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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一词最初出现在《周礼》中，指的
是农历八月十五天，也就是秋季的八月中
旬，所以被称为“中秋”。中秋节日，古人在
月下歌舞觅偶，自明清开始，中秋节的民俗
活动越来越受到欢迎，很多地区都有烧香
斗、树中秋、点灯塔、放天灯、走月光、舞火龙
等独特的民俗。中秋民俗活动演变流传至
今，最常见、最受欢迎的便是赏月、吃月饼和
赏花灯。

赏 月

中秋节，我国自古就有赏月的
习俗。《礼记》中曾记载“秋暮夕

月”，即祭拜月神。周代，每逢中
秋夜都要举行迎寒和祭月，设大

香案，摆上苹果、李子、葡萄等
时令水果。

到了宋代，中秋赏月之
风更盛，据《东京梦华录》记

载：“中秋夜，贵家结饰台榭，民间争占酒楼
玩月”。每逢这一日，京城的所有店家、酒楼
都要重新装饰门面，牌楼上扎绸挂彩，出售
新鲜佳果和精制食品。夜市热闹非凡，百姓
们多登上楼台，一些富户人家在自己的楼台
亭阁上赏月，并摆上食品或安排家宴，与家
人共同赏月叙谈。

吃 月 饼

俗话说，“八月十五月正圆, 中秋月饼
香又甜”。据传，唐朝时期，李世民为抵御
北边突厥的入侵，派遣大将李靖率领部队
出征，在边塞上取得了许多大胜。八月十
五，得胜的喜悦洋溢在京都长安城内部，
当时，一位前来长安通商的吐蕃人，特地
献上一个装饰华丽的圆饼，祝贺李世民得
胜。李世民接过这个圆饼，拿出彩色的饼
盒，指着高悬在天上的明月，朗诵“应将胡
饼邀蟾蜍即满月。”，随后将圆饼分发给文

武百官。
而“月饼”一词，最早见于南宋吴自牧的

《梦梁录》中，那时的“月饼”只是像菱花饼一
样的饼形食品。有关吃月饼的描述，直到明
代才有记载。《西湖游览志余》载：“八月十五
谓之中秋，民间以月饼相遗，取团圆之义。”
清代有关月饼的记载逐渐增多，《燕京岁时
记·月饼》载：“至供月饼，到处皆有，大者尺
余，上绘月宫蟾兔之形。有祭毕而食者，有
留至除夕而食者，谓之团圆饼。”后来人们逐
渐把中秋赏月与品尝月饼结合在一起，寓意
家人团圆。

赏 花 灯

赏花灯是中秋节是一个传统的节目，
人们会在家中和朋友之间玩花灯。《武林旧
事》中记录了中秋节的风俗：“此夕放‘一点
红’羊皮小水灯数十万盏，浮满水面，烂如
繁星，有足观者。或谓此乃江神所喜，非徒

事美观也”。这种游戏形式在中秋祭中非
常流行，不仅仅是一种娱乐活动，还能增加
节日的气氛。

除赏河中的花灯，还有一种赏灯。为迎
合天上的圆月，将做好的花灯用绳系在竹竿
上，悬挂在高处，比如顶楼的屋檐和露台上，
即树中秋活动，树亦作竖，即将灯彩高竖起
来之意。小孩们在父母的指导下，制作竹纸
兔仔灯、杨桃灯或长方形的灯，横挂于短杆，
再竖起于高杆上，灯光闪耀，为中秋节增添
一份独特的色彩。

当然，赏灯之余还有各种娱乐活动。
古代宫中中秋夜宴还会踢蹴鞠、排布龙灯，
群臣斗酒论诗。民间夜市则有民间舞队和
卖艺人的杂耍将中秋气氛烘托得更加热闹
有趣。

如今，随着日常生活逐渐丰富多彩，除
传统的赏月、吃月饼、赏花灯外，不少人也
喜欢在中秋节赏菊、吃蟹，与亲朋好友共度
佳节。

（记者 陈钰铃）

中秋节的习俗，你知道哪些？

本报讯（记者 王灿 周云）中秋佳节将至，团圆的
桌上，怎么能少了月饼的身影？近日，记者走访了重
百、永辉等超市看到，在各大型超市的显眼位置，均设
立了月饼销售专区摆放着多个价位档次、各种口味的
月饼，有盒装的，有散装的；有广式的，也有川味的……各
式各样的月饼摆放整齐，浓浓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

走访中，记者发现，今年的散装月饼每斤售价在几元至
几十元不等，盒装月饼每盒售价在几十元至400多元之间，
每盒最高售价不超过500元。据销售人员告诉记者，盒装月
饼一般价格较高，市民购买用于送亲朋好友居多，而散装月饼
则大多为市民购于家里食用。今年月饼的口味也非常丰富，
像传统的广式、苏式、滇式月饼老少皆宜，较为受大家青睐，而
如新式的藤椒牛肉月饼、蛋黄绿茶月饼等新风味月饼则抓住
了较多年轻消费者的眼球，成为了年轻人的“新宠”。

市民刘女士告诉记者：“我觉得和家里面的人一起吃月饼，是
中秋节必不可少的一件事。我自己比较喜欢蛋黄和豆沙馅的月
饼，家里也有人喜欢吃五仁这种传统月饼，所以这次我买了很多
种口味，中秋节和家人一起分享，享受团聚的喜悦。”

月饼琳琅满目
中秋氛围浓厚

中秋佳节到，月圆人
团圆！

在这个传统、温馨的
节日里，亲朋好友欢聚在
一起吃月饼、赏圆月，让明
月传递我们的祝福，让月
饼寄托我们的思念，共同
感受传统民俗文化，共享
团圆的喜悦！

本报讯（记者 袁询）9月26日，
记者从区公安局交巡警支队获悉，
为确保中秋国庆全区道路交通安
全、畅通、有序，支队发出2023“中秋
国庆”假期交通出行和事故风险预
警，提示如下：

一、交通出行提示：
交通流量分析预判：今年中秋

国庆长假期间，预计市民出行出游
量较平日有大幅度增长，城区桥梁
连接道路、城郊结合道路以及主要
公路沿线场镇等交通流量较大。预
计城区、城郊道路交通流量较平日
增长 35%左右，高峰时段将达到
4000 辆/时左右；国道 212 线、省道
208线等主要公路交通流量较平日
增长 30%左右，高峰时段将达到
2800辆/时左右；9月29日和10月6
日下午17:00－19:00，以及假期每日
上午9:00-11:00为车辆出行高峰时
段，城区主要路段、路口可能出现车
辆缓行现象。

二、交通易堵点提示：
（一）因 G75 高速上什字收费

站、涪江二桥收费站邻近城区道路，
车辆集中通行可能导致道路拥堵，
建议经高速公路进出城区车辆选择
合川南收费站、合阳收费站、九峰山
收费站通行。

（二）上什字东路渝合加油站路
段、国道212线人民医院路段、铜合
路花园村路段、银翔大道等因污水
管网以及路面改造施工，高峰时段
通行车辆较多，可能出现交通拥
堵。建议出行车辆绕行或者避开高
峰时段通行。

（三）节日期间每日9至11时、
17至19时车辆出行集中，城区北环
路嘉陵路路口、汽车客运中心路
口、交通街公园路口、北环路盐溪
桥路口、上什字路口以及合阳大道

商圈周边道路等通行压力较大。
建议进出城车辆选择铜合路、横一
路、涪沙路、涪江四桥或者 G75 高
速公路绕行。

（四）节日期间每日8至11时云
门、大石方向车流量较大（特别是10
月 2 日、5 日为云门场镇、大石场镇
赶集日，10月3日、6日为高龙场镇
赶集日），建议去往云门、涞滩、大
石、武胜等方向车辆选择S9合安高
速、G75渝武高速通行。

三、事故风险预警：
（一）9月28日、9月29日、10月

6日是出城和返城的高峰时段，车辆
超员、超速、疲劳驾驶不按规定变更
车道等违法行为易发，容易引发交
通事故。

（二）节日期间景区、网红景点、
农家乐等路段，二、三轮摩托车超
员、不戴头盔、违法载人、机动车不
按规定会车、违法停车等违法行为
多发，存在事故风险。

（三）公路场镇路段、农村道路
行人随意横穿公路，面包车超员，轻
型货车、三轮车、农用车违法载人等
违法行为突出，存在交通安全风险。

（四）节日期间由于各类餐饮聚
会增多，主要公路和城区道路酒驾
醉酒风险增大，容易引发交通事故。

（五）国道351太大路大石金子
湾路段、国道351草街麻柳段、国道
212线古楼熊家大坡路段、盐井三道
拐路段、省道208清风寨路段、黑岩
头路段、省道537桫椤沟路段、川东
路沿线在雨后有落石风险。

（六）国道351太大路尖山场镇
路段、国道244三汇老龙村路段、省
道 208 云门场镇段、双龙湖路段、、
省道539双槐场口、省道541铜溪九
岭路段、草街嘉合大道路段、城区高
新农业产业大道丝厂至兰花山路段
为交通事故多发路段。

四、交巡警提示：
（一）自驾出行请合理规划出

行线路和时间，及时了解交通路况
信息，避开易堵路段和高峰时段，
缓解主要公路和城区道路车辆通
行压力。

（二）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
法规，不超速行驶、疲劳驾驶、饮酒
醉酒驾驶，驾驶人和乘坐人系好安
全带，摩托车、电动车规范佩戴安
全头盔。

（三）关注目的地的天气及交通
情况，雨天行车请降低车速，保持安
全车距，行经急弯陡坡、长下坡、临
水临崖路段，注意观察和减速慢行。

（四）中秋、国庆期间交巡警将
加大路面警力投入，对易堵路段进
行交通指挥疏导，严查“三超一疲
劳”、酒驾醉驾等突出交通违法行
为，请广大市民自觉遵守交通安全
法律法规，服从交巡警的指挥，共同
努力保障节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
畅通。

2023年中秋国庆期间交通出行提示

本报讯（记者 周云）9月26日晚，2023年合
川区“我们的节日·中秋”专场文艺演出在文峰古
街会江楼广场举行。

本次文艺演出由区文化旅游委主办，区
文 化 馆 、区 美 术 馆 、区 图 书 馆 、区 艺 术 团 承

办，演出在《花好月圆》《二泉
映月》民乐合奏中拉开帷幕，
整台文艺演出围绕“我们的

节日·中秋”这个主题，表演了舞蹈《京韵.春
闺梦回》、情景剧《八月十五月儿圆》、原创歌
剧《月亮田》、表演唱《小池》、旗袍秀《月光入
城》钢琴伴唱《小河淌水》、萨克斯演奏《云中
月圆》等 14 个节目，在悠扬的歌声与欢快的
旋律中，绽放着浓郁的中秋情与诗一般的合
川味，整台文艺演出在歌舞《这就是合川》中
落幕。

2023年合川区
“我们的节日·中秋”
专场文艺演出举行

超市内琳琅满目的月饼 记者 廖梦竹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