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北京 9月 7日电 （记者周玮）又是一年八

月半。“‘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中华儿女即便远

在他乡异域、分散在天涯海角，面对共同的皓月，都

会怦然心动，产生心理的共振共鸣，形成心理凝聚，

‘千里共婵娟’。这是文化积淀形成的民族文化心

理，这是文化认同、民族认同的深层心理元素。”民俗

学者李汉秋说。

中华民族有自己独特的月亮文化，李汉秋说，早

在周朝就有祭月的仪式，现在北京的月坛就是明清

时候帝王祭月的场所；祭月扩至民间，有广泛的拜月

习俗；随着文明的发展，人们对月亮神秘敬畏的心理

减淡，欣赏的态度逐步加强；在欣赏中人们发现“月

到中秋分外明”，加上这时正是秋收季节，中天一轮

月，秋野万里香；到唐代中秋节就正式形成了，中秋

赏圆月逐渐成为全民族的习俗。

李汉秋认为，跟西方狂欢节的格调不同，中秋节

的格调不是狂放火爆的，而是恬静清雅的，抒情的。

中国人出于自己特有的文化心理，赋予中秋节浓重

的人伦情思，寄托着团圆的心理期待。团圆是中华

儿女追求的生命情调、生命境界。

“月光好像一只温柔的手，牵引着中国的儿童，

跟着嫦娥一起游月宫。月亮是朦胧的，这种朦胧美

的意境，伴随着中国的孩子，度过如梦如幻的快乐童

年，涵养着中华民族的月亮情结。所以长大成人后，

仍觉得月是故乡明，把月亮跟故乡，跟亲情、乡情、友

情、爱情联结起来。”李汉秋说，“中秋是月节，是以圆

月为标志的月节，寄寓着华人团圆、圆满的心理诉求

和精神追求。”

谈 到 异 趣 纷 呈 的 中 秋 习 俗 ，李 汉 秋 说 ，毫 无 疑

问 ，最 普 遍 的 习 俗 是 吃 月 饼 。“ 人 们 享 用 的 绝 不 仅

是月饼的滋味，更重要的是亲情的滋味，这种亲情

浓得化不开，长久地贮存在心中，而不是只停留在

口舌。”

令 李 汉 秋 颇 感 兴 趣 的 ，还 有 中 秋 之 夜“ 摸 秋 ”、

“偷”人家瓜菜的节俗，这缘自“讨彩头”的心理，湖南

侗族则叫“偷月亮菜”；在台湾也有未婚少女在中秋

夜偷菜的习俗，“偷着葱，嫁好尪；偷着菜，嫁好婿”；

闽南和台湾妇女有一种中秋节俗，叫“听香”：妇女点

香礼拜后，留心听别人的谈话和歌唱，以此“口彩”来

占卜自己的未来。还有，南京等地区“走月”习俗，傣

族的“拜月”、苗族的“跳月”都赏心悦目……

“各地习俗多姿多彩，但万变不离中华文化的基

本性格。”李汉秋说，社会要积极地引导好、发挥好团

圆心理结构的正能量，使之成为建设和谐社会的精

神资源，从而通过中秋节庆促进家庭幸福、社会和

谐、民族凝聚、国家统一。

皓月当空，远在他乡你会否怦然心动？
—民俗学者话中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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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布鲁塞尔 9月 6日电 （记者张
晓茹 帅蓉）海藻是一种重要资源，可用于

生产食品、饲料、药物及生物燃料，但目前

尚难实现高效、大规模人工养殖。欧盟委

员会日前宣布，受其资助的一个研究项目

开发出一种新型织物，可提高海藻产量，有

助于更便捷的大量养殖。

目前，海藻的来源主要是采集野生海

藻 或 绳 编 养 殖 ，但 这 两 种 方 法 都 很 难 高

产。受欧盟资助的研究人员不久前开发出

一种新型织物，用它能做成 1 毫米厚的大

“席子”，放置到海平面下数米处，用来养殖

海藻。

据专家介绍，这种“席子”不会破裂，对

海藻养殖无益的海洋植物及软体动物对这

种“席子”不感兴趣，因此不会与海藻争“地

盘”。待海藻成熟后，可直接从“席子”上收

割海藻。

研究人员在挪威、英国和爱尔兰开展的

试验显示，这种新型织物上的生物涂层可保

护海藻幼苗，并促使其生长。利用这种方

法，每平方米可最多产出约 16 公斤重的湿

海藻，是传统海藻养殖产量的 3至 5倍。

本月，研究人员还将在上述 3 个试验场

利用这种织物分别养殖 200 平方米的海藻，

目的是评估其商业化潜力。据估算，由于

技术得到改良，预计每平方米的湿海藻产

量将达 20 到 25 公斤。

欧盟委员会的报告说，大规模养殖海

藻，不仅经济潜力巨大，还能对海洋生态系

统起到积极影响。这是因为海藻能吸收海

中过多的二氧化碳和附近养鱼场的富营养

化废弃物，并为某些野生鱼类和甲壳动物

提供栖息地。

新型织物“席子”可提高海藻产量

新华社天津 9月 7日电 （记

者周润健）8 日，中秋，赏月是一

个必不可少的节目。尽管今年

的 中 秋 月 是“ 十 五 的 月 亮 十 六

圆”，但这并不影响人们的赏月

之情。那么，如何更好地观月、

赏月、拍月呢？天文专家给公众

支招。

月亮是一个特殊的天体，从

地球上观看，月亮的“表情”非常

丰富，朔望之变化，盈亏之消长，

上弦下弦之不同，一天一个样，自

古以来就给了人们无限的遐想空

间。月亮，尤其是圆月已成为中

国人寄托情思的一大重要载体。

据了解，追溯中秋赏月的来

历 ，这 在 我 国 最 早 的 诗 歌 总 集

《诗经》中就有描绘。从渊源上

说，中秋又是“祭月节”，它源于

远古人类对自然的崇拜。从科

学 的 角 度 来 看 ，秋 季 地 球 与 太

阳 的 倾 斜 度 加 大 ，暖 湿 空 气 逐

渐 消 退 ，而 此 时 西 北 风 比 较 微

弱。湿气已去，沙尘未起，空气

就 会 显 得 格 外 清 新 ，是 赏 月 的

最佳时节。

天文教育专家、天津市天文

学会理事赵之珩介绍说，当天 18

时 30 分 左 右 ，如 梦 如 幻 的 月 亮

从东方冉冉升起。两个小时以

后，明媚的月亮高挂在东南方的

天空，此时赏月正当时。明月如

玉盘，似圆镜，仿佛在为人间家

家户户祈福。

如果人们用肉眼细观月亮，

可以看到月亮表面有些地方较

明亮，有些地方较暗淡。这明暗

交错的图案，给人们丰富的想象

空间。有条件的公众如果选择

视野开阔地区，靠近河、湖、海的

地方赏月效果更佳。半空中的

圆月倒映在水中，加上岸边树影

婆娑，此情此景，美不胜收。

随着时间的推移，子夜时分

月亮运行到正南方天空。这时

月亮的地平高度达到整夜最高，由于月光穿过的大

气层最薄，因此月亮看起来也最明亮。

在赏月之余，一些摄影爱好者也希望能拍摄下

圆月当空照的美景。赵之珩提醒说，拍摄圆月，最好

选在农历十五和十六的早晨。这个时候，月亮在西

方地平线下落的瞬间，可以和地面上的人物、景物密

切结合起来，形成一幅精美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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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一对情侣在月夜下。 CFP

新华社天津9月7日电（记者周润健）俗话说，“十

五的月亮十六圆”，今年农历八月的月亮印证了这句老

话。中国天文学会会员、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史志成

告诉记者，今年农历八月最圆的月亮将出现在 9 日（农

历八月十六）9时 38分。

细心的公众翻阅天文台历会发现，2011年、2012年

和 2013年，中秋月连续三年都是“十五的月亮十五圆”。

为何最圆的月亮——满月在农历里的出现日期不

固定呢？史志成解释说：“月亮圆缺变化一周为一个

‘朔望月’，所经历的平均周期是 29.53 天。这个月中月

亮最圆的那天称‘望日’，也叫‘满月’。”

月亮围绕地球运行的轨道是一个椭圆，时近时

远；最近时有 36 万多千米，最远时有 40 多万千米，由

于万有引力的关系，近时走得快一些，远时走得慢一

些。这样，月亮最圆时刻的“望”最早可发生在农历十

四的晚上，最迟可出现在农历十七的早上。但由于朔

一定在农历的每月初一，朔之后平均起来要再经过 14

天 18 小时 22 分才是望，所以月亮最圆时刻的“望”以

出现在农历十五、十六这两天居多，其中又以出现在

农历十六为最多。

据统计，在 2001 年至 2100 年的 100年中，中秋节出

现满月共 40 次，占 40％，元宵节出现满月共 38 次，占

38％，出现概率均不到一半。

“今年中秋月最圆时刻虽发生在农历十六日上午，

但这对我国公众赏月并没有太大影响。”史志成提醒

说，当天日落后，一轮圆月就会从东方地平线冉冉升

起，有兴致赏月的公众此时就可以举杯邀明月，为家人

和朋友送上节日祝福。

最圆月亮将出现在 9日 9时 38分

新华社天津9月 7日电 （记者周润健）8 日将迎来

一年一度的中秋节。细心的公众不难发现，同样是中

秋节，有时是在阳历 9 月，有时又会在阳历 10 月，并且

具体的日期也不一样。为何中秋节在公历的日期时早

时迟呢？

中国天文学会会员、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史志成

解释说，这是由于公历与农历转换造成的。我国目前

同时使用国际通用的公历（阳历）和中华民族传统的农

历两种历法。其中中秋节定在每年的农历八月十五，

但它在公历中的日期却非常不固定。

在公历中，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为 1 个回归年，平

年 365 天、闰年有 366 天。而我国传统的农历是一种阴

阳合历，它是以月亮圆缺变化的周期作为“月”的依据，

一个月约 29.5 天，12 个月为 354 天或 355 天，比公历年

少了 11 天左右。为使得农历年与公历年能基本对应，

我国采取了“19年 7闰”法，即在 19个农历年中加上 7个

闰年，即闰年增加一个月。

史志成进一步介绍说，如果上年农历是平年，下年

中秋前无闰月，中秋节会比上年提前 11天；如果上年农

历有闰月，下一年的中秋节就会比上年推迟 19 天或 20

天。按照此规律，2013年是农历平年，中秋的公历日期

是 9月 19日，2014年的中秋节就比上年提前 11天，落在

阳历 9 月 8 日；而今年是农历的闰年（闰九月），2015 年

中秋节时间则要比今年推迟 19天，为 9月 27日。

据了解，就如春节在阳历的日期集中在 1 月和 2 月

一样，中秋节的阳历日期则集中在 9月和 10月。

中秋节阳历日期集中在 9月和 10月

9月 4日，安徽省合肥市新华社区组织小朋友
亲手制作月饼，让孩子们在实践中体验中秋传统民
俗文化，喜迎中秋佳节。右图为小朋友们在展示自
己用传统模具制作的月饼。

新华社记者 刘军喜摄

自制月饼迎中秋自制月饼迎中秋

与春节、元宵、端午等中国传统节日相比，中秋节

似乎总是更能引发诗人情怀。无论是“山中夜来月”，

还是“花间一壶酒”，最珍贵不过“千里共婵娟”“天涯

共此时”。有关中秋的诗词汗牛充栋，除了那些耳熟

能详的经典作品，其实还有不少或被“遗忘”的佳作，

值得人们品读回味。

张孝祥《念奴娇》：不输苏轼
《水调歌头》

“描写中秋之月，最多最好的当属李白。苏轼《水

调歌头》一词，堪为中秋诗词绝唱。”“宝宝念诗”微信

公众账号发起人韩可胜说，然而，或许很多人不知道，

论壮阔和情怀，张孝祥的《念奴娇·过洞庭》并不输给

苏轼：

“洞庭青草，近中秋，更无一点风色。玉鉴琼田三

万顷，著我扁舟一叶。素月分辉，明河共影，表里俱澄

澈。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

“以长江之水为酒，以北斗星阵为杯，再请天地万

象为宾，和我一同细斟慢酌。此情此境，没有天地物

我，不知今夕何夕。这种壮阔、这种豪情，遍观宋词，

无以复加。”韩可胜说。

辛弃疾《木兰花慢》：神悟月
轮绕地之理

而辛弃疾的《木兰花慢》，虽然很多人不熟悉，但

其科学追问却在中国诗词中独树一帜：“可怜今夕月，

向何处，去悠悠？是别有人间，那边才见，光影东头？

是天外，空汗漫，但长风浩浩送中秋？……”

月亮为什么不会掉下来？为什么圆月会渐渐变

成弯月？是不是这边沉下去，那边就会升起来？作者

一连串的发问，使得这首词在人文情怀中，又增添了

不少理性色彩——八百年前的辛弃疾，竟然在词中接

触到了月亮绕地球旋转这一科学现象。难怪王国维

会赞叹其“直悟月轮绕地之理……可谓神悟”。

王建《十五夜望月》：古人与
今人心境的契合

唐代诗人王建的《十五夜望月寄杜郎中》，也是

一首或被“遗忘”的中秋怀思佳作：“中庭地白树栖

鸦，冷露无声湿桂花。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

谁家？”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朱大可介绍，

王建虽任职低级官吏，一生却写下了大量乐府诗，几

乎与张籍齐名。

“本诗跳出宫怨的范畴，将中秋节的忧伤书写得

淋漓尽致。就在今夜，所有人都在仰望月亮，却不知

道那片秋天的忧思，究竟会降落在谁的家里。”朱大可

说，最后一句以设问结尾，更显意深情长，把个人感受

与众人经历巧妙地连接到了一起。

专家指出，随着中国流动人口的不断增加，那些

挥之不去的“乡愁”和孤独感，正成为当代“游子”重要

的情感注脚。幸好，在许多诗词中，古人与今人实现

了心境的契合，较好地疏解了群体性的伤感。

“ 每 次 读 白 居 易 的《八 月 十 五 日 夜 湓 亭 望 月》，

都 是 一 次 直 面 内 心 的 过 程 。”网 民“ 二 人 吉 吉 ”说 ，

“西北望乡何处是，东南见月几回圆”，在没有亲人，

不是故乡的地方，即便有再多富贵、热闹，也很难称

之为圆满。 （新华社上海 9月 7日电）

那些不该被“遗忘”的中秋诗词
新华社记者 俞 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