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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中秋节，对于港澳台来说，
中秋节都是个大节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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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
社会、民俗有差异，但中秋节的内容却一致：假期、
月饼、聚餐、赏月……相同的内容蕴含共同的精神气
质，相同的中秋节又承载着年年的变化与不同……

香港：“美心”走红

香港的中秋花灯会依旧是中秋节的主角，铜锣湾
维多利亚公园的主灯是长宽各 20 米的吉祥金龙花灯，
游人可从龙尾位置走进花灯，沿龙身走到龙头拍照，
取意“一团和气行大运”。

据香港媒体报道，龙灯以传统手法制作。制灯师
傅许嘉雄介绍，中国传统花灯有扎、扑、写、装四道
工序，师傅要先构思花灯造型，以竹篾扎出骨架，沿
骨架糊上纱纸、绸，再以油彩题字或画出不同花纹，
最后把配件组装起来贴上装饰。

花灯也有门派，今年香港的金龙花灯为传统南
龙，又称吉祥金龙，技术要求更高，龙头既要有气
势，又不能有肃杀之态，所以龙头嘴唇呈微笑状。而
龙身由六七十个竹架组成，每个竹架形态不一，组合
成盘龙腾升的态势。龙身鳞片由兔毛、镜片装饰，灵
动闪耀，栩栩如生。现在会扎传统龙灯的师傅越来越

少了，扎龙灯技艺已列入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中秋节的另一主角就是月饼，港式月饼在华人社

会享有盛誉，今年各大饼家也早早发布了有传统有创
新的各款月饼，期待一个中秋旺市。

没想到修例风波吹动月饼商海，有网友概括总结
说：“有的月饼残了，有的月饼红了。”残了是指某品
牌月饼的少东家公开发表言论支持“乱港”，内地经销
商称这个品牌的月饼全退货了，“唯一解决的办法可能
就是销毁了。”因为商家不卖，消费者不买，“白给也
不吃。”而香港老字号“美心”月饼被网友大赞“心
美”走红，因为“美心”创始人之女伍淑清到曾任校
监的中学与师生见面，坚决反对罢课，建议校方勒令
罢课同学退学，辞退罢课教师，伍淑清不仅成功说服
了师生上课，还和另一位香港商界名人何超琼到联合
国人权理事会发表演讲，向世界说明香港的暴力示威
者不代表全香港 750万人，“有预谋的暴力不被全香港
市民允许”。

澳门：烟花璀璨

澳门今年的中秋节被烟花点亮，于9月7日开幕的
第 30届国际烟花赛在中秋节、国庆节都有重要场次的
表演，今年是澳门回归 20 周年，烟花赛以“莲花二
十、烟花三十”为题，表达澳门的喜庆心声。

中秋节前后，12个参赛队将在6个比赛夜呈现各自
的绚烂多姿，其中马来西亚队首次参赛，而葡萄牙队
是资深参赛队，罗马尼亚队在 2016年得过亚军，法国
队多次参赛三次赢得冠军，中国浏阳队是去年的冠军
队……每个队都有看点，每场演出澳门市民都可以通
过网络打分投票。烟花节期间有以烟花为主题的工作
坊、游戏摊位、绘画比赛、摄影比赛、海报设计比
赛、歌曲创作比赛，不仅让澳门市民看个热闹，还可
深入烟花文化的门道。

像每年中秋节一样，彩灯已经照亮了澳门的大街
小巷，内地赴澳门的各种展演活动也给中秋节增添了
文化元素。中秋节假期，澳门市民可在家门口看到内
地艺术家表演的舞剧《唐卡》、杂技剧《金箍棒》等精
彩舞台演出。举办系列中秋活动的澳门旅游局局长文
绮华表示，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和澳门
回归 20 周年的“双庆之年”，澳门这个中秋节洋溢着

“双庆”气氛，不仅有民俗，也有“国际烟花汇演”这
样的盛事，希望向世界展现澳门的文化活力，展现澳
门创新和多元融合的气质，助力澳门建设世界旅游文
化中心。

台湾：月亮商机

台湾今年的中秋节被日趋紧张的选举新闻覆盖，

掌握行政资源的政治人物都忙于选举，就算是应节而
行，也充满了政治味。倒是经营人在商言商，创新中
秋节商机，煞费苦心打造了不少卖点，让这个中秋节
有些看头。

今年台湾的月饼包装很有创意，在既要高档又要
环保上做足功夫。有些月饼礼盒一饼一瓷碟，瓷碟上
牡丹盛开、彩蝶翩跹，月饼吃完，瓷碟可用作杯垫。
有的礼盒是四面开合的木制抽屉，这样的木盒可留用
装杂物。有的礼盒外层缕空，镶嵌里层充满童趣的插
画，可给家中幼儿当玩具。

不少地方特产借中秋节亮相，比如“万里蟹”，
“万里蟹”指新北市几个渔港所产的“三点蟹”“花
蟹”和“石鲟”，有“吃蟹就吃万里蟹”的美誉，中秋
节期间，因“万里蟹”有名的鱼港、鱼市推出各种活
动吸引消费。而一些投资巨大却效益欠佳的观光景点
也借中秋节举办音乐会、户外烤肉等，希望吸引人
潮，改变形象。

新北捷运公司所经营的淡海轻轨绿山线，全线 11
个站都有几米漫画的艺术装饰，捷运公司根据几米漫
画中萌兔、月亮的形象，设计推出“漂浮月亮找玉
兔”“登陆月球”等拍照打卡点。乘客花50元新台币买
一张一日券就可到各打卡点拍照，一日券上印着月饼
图案，是拍照道具，收藏起来，也是 2019年中秋节的
记忆。

港澳台：同爱和平团圆月
本报记者 陈晓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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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香港警察收到一本
幼儿园小朋友和小学生创作的
绘本，里面的120幅画作表达
了孩子们“警察是正义的，赶
走坏人”的认知。

绘本由孩子的妈妈们结集
成册。“我们是一群香港妈
妈，做妈妈的，最大的心愿就
是希望小朋友能够平安快乐地
长大。近日香港的治安屡受严
峻挑战，多亏有香港警队对这
座城市的倾力守护。”这个活
动的发起者陈女士说。

（图片选自绘本）

因贪污等案被判刑的
陈 水 扁 ， 2015 年 保 外 就
医，监狱根据条例规定陈
水扁“四不”，即不能参与
选举活动、不能参与政治
活 动 、 不 能 接 受 媒 体 采
访、不能参与显然与疾病
无关的活动。但陈水扁屡
屡 犯 规 ， 近 日 公 开 叫 阵

“ 四 不 ”， 嚣 张 地 说 “ 五
不、六不都关不住扁”，还
声称“不要逼我选”，视法
令为无物，民进党当局对
此装聋作哑。

台湾资深媒体人毛嘉
庆 投 书 《中 国 时 报》 指
出 ， 陈 水 扁 越 是 享 有 特
权 ， 台 湾 的 法 治 越 是 崩
坏，也就越证明了台湾的
民主只是假象。民进党把
民主搞成这副模样，还有
什么值得期待的？文章摘
发如下：

这阵子，民进党当局
持续夸夸其谈，俨然香港
的民主导师，但陈水扁却
直 接 赏 了 蔡 英 文 一 记 耳
光！君不见阿扁大剌剌地
公 开 上 台 演 讲 ， 为 他 的

“一边一国党”拉票。蔡英
文说要“声援香港民主”，
请问香港人民看到贪污下
台 的 陈 水 扁 这 样 自 在 逍
遥，会觉得“扁式民主”
是民主吗？

陈水扁的病是不是装
的，每个人心知肚明，但
民进党真正坏就坏在，居
然 允 许 陈 水 扁 连 装 都 不
装。过去民进党口口声声

“捍卫阿扁人权”，但陈水
扁监禁时的待遇，绝对是
台湾有史以来最好的，这
样叫没人权？相比之下，
其他的服刑人员呢？

同时，陈水扁保外就
医的案例也宣示了，台湾所有的警察、检察官、法官加起来，
其权力比不上陈水扁的私人主治医生。当兵验退也需要公立医
院的核可，可是现在陈水扁的私人医师好似“太上大法官”，三
审定案的判决比不上医生的一句话。医生说发表演说是陈水扁
的“职能治疗所需”，于是陈水扁就上台演讲，这可真是法律面
前人人平等，其前提是你得被民进党认为是人。

当然，我们也期待名为“碧仲”的法界高官为了护航陈水
扁再出点“避重就轻”的名言。这名高官曾愤愤地说“掌握不
少前朝 （指国民党） 违法乱纪的资料”，会出书披露所见所闻。
堂堂法界高官发现违法乱纪不是把坏人抓去关，而是出书，真
是语惊四座。这次有人质疑民进党“立委”陈明文规避洗钱机
制，他又说“很多人也在规避啊”。有上司如此，难怪监狱面对
民愤也只能说“再调查”“再了解”，说来也真的是难为他们，
明明是高层的政治决定，却要他们挨骂。

民
进
党
当
局
为
何
装
聋
作
哑

声
音
声
音

图说香港

澳门国际烟花赛开幕式上的烟花
（照片由澳门旅游局提供）

新北市捷运公司为中秋节设置的站台拍照点
（照片由新北市捷运公司提供）

新北市捷运公司为中秋节设置的站台拍照点
（照片由新北市捷运照片由新北市捷运公司提供）

香港维多利亚公园的中秋灯饰 中新社记者 洪少葵摄

“两岸民乐家来来往往是常态性现象。”台北
国乐 （民乐） 团近日举办 40 周年团庆活动记者
会，团长郑立彬表示，在两岸交流方面，两岸的民
乐家一直走在前面。希望未来两岸更多携手交流，
探求更多可能性。

在团庆的系列演出中，台北国乐团将为广大乐
迷呈现 10个系列、45套 53场精彩节目。其中，大
陆著名小提琴家吕思清本月赴台演奏《梁祝》是一
大亮点。“今年是《梁祝》小提琴协奏曲首演60周
年，这首曲子也是乐团 40 年来演出次数最多的协
奏曲。”郑立彬说，这是吕思清第六度与乐团合作
这首作品。

为纪念 《黄河大合唱》 首演 80 周年，乐团将
邀请 30 年前在台湾首演这部作品的台北爱乐合唱
团同台演出。“这几年来，《黄河大合唱》经常在台
湾演出。我们希望有机会到大陆走访作品提到的地
方，这会让我们对音乐的诠释和理解更不一样。”
郑立彬说。

作为团庆活动的一部分，苏州民族管弦乐团将

于明年三四月首度赴台演出。据介绍，两个乐团在
今年签订三年合作计划，包括乐团交流、作品合作
以及音乐家互访等内容。

台北国乐团成立于 1979年 9月 1日，是台湾第
一个公立职业民乐团。40年来，乐团一直致力于推
动两岸交流合作。

回顾往昔，郑立彬说，上世纪 80 年代两岸开
放交流后，乐团立刻邀请闵惠芬等大陆知名民乐家
来台演出。随着两岸交流日渐热络，两岸民乐无论
在人员交流还是作品合作方面，都着墨很深。“这
些年，乐团每个乐季都会邀请大陆重量级音乐家参
与。每年三四十场演出中，大陆音乐家参与的都有
10场左右。”他说，乐团也曾多次到大陆演出，最
近一次是2016年在北京、上海。

“两岸民乐优势互补。”郑立彬说，大陆的大师
级音乐家比较多，台湾在乐团合奏方面表现不错。
近些年来台湾培养了很多优秀年轻音乐家，但岛内
专业乐团饱和，感谢大陆乐团提供机会让台湾年轻
音乐家脱颖而出，加入大陆乐团或参与演出。

台北国乐团艺术顾问、台北书院山长林谷芳在
记者会上表示，自己每年约有一半时间在大陆，深
切感受到台北国乐团已成为两岸优势互补的典型范
例，“两岸携手合作让我们看到未来更多的可能
性”。 （据新华社台北电）

台湾民乐团的两岸情缘
许雪毅 赵 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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