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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看天下

中秋是团圆的时刻。几千
年积淀形成的家国情怀让在新
时代大潮中搏击的中华游子平
添了一份深切的乡愁，而现代
科技的进步，与时俱进的文化
理念让亲情、友情有了更酣畅
的表达，也让中秋文化在创新
中不断得到延续。

●传承：
多彩习俗重传播
年轻粉丝日渐多

现代科技的发达，让传统
节庆文化活动有了更符合当代
人审美情趣的表达，将节日的
热烈氛围推向极致，借助高科
技威力的节庆活动所承载的中
华文化最珍视的核心价值则在
新传播中得以薪火相传。

9 月的广州，天气依然似
火。正值中秋假期，每到晚上 6
点，广州的夜色还没有完全降临，
在珠江之畔的广州文化公园内，
中秋的花灯则早已悄然点亮。

在公园正门口，名为“繁花
盛果”的灯组引得不少市民拍
照留念。灯组以十三行博物馆
的通草画为灵感，呈现了岭南
花卉争芳斗艳，争相怒放，彩蝶
闻香而来，翩翩起舞的喜庆景

象，寓意祖国繁华盛世。
中秋灯会是广州的传统文

化 盛 事 ，已 经 有 60 多 年 的 历
史。今年的中秋，具有岭南韵味
的 23组大中型灯组和近千盏气
氛灯在文化公园与市民见面。

“一直听说广州是花城，在
这个季节还能见到这么多花，真
是百闻不如一见。”来自内蒙古
的丁女士因工作调动，今年第一
次在广州过中秋，公园里各种花
卉与花灯交相辉映，让她对花城
的环境之美感叹不已。

“广州的中秋花灯由来已
久，本地的文化也有很强的包
容性。外地人在中秋观赏花
灯，通过民俗活动融入广州的
生活中，可以增加对本地文化
的认同感。”广东省民俗文化研
究会副会长潘剑明说。

花灯用现代科技的力量丰
富了美好寓意的传统节日祝福
的表达方式，而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传播则接通了华夏子孙与
古老民族文化的血脉。

泥彩塑传承人胡鹏飞是北
京为数不多的制作兔儿爷泥塑
的手艺人之一。今年中秋，他在
东岳庙民俗博物馆里，与跟他学
习泥塑的孩子们在制作兔儿爷

泥塑中度过。几名十岁上下的
小朋友挽起袖子，时而和泥，时
而开模、彩绘，忙得不亦乐乎。

“在泥巴上涂涂画画符合
小孩的天性，嫦娥奔月等充满
东方神话色彩的民间故事也带
给他们想象的空间。”胡鹏飞
说，彩绘让孩子们更容易了解
传统的色彩基因，更让传统文
化植入幼小的心灵。

2000 年 追 随 爷 爷 参 与 制
作民间彩塑的胡鹏飞来到北
京，他十分注重扩大老手艺在
年轻人中的影响。在庙会上，
他与年轻人聊天，了解他们对
民间艺术的喜好，并将这些信
息吸收到自己的泥塑创作中，
很多不知兔儿爷为何物的年轻
人也从此开始关注民间彩塑。

新一代的传统技艺传承人
有着比老一代更新的知识结构
和敏锐思想，他们注重心理、认
知等层面分析当代人的文化需
求，也能以当代喜闻乐见的形
式传播传统文化。

●团圆：
流动频繁相思切
环境优美恋新家

市场的拓展、产业分工的细

密，让社会流动成为生活常态。
家不再是故园，在哪里打拼出一
片人生的新天地，哪里就是新的
家园，当代人的乡愁中更饱含着
对优美家园的眷恋期待。

“节日在哪里，家乡情怀就
在哪里。”潘剑明说，离家越远，
游子每次回来也就更加关注家
里的点滴变化。

近些年，广州的市容市貌有
了非常大的变化。如今，在广州
过中秋，除了看花灯外，老广有
了更多的选择。如果说文化公
园代表的是老广州的文化，那么

花城广场作为广州的“城市客
厅”，则展示着广州的新风采。

现在，看广州塔亮灯成为
年轻人庆祝节日的新风尚。今
年中秋，回国发展的段春晖用
登塔代替了登山，从 480 米高
的广州塔顶平台望去，灯光璀
璨，绿树交映。

“以前讲‘父母在，不远游’，
中秋就是家人从外面回来团
聚。而现在人员流动变快了，借
助科技的力量，一家人可以一起
远游过佳节。”潘剑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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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共婵娟 家国藉乡愁
——各地欢度中秋活动观察

9月24日在南京明城墙中华门段拍摄的圆月。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