刚刚吹袭香港，但丝毫不减师傅们的热情，在中秋期间连续三日举行舞火龙活动。

“火龙”在点睛开光后，在大坑区内巡游，途经浣纱街、京街、新村街、铜锣湾道等，巡游完毕再返回浣纱
街重新插香并进行表演。

“作为社区的大事，每次中秋期间，大家都会放下手中的活计，齐心协力合作筹备。”叶华胜参与舞火龙
已经几十年了，平日里他作为电工奔波忙碌，中秋来临，他总会义务回到大坑帮忙。“想要完成一次舞火龙
其实并不容易，单是扎制火龙这一项，就需要一周多的工夫，极为考验人的耐心和体力。”

除了制作辛苦，想要把火龙舞得好看也不容易。叶华胜说，插满线香的龙头和龙珠分量极重，舞龙者往
往一两分钟就需要替换，再加上龙身和龙尾部分，单单一条火龙就需要百来人协作。街坊邻里全都是义务帮
忙，希望齐心协力将这个珍贵传统守护保存下去，继续发扬光大。

一条火龙团结社区，如纽带般串联起大坑的历史、文化和风俗，更让居民间多了一份邻里深情。“记得
小时候住在大坑的时候，年年元宵节都是人山人海，数十个赤膊汉子拿着插满线香的火龙挥舞着、奔跑着。
看到火花闪闪的龙珠飞舞，火龙上下翻腾，小孩子会追着东跑西跳，大人们则在观赏之余闲话家常。”已经
搬去东区的赵峰，依然保持着每年看火龙的习惯，他说如今参加舞火龙不单只是图热闹，更是在繁忙都市生
活中，重拾对故土的深深眷恋，和邻里间的脉脉温情。

火龙·传承
为了保护好这项香港传统文化活动，香港特区政府多年来不遗余力地对此加以推广，更与大坑坊众福利

会紧密联系，通过专题研究和教育推广等工作，保护、推广和传承舞火龙这项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2011
年，“大坑舞火龙”和长洲太平清醮、大澳端午龙舟游涌、香港潮人盂兰胜会4个极富“港味”的节庆项目
入选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传承价值得到了国家的认同和保护。

“由于制作过程辛苦，舞动时还有可能被香灰烫伤，很多后生仔 （年轻人） 都没法沉下心来参与。好在
舞火龙已经被纳入文化遗产名录，如今，知道这个项目的人越来越多，也开始有更多人愿意传承这个技
艺。”年轻的阿杰看着舞火龙长大，现在已经是火龙队的成员之一，他对舞火龙近年来的发扬光大深感欣
慰，“这不仅是香港传统，更是华人的文化财富。”

始于祈福，世代传承，一条火龙在香港舞动百年，承载的不仅是香江儿女对美好生活、中秋团聚的不变
期待，也蕴藏着炎黄子孙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敬意和延续。

在澳门，兔子灯这种古老的中国传统手工艺正焕发着现代
活力。

这个中秋节，人们可以在澳门壹号广场及永利澳门之海滨长
廊上欣赏高达6至12米的兔子灯。这些兔子灯有着流线型的巨型
身躯，颜色缤纷绚烂，夜空下给人以如梦似幻的温馨美感，相当
契合其“Love is in the air（空气中充满爱） ”的主题。

这些作品由澳门土生葡人建筑师及著名艺术家马若龙设计。
马若龙多年专注于设计兔子灯，为其赋予中西合璧的文化意涵。
澳门的兔子灯民俗多年来一直保存完好，而像马若龙这样的艺术
家们，助推了兔子灯文化的发扬光大。

2010年亮相的上海世博会澳门馆，主体结构是兔子灯造型，
设计者正是马若龙。澳门人似乎与兔子有着不解之缘，在他们眼
中，古代澳门的地形与兔子相似，而澳门回归祖国的1999年也是
兔年。于是，沿用中国神话故事的“玉兔宫灯”设计蓝图就从31
个澳门馆设计方案中脱颖而出。

据传，兔子灯民俗兴于唐朝，人们把兔子视为吉祥之物，兔
子灯所到之处就意味着把吉祥和好运送到了那儿。人们沿用这一
吉祥物来迎神接福，其中寄寓的是古代劳动人民祈求神灵保佑，

期盼来年五谷丰登、人畜兴旺的美好愿望。
在马若龙看来，兔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具有美好的寓意，既是

十二生肖之一，也与人类的生命和希望有所关联。在西方，兔作
为复活节的象征之一，代表着丰富的生命力。马若龙在传统兔子
灯的基础上，加上西方现代艺术常用的强对比色，例如将正红、
海蓝和草绿这三种鲜明的颜色搭配在一起，设计出带有西方风韵
的兔子灯。

很多年轻一代的澳门设计师把马若龙的兔子灯改变得更有时
代气息与澳门特色。他们在传统的兔子灯上大胆着色，创造出更
加“非传统”的兔子灯。比如用荧光色做底色，用抽象画法把澳
门中区的建筑特色画在兔子身上，在夜空中恰好与远处的城市灯
光融为一体。

要让兔子灯永远亮下去，就必须让孩子们学会制作。每逢中
秋佳节，澳门教业中学的老师在课堂上会通过多种方式向学生们
传授传统中华文化，其中就包括制作兔子灯笼。

“我从小就是吃着月饼、玩着兔子灯过中秋节的。希望我们
的下一代能继承中华传统文化，让节日过得更加有意义。”教业
中学新口岸小幼部副主任马泽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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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台湾小朋友头戴柚子皮的场景。图为台湾小朋友头戴柚子皮的场景。

图为大坑舞火龙场景。

澳门：兔子灯扮靓中秋夜
闵 喆

澳门：兔子灯扮靓中秋夜
闵 喆

2018年9月1日，由澳门壹号广场及永利澳门合办的2018第三届澳门国际花灯节在澳
门举行。图为游客在欣赏兔子灯。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