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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家 观 点

22 日晚，“湾区升明月”2024 大湾区

电影音乐晚会如期唱响。刚刚过去的中秋

佳节，《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024 年中秋晚

会》《河南卫视2024中秋奇妙游》以及湖南、

山东、江苏、新疆等中秋晚会轮番上演。各

台晚会联手传统文化、地方文旅、潮流科技，

古今交辉、虚实结合、情景交融。月色如水

时，荧屏上，半是诗意半是烟火。汉字、诗

词、戏曲、文物等中华传统文化入夜，家人、

友人、无数普通人入画，天涯共此时。

中秋、国庆接踵而至，文旅市场也将迎

来又一个消费高峰。“随着新媒介的普及和

旅游直播的兴起，各种传统节日正在借力文

旅融合发展火起来，这既是文旅产业发展的

新趋势，也是传统节日在文旅融合发展中得

以传承和创新的新动向。”中国社会科学院

大学教授张继焦表示，传统节日与文旅融合

发展之间良性双向互动，推动着中华民族现

代文明的创新性发展，“我国各个城市都具

有丰厚的传统节日文化资源，若利用得当并

加以创新，完全可以在实现创造性转化、创

新性发展的基础上发挥独特的竞争优势，利

用传统节日文化的现代转型之力，促进当地

的内源性节日经济发展。”

明月与乡愁：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基因

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
在中国，中秋节与春节、清明节、端午节并

称为中国四大传统节日。现代社会发展日新月
异，天文知识消解月宫神话，月饼不再是稀有美
食，但为何我们遇到佳节良辰，思念会加倍呢？

复旦大学中文系查屏球教授认为，古时，中
秋之所以能如此调动文人的感情，引发大家的
共鸣，是因为它原本就是一个难以团圆的节
日。中秋不像春节、冬至，那都是农闲的时候，
气温也适宜食品储存，家人团聚才容易实现。
正因为难以团圆，中秋才成了我们对分离的家
人倍加思念的时分。比如苏轼在《水调歌头》小
序中写道：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
兼怀子由。这首中秋望月怀人之作，寄托了苏
轼对七年没有见面的弟弟苏辙无限的想念。这
种对家人团聚的愿望，与农耕文明不无关联。

“乡土社会是传统文化非常重要的基础。”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范丽珠
这些年一直在做田野调查，她说，虽然各地中秋
习俗不可一概而论，但共性的是，都会有一些祭
祀活动。作为一个几千年农业社会发展而来的
国家，中国的传统信仰里包含着大量对自然的
崇拜，比如对天地、日月。这种崇拜根植在我们
的文化基因里，构成了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同时
也规范了我们的一些行为。“社会学上讲‘传统
的再发明’，即为传统探索一些新的形式，又把
传统的一些理念继承下来。所以我说传统理
念、信仰、价值，一定会跟节日一样持续下来。
毕竟大部分中国人都会讲一两句‘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婵娟’，中秋味不会淡，反倒更浓了。”

我国民间流传着大量以月亮为主题的神话
与传说。祭月的风俗早在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
（公元前4世纪到5世纪）的《周礼》中就有所记
载。自唐宋开始，拜月赏月活动日益繁盛，逐渐
成为全民广泛参与的节庆。借助以中秋节为代
表的传统节日，我们庆祝丰收、感恩自然，每每
呈现人月相亲的场景。

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张伟然
深信，只要中国人在，中国文化在，中秋这个节日
就一定会传承下去。“这个节日表达的是大家对
于生命的一种尊重，对亲情、友情的尊重，所以一
说到这个节日，我们就会感觉特别温馨、亲切。
生命中应该有一些节日，让它周而复始又张弛有
度地运行。我觉得不用刻意去给中秋赋予什么
新的内涵，大家好好过节就行，只要好好过节，中
秋就会给大家留下一段记忆、一种向往。”

正如明代徐有贞在《中秋月》一词中的朗然
愉悦、情绪高昂：“中秋月。月到中秋偏皎洁。
偏皎洁，知他多少，阴晴圆缺。阴晴圆缺都休
说，且喜人间好时节。好时节，愿得年年，常见
中秋月。”

且喜人间好时节
中秋、国庆双节历来是消费旺季，

也掀起继暑期旺季之后的又一个出游
小高峰。张继焦认为，近年来，各种迹
象显示，传统节日正在借力文旅融合发
展火起来，中秋、国庆、元旦、春节等各
种重大节日的经济表现，已成为观察我
国经济发展动态的一个晴雨表。基于
对传统节日与文旅融合发展关系的观
察和思考，他认为，两者的良性互动大
致包括以下三种类型：

一是媒体传播型。例如，“中国节
日”系列节目对河南文化产业和旅游业
的带动，这属于一种新的类型。“‘中国
节日’系列节目，重现了春节、元宵、清
明、端午、七夕、中秋、重阳等中国传统
节日的繁华景象。”张继焦说，2021年，

“端午奇妙游”播出后，郑州首次入围端
午热门旅游前十目的地；“中秋奇妙游”
播出后，河南成为国庆期间热度提升最
快的旅游目的地。据有关平台数据统
计，“中国节日”系列节目有效地带动了
河南全省文化旅游消费，尤其是掀起了
开封清明上河园、洛阳应天门和老君
山、焦作云台山等地的旅游热潮。“媒体
工作者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中汲取
营养，把传统节日文化变成看得见、摸
得着、可体验的融媒产品，彰显传统节
日文化的吸引力、感染力、影响力，让人
们感知到中华节日文化不仅有厚重感、
人情味儿、烟火气，而且还有与时俱进
的新风尚和新人气。”张继焦表示，类似
的颇有影响力的文旅现象，还有贵州的

“村超”“村BA”火爆，新媒体都在其中
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引导性作用。

二是传统复兴型。以传统节日带
动文旅融合发展的传统复兴型经典案
例是，东北地区查干湖的冬捕节，冬捕
节本来是一个当地人过的地方性节日，

现在成为一个闻名于世、全国各地很
多人不远千里前去参加的节日。今
年，为丰富旅游体验，冬捕节更名为查
干湖冰雪渔猎文化旅游节，捕鱼之外
又陆续添了新内容。在渔工指导下，
游客可以自己下网，体验捕鱼捞虾；渔
猎文化博物馆内，非遗展览、冬捕用
具、鱼类标本等展区，系统介绍冬捕沿
革变迁。据统计，2023 年 11 月雪季以
来，截至2024年2月17日，查干湖旅游
经济开发区接待游客 115.33 万人次，
实现旅游综合收入超 10 亿元，同比增
长 259.06%，带动了“冰雪消费”，推动

“冷资源”变为“热产业”。
三是街区景区嵌入型。这一类型

指的是一些街区景区喜欢在传统节日
期间推出活动，吸引更多的游客，增加
人流量和提高消费额。最为常见的是
很多街区景区在元旦、春节、元宵、中秋
等重大传统节日期间，组织举办各种活
动（如服装秀、美食展销、书展、杂技表
演、放烟花等）。比如，在上海，城隍庙
的灯会是传统的民俗文化活动，2024
年元旦假期，上海城隍庙重新展出阔别
多年的老上海上元灯会“天官鳌山灯”，
其意蕴为天官赐福、万民欣乐。

“我们的各种传统节日，都有悠久
的历史传承、深厚的文化积淀、广泛的
群众基础，是带动文旅融合持续发展的
内源性动力。”在张继焦看来，唯有将传
统节日文化纳入各个地方和各个城市
发展的脉络之内，使其作为一种制度性
文化遗产的传统节日之变迁，与各个地
方和各个城市的“传统—现代”转型相
协调，才能真正实现中华优秀传统节日
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实现
高质量的节日经济发展之路，探索出一
条可持续发展之道。

今年中秋晚会纷纷聚焦“意
象之美”，在贯通古今的文化传
承中感知我们从未断流的中华
文明。

每年如约而至的总台秋晚，
用《月出》《月华》《月明》三段为
题，抒发月出皎兮的浪漫、月华
如水的思念、月明千里的胸怀，
凸显传统佳节的文化韵味，寓意
中华文明的生生不息。不仅陪
伴着千家万户共度佳节，也寄
托着全球各地华夏儿女的爱国
之情与思乡之切。执行总导演
董金明表示，明月、思乡、思念、
团圆，这个是中秋晚会一直贯
穿的主题，在这个大主题下，今
年在节目编排中融入了新中国
成立 75 周年、澳门回归 25 周
年、嫦娥六号在月亮背面首次
采样等观众比较关注的热点话
题，让节目与时代更加融合，与
观众靠得更近。

“诗仙”李白曾写道：“人攀
明 月 不 可 得 ，月 行 却 与 人 相
随。”湖南卫视《2024中秋之夜》
全面运用 AI（人工智能）与 XR
（扩展现实）技术，突破了古人
的想象，首次“攀”上明月来办
一年一度的中秋盛会，脚“踏”
月壤，手“握”星辰，全新的佳节
氛围一整个拿捏。节目以“飞
向星空和月”为主题，邀请全国
观众一起“漫游”月球，感受传
统文化与科技力量碰撞出的璀
璨火花。

致力于传统文化创新表达
的河南卫视“中国节日”系列节
目，也一直在AI技术与国风、国

潮融合上做功课，并贡献了《唐
宫夜宴》《纸扇书生》《屈子问天》

《借东风》中的“七十二候图”与
“草船借箭”等无数名场面。值
得一提的是，今年的中秋奇妙游
中，因传统文化节目解读而闻名
的“中国节日”系列，古色古香古
风的“古代文化”节目比重不足
一半了，节目呈现的载体也从古
人哲思更多转为现代人的故
事，关注普通人，打造了不穿越
的真实奇妙游。总导演路红莉
曾多次执导过“奇妙游”系列的
元宵、七夕、端午、中秋、重阳等
节目，接连打造了《龙门金刚》

《少林·功夫》《元夕之约》等爆
款，她说：“文化的传承本身就是
一个探索的过程，中国传统文化
深厚且丰厚，我们如何把这个文
化宝藏挖掘出来，传播出去？我
们如何在科技手段、传播手段更
新迭代如此之快的当下，去创作
符合新时代的优秀传统文化视
听作品，是一个值得我们继续深
入研究的课题。”

在路红莉看来，不论是影视
作品还是综艺晚会，真正打动人
的还是内容，考验的是讲故事的
能力，爆款密码仍然掌握在那些
懂得讲故事的人脑海中。“中国
节日”系列节目的魅力之一，是
一以贯之的传统节日的内涵和
力量，唤醒了观众对生活的情
感，“传统节日的名字，包含了对
暖阳、对月光、对清风、对细雨等
自然风物的褒扬。节日是为了
提醒我们，要记住感恩岁月和天
地，不要忘记爱与被爱。”

感知从未断流的中华文明 过一种“很新”的传统节日

唯应待明月，千里与君同。
中秋已过，国庆将至。家是最小国，

国是千万家。“小家”的团圆情与“大家”
的富强梦温暖交融。让我们来看看几位
学者从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基因中，探
寻传统节日丰厚内蕴、当代价值和独特
生命力，共话家国关系。

谈及中秋，脑中会自然浮现“月”的
意象，古人以此为题留下诸多诗。一轮
圆月连接中国人的文化乡愁，也打开了
时光穿梭的路径，诉说“古今一同”。

像我们耳熟能详的“明月几时有，把
酒问青天”，或者兼具喜悦与哀伤情绪的

“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抑
或是洒脱不羁的“我醉拍手狂歌，举杯邀
月，对影成三客”。

北京大学葛晓音教授娓娓道来，中
国古诗从汉魏时期开始就借望月写思念
之情，其中家喻户晓的代表作，就有苏东
坡咏中秋的词《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古代交通不便，人们聚短离长，尤
其到秋深夜半之时，能够同时伴随两地
离人的只有天上的明月，因而明月首先
成为乡情的寄托：“露从今夜白，月是故
乡明。”（杜甫《月夜忆舍弟》）而且每个
月，月亮都有由缺到圆的循环过程，仿
佛与个体的悲欢离合相应和：“一年十
二度圆月，十一回圆不在家。”（李洞

《客亭对月》）“肠断中秋正圆月，夜来谁
唱异乡歌。”（张祜《题于越亭》）同时，明
月作为永恒的存在，又反衬出人生的短
暂和生命的有限，正如张若虚的《春江
花月夜》：“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
望相似。”

苏东坡正是将明月所包含的这三种
文化内涵融合在一起，从古往今来人们
望月的普遍感慨中提炼出人事与天道的

相同规律：“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
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
娟。”“可见，中秋这一传统文化节日承载
了中华民族盼望家庭团圆的共同心理，
在当代仍是能够体现民族认同感的重要
文化基因。”

中国民俗学会荣誉会长刘魁立进
一步阐述，古时候，中国的时间制度与
其他许多民族不同，是太阳历和太阴历
的结合。把太阳作为制定时间制度的
参照物，于是有了属于阳历时间制度的
二十四节气，使我们的生产生活与自然
变化节律保持一致。同时，生活中还
存在另一个非常活跃的时间系统，称
为太阴历。我们的民族传统节日大都
依据阴历的时间节点来安排，把月亮
看作表达个人和群体情感的最佳寄
托。“阴历和阳历，两者相辅相成，并行
不悖，构成了中国人顺天应时、表达感
情的时间制度，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的鲜明体现。”

“中华文化有着显著的重情特质。
在基于生产、生活及审美实践的情物、情
景交融中，自然被人文化，诸多风物成为
具有特定意涵、意义的形象和符号。例
如，月亮成为关联乡愁、团圆、美好等的
典型意象。经由诗词歌赋、戏曲等民族
文化实践的反复强化，这些意象最终积
淀为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心理结构，成
为标识性的共同民族文化基因。”在北京
师范大学教授沈湘平看来，中华民族重
情的文化共同想象，赋予世界以温情、
魅力，也成了一种自然真实、历史真实
之外的文化真实、意义真实。“某种程度
上，把握住了这种真实，才能找到民族
的心灵密码，进入中华文化的内核深
处；才能传承祖先的人文衣钵，像他们

那样思考、审美和生活；才能自豪地说
我们身上流淌着炎黄热血，是一个有根
有魂的中国人。”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 周
年，中秋与国庆，“家”与“国”的概念交相
辉映。沈湘平说：“家、国是不同层面的
共同体，中国自古至今都有着家国一体、
家国同构的特征。无论是爱家还是爱
国，爱就意味着奉献与担当。国由千万
家构成，但又不简单是众家之和，而是
一个需要大家积极建设、齐心捍卫的共
同体；没有国就没有家，但也不意味着
家必须做无谓的牺牲——在‘人民至
上’的国度，国始终温暖地呵护着家。
正是因为这种良性互动，人们才爱国如
家，心甘情愿为了国而在某种程度上作
出家的牺牲。”

他还着重强调，中华儿女不仅有着
深沉、饱满的家国情怀，还有着浓郁、博
大的天下意识。这在今天就体现为：不
仅追求国家富强、民族复兴，而且致力
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爱国如
家，而且深信“天下一家”。每一个“小
我”正是在促进民族复兴、人类进步中
不断得到升华。

如何将“爱家”与“爱国”相统一，沈
湘平有自己的见解。他说，作为平凡的
个人，首先要做的是站稳脚跟，相信党和
国家有足够的智慧应对国内外复杂情
况，而我们不慌不乱，照顾好自己和家
庭，本身就是一种贡献。其次，手头的事
情不能停，本职工作不能“掉链子”。比
方说，作为一名高校教师，就要努力将教
书育人、科研服务的工作做好，脚踏实
地、锐意创新，努力发挥自己的专长，研
究真问题、增长真学问，为祖国和人民贡
献更多聪明才智。

电影《志愿军》三部曲第二部《志愿军：
存亡之战》定档9月30日全国上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