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化 是 一 个 国 家 、一 个 民 族 的 灵 魂 。

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

在 5000 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

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

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

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凝聚亿万人民为新

中国发展不懈奋斗。

新中国成立 75 年来，社会主义文化发

展之路愈走愈宽广，为民族复兴积蕴更基

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

明月照九州，又是中秋时。
对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个团圆的节日。人们感受家的

温馨，体味亲情友情的相聚；有的人奔赴远方，享受假日的
惬意；还有的人为大家安心过节保驾护航……

赏月、吃月饼、玩花灯，团圆、相聚、祝福……全国各地
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群众欢度中秋的热闹场景，诉说着小
家团圆、大家幸福、家国奋进的祈愿和追求。

最团圆夜是中秋

16 日清晨，哈尔滨西开往上海虹桥的 G1202 次列车
上，热闹非凡。

猜灯谜、做花灯。小女孩瑶瑶一边制作兔子花灯，一边情
不自禁朗诵关于月亮的诗句……这几
日，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
哈尔滨客运段在多趟列车上举办庆中
秋主题活动，为旅客介绍各地中秋节
传统习俗，让节日氛围感“拉满”车厢。

行李架上，月饼、红肠、巧克力……
一份份沉甸甸的“爱”，随着一声声
到站提示，奔向团圆。

千里奔赴，南来北往，“最团圆
夜是中秋”。

月饼，以月为名、以圆为形，饱
含着团圆和思念的味道。

北京稻香村“零号寻宝馆”，这
几天人头攒动，各类点心月饼供不
应求。

“近来门店每天客流量超过 1000

人次，比平常翻了一番还多，要不断
补货。”店长陈天宝忙得脚不沾地。

五仁、豆沙、冰激凌、抹茶……
不用为馅料之争而费神，想吃什么
馅的月饼都有。

在山西太原的一家双合成食品
店，店长高晓悦说，今年他们结合地
方特色，新增了青花酒香麻辣牛肉、
玫瑰奇亚籽、枣泥核桃三种新口味
月饼，口感软糯，深受大家喜爱。

吃月饼、玩花灯、饮桂花酒……
精彩纷呈的各地习俗，构成中华民
族独特的中秋记忆。

一轮“明月”在湖中升起，300米
水上花灯流光溢彩。步入重庆两江
新区礼嘉天街北岸湖滨，波光粼粼
的水面上，“巨型月亮”灯光装置吸
引不少市民驻足观赏。

家住附近的李女士一家在湖滨散
步，情不自禁地在“明月”下拍下全家
合影。“阖家团圆的日子，这个水上灯
会让节日氛围更浓厚了。”李女士说。

望月怀古过中秋

前不久，游戏《黑神话：悟空》带
火了山西古建筑，晋城玉皇庙的二
十八星宿彩塑火爆出圈。

晋城泽州县的珏山自古就是祭
月、赏月胜地。今年，在珏山景区，
很多游客既可以在山上赏月，也可
以泛舟在湖上赏月。

这是中国人独有的赏月浪漫——
15 日晚，李女士搭乘了南航的“赏月航班”。“当时我听

着旅客们朗诵诗歌，月亮刚好出现在舷窗边。我一边吃着
月饼，一边听着‘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立马有了回家
团聚的感觉。”李女士回忆道。

南航湖南分公司乘务长张婷婷第 12 年执飞“赏月航
班”。她说：“一轮明月照见五湖四海的旅客，我们一起望月
怀古，大家都很感动。”

这是中国人和月亮的千古约定——
神话传说中，嫦娥奔月，广寒宫静寂千年。
今年 6 月我国嫦娥六号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实现月球背

面采样返回，又一次将月壤采回国内。
科学家们加紧对月球的研究工作：经多种实验技术分

析，1吨月壤或可满足 50人一天饮水；用模拟月壤烧制月壤
砖……未来，在月球上建房子也许不再是遥远的梦想。

这是中国式过节的文化底蕴——
逛庙会、品非遗，赏美景、看演出，吟诗逛展……全国各

地“花样”过中秋，赓续传统文化，尽显时代风流。
北京园博园，自贡彩灯亮相京城，200余组灯组同步点亮。
这是北京史上最大规模灯会，其中约七成的灯组题材

源自京味儿文化。“中轴线之光”汇集北京中轴线古建筑精
华，“北京文物”展现老北京胡同文化……

五彩光华、流光溢彩。4 万片羽毛、800 万剪，采用“彩
色吹塑纸+透明亚克力”材料，大型手工羽毛彩灯“凤舞九
天”充满祥瑞，为大家送上美好祝福。

重庆湖广会馆，禹王宫广场丝竹声声、裙袂飘飘。
“在古建筑里看古风表演，特别‘中国’，很惊艳！”来自广

东的陈先生和外国友人一起来重庆游玩，神秘的川剧变脸、
浑厚的川江号子、技艺考究的盖碗茶，让他们看得十分过瘾。

情系家国同奋进

海南文昌翁田镇，镇上的茶店早已坐满了人，围坐一起
喝茶吃早点，烟火气慢慢升腾。

十余天前，超强台风“摩羯”在这里登陆。目前，抢修工
作仍在继续。

韦腾飞来自贵州，是南方电网深圳供电局支援海南电
网抢险救灾总队的第一批电力工人。他已连续奋战十多
天，不顾炎热，不分昼夜。

这个中秋，他不能和家人一起度过。“是有疲惫感，但我
们要继续坚持，让群众过上亮堂的中秋节。”他说。

遥望明月共此时，欢度佳节同相知。
夏天曾遭受洪涝灾害的湖南岳阳华容县，团洲乡敬老

院安置点准备了十桌饭菜，每桌十个菜品，鸡、鱼、肉等主菜
已经备好，就等大家入席。

“几个月来大伙儿都不容易，希望大家在这里感受到团
圆的氛围。”团洲乡敬老院院长王六一说。

团西村村民杨巧珍的房子经过重新粉刷，干干净净，家具
家电也已换新。杨巧珍说，在家里简简单单吃餐饭，就很幸福。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此刻，月圆人圆，家国相依。
人们纷纷送出温暖的祝福，更用实际行动，奋斗创造更

加美好的生活。
我国最北端的黑龙江漠河北极村，室外最低气温已接

近零下。
天刚亮，漠河供电公司北极供电所所长吕建生就和同

事出门上街、入户检查。“这几天我们外出检修得穿棉服、戴
手套了。节假日里不能因为用电问题影响大家团圆过节。”

吕建生说：“看着村里父老乡亲的生活蒸蒸日上，我就
想，守护这里长明不熄，再苦再累也值得。”

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北京 9月 1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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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 到 一 年 中 秋 。 自 古 以 来 ，在 中 秋 月 圆 之 夜 ，赏
月 、吃 月 饼 寄 托 着 中 华 民 族 对 阖 家 团 圆 、幸 福 美 满 的
美好向往。如今，丰富多彩的中秋节庆祝活动在全球
各 地 上 演 ，不 同 语 言 、肤 色 的 人 们 欢 聚 一 堂 ，在 音 乐 、
诗文、美食中共同感受中国文化的魅力。

中 秋 节 承 载 着 丰 富 的 文 化 内 涵 和 深 厚 的 文 化 底
蕴。从天上月圆想到人间团圆，这是中华民族特有的
浪漫情怀。文化如水，源远流长。与中国一样，亚洲多
国也有庆祝中秋的传统。韩国将中秋称作“秋夕”，在
这天有吃松饼的习俗；日本把中秋节称为“月见节”，吃
团子、赏月是当地的庆祝方式；越南将中秋节和儿童节
相 融 合 ，灯 笼 和 玩 具 在 这 天 必 不 可 少 …… 就 像 月 饼 口
味各异，中秋在不同国家展现着多姿多彩的文化魅力。
但不论形式如何变化，团圆、美好的寓意不曾改变。

随着全球化进程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人正在体验
中秋习俗、感受中华文化。今年中秋节前夕，巴基斯坦
商人布莱恩在天津参加文化交流活动，第一次尝试亲手
制作月饼；来自俄罗斯的英语教师西玛在河北任丘写书
法、做月饼，学习体验中国传统文化；在河北北戴河，76
名留学生一起聆听了嫦娥奔月的古老传说……哈萨克
斯坦留学生乌尔博尔辛·奥潘诺瓦希望，回到哈萨克斯
坦后能向家人介绍中秋节的故事。当这些外国友人回
到 本 国 ，中 秋 文 化 里 祝 福 团 圆 的 美 好
情 感 、倡 导 四 海 共 邀 明 月 的 宽 广 胸 怀
便随他们一起传到世界各地。

放 眼 海 外 ，中 秋 节 早 已 和 春 节 、

端 午 节 一 样 ，成 为 中 华 文 化 与 各 国 文 化 加 速 融 合 的
“催化剂”。在德国柏林，众多中华文化爱好者在中秋
诗会上体验投壶、扇面绘画、书法等文化项目；在澳大
利亚，一场中秋晚会吸引了各界友好人士和华侨华人
参 加 ；在 巴 西 、比 利 时 、克 罗 地 亚 等 地 ，丰 富 多 彩 的 庆
祝 活 动 也 为 当 地 增 添 了 别 样 风 采 …… 这 些 活 动 与 当
地地理人文环境融合在一起，呈现出一幅幅独特的中
秋风情集锦画，或热烈奔放或含蓄隽永的庆祝活动让
传统中秋佳节焕发出独特的生命力。

四 海 共 婵 娟 ，中 秋 文 化“ 出 海 ”为 文 明 交 流 互 鉴 提
供了新的契机。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越来越成
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中秋文化中的

“ 团 圆 ”“ 美 满 ”“ 丰 收 ”等 美 好 愿 景 契 合 中 国 扩 大 高 水
平开放、促进合作共赢的美好意愿。中华传统节日在
全球掀起阵阵热潮，为全球文化图景增色添彩，让“和
而不同”“美美与共”的意涵日益深入人心。正如伦敦
威 斯 敏 斯 特 市 市 长 罗 伯 特·里 格 比 所 说 ，华 侨 华 人 群
体为本地增添了“独特而美好的视角和历史”，丰富了
文 化 多 样 性 ，而 在 中 秋 传 统 佳 节 期 间 ，人 们 更 能 感 受
到中华文化的无穷魅力。

惟以心相交，方成其久远。以中秋文化为代表的中
华文化饱含强大的精神力量。我们有理由期待，中外文

化交流将进一步推 动 中 外 民 间 交 往 ，
促 进 中 国 与 世 界 各 国 民 心 相 通 、互 学
互鉴，为消弭分歧、增进合作贡献力量。
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北京9月 17日电）

月 满 祝 团 圆 四 海 共 婵 娟

新华时评新华时评

金风送爽，桂花飘香，又是一年中秋时。
山西省晋城市泽州县二仙掌村村民张小

女已备好粗月饼，只待皓月当空，将其与苹果、
葡萄、石榴等水果摆放在农家小院的方桌上，
燃香敬拜。之后，她会将“大团圆”月饼切成小
块，分给赏月的家人们。

赏月、拜月、吃月饼——72 岁的张小女从
小就这么过中秋节，如今这些是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中秋节（泽州中秋习俗）的重要内容，
在晋东南、豫西北、冀南等地广为流传。

这些传承至今的习惯是中秋习俗流传千
年的精华。

中秋节的起源与古代月亮崇拜及祭月密
不可分。据宋代吴自牧的《梦粱录》记载，八月
十五中秋节正是七月孟秋、八月仲秋、九月季
秋三秋之半，故得“中秋”之名。

月到中秋分外明。早在唐朝时赏月之风
大兴。临轩玩月、泛舟望月、饮酒对月……赏
月是古人过中秋必不可少的节目。

中秋节的底色是欢快的，但以月之圆兆人
之团圆，难免会有人触景起相思。唐代诗人白
居易用“西北望乡何处是，东南见月几回圆”表

达思乡之情；中唐诗人王建一句“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
思落谁家”道尽对友人的思念；宋代大文豪苏轼醉酒后借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传递对亲人的深情祝愿。
如果说唐宋时期爱赏月，明朝则重视拜月和团聚，这是

一件充满仪式感的事。中秋夜，人们在家或户外设月神牌
位，摆上供品，叩拜，祈求月神赐福。这时月饼成为中秋节
的节令食品，既可当供品，也是亲友间相互馈赠的佳品。

明代《帝京景物略》中这样描述中秋节：“八月十五祭
月，其祭果饼必圆……月饼月果，戚属馈相报，饼有径二尺
者。女归宁，是日必返其夫家，曰团圆节也。”可见当时的月
饼较大，需全家分而食之。

张小女制作的“大团圆”月饼体现了当地特色。泽州粗
月饼看上去像一个锁着花边的圆形面饼，内包两层冰糖、花
生、葡萄干、核桃仁等杂碎馅料，表面装饰图案，或蒸或烤而
成。讲究的图案比较复杂，但张小女喜欢在村口拔棵野草，
洗干净后，印在上面，充满野趣。

“现在市场上卖的月饼口味有几十种，但 3个儿女还是吵
着要吃妈妈做的粗月饼。”古稀之年的张小女一脸骄傲地说。

除赏月吃月饼外，中国各地还有丰富多彩的中秋习俗，
例如福建厦门的中秋博饼游戏、江西安福县的中秋烧塔习
俗、香港的舞火龙节庆仪式等，带给人们节日的欢乐和祝福。

随着时代变迁，一些中秋传统习俗在淡化，传承方式也
在由家庭传承向社会化传承发展。人们通过社区、景区等公
共平台乐享中秋传统文化。星空论坛、文艺晚会、祭月大典、
社火表演、打制粗月饼……今年中秋节假期，“中国赏月名
山”晋城珏山景区推出系列活动，游客可免费观看和参与。

中国民协中国民间文化创新发展中心副主任常嗣新
说，中秋节传承着绵延千年的文化记忆与情感认同，虽然习
俗在演变，但团圆是永恒旋律，更是中国人普遍的美好愿
景，在尽享亲情友情中增进家庭和民族的凝聚力，涵养家国
情怀。 新华社记者 王学涛 （据新华社太原 9月 17日电）

人民至上

2024 年 2 月，北京人艺经典话剧《茶馆》再次登上舞
台。自 1958 年首演以来，这部北京人艺的“看家戏”始终经
久不衰、一票难求。

《茶馆》不仅深刻刻画出旧时代的黑暗与痛苦，暗示了
新世界对当时民众的迫切性，更以诙谐幽默的京味儿语言
展现不同时代的风土人情和市井生活。

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
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

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穷二白迈入大繁荣大发展的新
时代，文艺为人民，是贯穿新中国文艺史的精神脉络。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们读着《创业史》，唱着《我们走
在大路上》，心潮澎湃投入建设大潮；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大
家听着《在希望的田野上》，读着《平凡的世界》，看着《渴
望》，满怀热情投入时代洪流；进入新时代，人们在电视剧《大
江大河》、电影《流浪地球》中，感悟一个大国的气度与创造。

75年来，我们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满足人民多层
次、多样化、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群众文化生活日益丰
富多彩，文化软实力大幅提升。

文艺创作精品迭出——
从《红色娘子军》《野火春风斗古城》《天云山传奇》《庐

山恋》，到《黄土地》《秋菊打官司》《甲方乙方》《长津湖》；从
《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白鹿原》，到
《繁花》《人世间》《雪山大地》……文艺创作者坚持深入生
活、扎根人民，用一系列精品佳作回应时代主题和人民心声。

文化服务设施不断完善——
新中国成立初期，公共文化服务设施极其短缺，1949

年，全国公共图书馆仅有 55 个、博物馆 21 个。 2023 年末，
全国共有公共图书馆 3246 个、博物馆 6833 个。我国公共
文化设施建设取得长足进步，为丰富群众文化生活提供了
有力支撑。

文化产业繁荣发展——
自 2003 年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到全面展开，文化产业快

速发展，新业态迅速兴起。 2023 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
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129515 亿元，文化服务业支撑
作用增强，文化新业态行业带动效应明显。

着眼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新期待，高质量文化
供给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

守正创新

1979 年，大型民族舞剧《丝路花雨》在中国西北诞生。
编创者们从敦煌莫高窟的壁画和彩塑中寻找灵感，将千年
前的文化瑰宝编排成动人心弦的舞台作品。

今年 5 月，《丝路花雨》迎来了首演 45 周年。这些年，
《丝路花雨》常演常新，将丝路风情与敦煌文化带到 40 多个
国家和地区，向世界展示着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

国家之魂，文以化之，文以铸之。75 年来，我国着力建
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体系，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
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以自信开放的姿态更好推动
中华文化走出去，中华文化焕发新的时代光彩。

薪火相传，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
不久前，“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

申遗成功，成为我国第 59项世界遗产。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文化遗产保护领域不断拓宽，保

护体系逐渐完善，保护成效日益凸显，保护意识不断增强。
目前，我国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5058 处，较 1961 年公
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80处，增加了 20多倍；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1557个，43个项目列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名册，居世界第一。

与古为新，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别具匠心的考古盲盒、精致可口的文创雪糕……今日

之中国，“文博热”火爆、“文创风”劲吹。
革故鼎新、与时俱进是中华文明永恒的精神气质。
从 1972 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发掘广受关注，到《国

家宝藏》《典籍里的中国》《如果国宝会说话》等文博节目创
新出圈；从创建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到支持各地建设
非遗工坊 6700 余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创新创造彰
显出旺盛的生命力、创造力、影响力。

扬帆出海，为人类文明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2023 年 5 月，中国与中亚五国领导人“长安复携手”。

在赠送中亚国家元首的礼品中，有一件“何尊”。透过西周
何尊铭文“宅兹中国”，世界更加理解“何以中国”。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主要同社会主义国家及亚非拉
友好国家进行文化交流；改革开放后，我国对外文化交流不
断扩大和深化；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文化交流、文化贸
易和文化投资并举的“文化走出去”，令中华文化影响力日
益增强。

数据显示，2009 年至 2021 年，我国文化服务进出口规
模由 177 亿美元增长至 1244 亿美元。《琅琊榜》《媳妇的美
好时代》等影视剧、网络文学作品在海外收获大量“粉丝”，
海外中文学习人数超 2500 万、累计学习和使用中文人数近

2亿……文以载道，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深厚持
久的文化力量。

立心铸魂

金秋时节，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迎来络绎不绝的观展
者。从 2021年 6月 18日开馆以来，接待观众数百万人次。

这座承载百年峥嵘记忆、彰显新时代恢宏气象的殿堂
里，一件件实物、一幅幅展板、一张张照片，记录中国共产党
人独特的精神标识。

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特区精神、抗
洪精神、抗震救灾精神、脱贫攻坚精神……以伟大建党精神为
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滋养着中华民族心灵家园。

75年砥砺奋进，75年英雄辈出。
前三分之二人生用钢枪保卫人民、后三分之一人生用锄

头造福人民的开国将军甘祖昌，“宁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
要拿下大油田”的石油工人王进喜，“最高境界是爱人民”的
援藏干部孔繁森，用无私的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人
生梦想的“燃灯校长”张桂梅……牺牲、奋斗、创造，从革命年
代“取义成仁今日事”，到改革岁月“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再
到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新
中国的英雄模范以实际行动诠释和光大中华民族品格风范。

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
75 年来，我们党始终注重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

展，坚持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在推动经济快
速发展的同时，促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繁荣发展，加强爱国
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立志气、强骨气、筑底气。

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精神。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
敬业、诚信、友善”，24 字要求明确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基本内容，是对党长期践行的核心价值观进行的科学提
炼，为中国精神注入了新能量。

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
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一个个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在中华大地落地开花，以文化人、成风化俗。
打造中华文化重要标志，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长

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贯通文脉、彰显自信。
推进网络文明建设，壮大网上主流舆论阵地，加强网络

空间文化培育，深化网络生态治理，“大流量”澎湃正能量。
……
当高楼大厦在我国大地上遍地林立时，中华民族精神

的大厦也巍然耸立。
沿着不可逆转的伟大复兴之路踔厉前行，新时代中国

饱蘸历史笔墨，挥写中华文化新篇章。
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北京 9月 17日电）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
——新中国成立 75周年文化发展成就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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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7日在江苏南通拍摄的圆月和支云塔（无人机照片）。 中秋月明，神州各地人们同赏一轮明月，欢度传统佳节。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