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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是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信任纽带，它能够促进社会和谐
与稳定。诚信与成功之间有何关系，如何做到诚信与成功兼
得？诚信的案例提醒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不断提高自己的
诚信意识和品质。

中秋节内容不能回家团圆的人篇一

1、嫦娥奔月

＂嫦娥奔月＂神话源自古人对星辰的崇拜，嫦娥奔月故事最
早出现在《归藏》。后来民间把故事进一步发挥，衍化成多
个故事版本。嫦娥登上了月宫，据西汉《淮南子》中说，是
因为她偷吃了她丈夫羿从西五母那里要来的不死药，就飞进
月宫，变成了捣药的蟾蜍。

2、吴刚折桂

吴刚登上月宫折桂，据唐代小说《酉阳杂俎》中说，是因为
西何人吴刚修仙犯了错误，才罚他去伐月中的桂树。这桂树
随砍随长，永远也砍不断。李白在《赠崔司户文昆季》一诗
中写道：＂欲斫月中桂，持为寒者薪＂。

3、玉兔捣药

兔子登上月宫捣药，最早见于屈原的《天问》＂厥利维何，
而顾、菟在腹？＂。意思是说，顾、菟在月亮的肚子里，对
月亮有什么好处呢？那兔子又是如何登上月宫的呢？顾就是
蟾蜍，菟就是白兔。晋代傅玄的《拟天问》也说：＂月中何
有，白兔捣药。＂据闻一多先生考证，这＂白兔捣药＂是由＂
蟾蜍捣药＂变来的。嫦娥身边有只玉兔。据说嫦娥身体变轻，



开始升空时，惶恐中抱起了一直喂养的白兔。白兔便随她一
起上了月亮。玉兔在月宫有一只捣药杵，夜晚在药臼中捣制
长生不老的灵药。这个神话传到日本后，变成了玉兔在捣年
糕。

4、玄宗故事

相传唐玄宗与申天师及道士鸿都中秋望月，突然玄宗兴起游
月宫之念，于是天师作法，三人一起步上青云，漫游月宫。
但宫前有守卫森严，无法进入，只能在外俯瞰长安皇城。在
此之际，忽闻仙声阵阵，唐玄宗素来熟通音律，于是默记心
中。这正是＂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日后玄
宗回忆月宫仙娥的音乐歌声，自己谱曲编舞，创作了历史上
有名的＂霓裳羽衣曲＂。

中秋节内容不能回家团圆的人篇二

在中国的农历里，一年分为四季，每季又分为孟、仲、季三
个部分，因而中秋也称仲秋。八月十五的月亮比其它几个月
的满月更圆，更明亮，所以又叫做月夕、秋节、仲秋节、八
月节、八月会、追月节、玩月节、拜月节、女儿节或团圆节，
是流行于全国众多民族中的传统文化节日。此夜，人们仰望
天空如玉如盘的朗朗明月，自然会期盼家人团聚。远在他乡
的游子，也借此寄托自己对故乡和亲人的思念之情。所以，
中秋又称“团圆节”。

据说此夜月球距地球最近，月亮最大最亮，所以从古至今都
有饮宴赏月的习俗;回娘家的媳妇是日必返夫家，以寓圆满、
吉庆之意。也有些地方将中秋节定在八月十六，如宁波、台
州、舟山，这与方国珍占据温、台、明三州时，为防范元朝
官兵和朱元田的袭击而改“正月十四为元宵、八月十六为中
秋”有关。此外在香港，过了中秋兴犹未尽，还要在十六夜
再狂欢一次，名为“追月”。



“中秋”一词，最早见于《周礼》一书，而真正形成全国性
的节日是在唐代。我国人民在古代就有“秋暮夕月”的习俗。
夕月，即祭拜月神。到了周代，每逢中秋夜都要举行迎寒和
祭月。设大香案，摆上月饼、西瓜、苹果、红枣、李子、葡
萄等祭品，其中月饼和西瓜是绝对不能少的。西瓜还要切成
莲花状。在月下，将月亮神像放在月亮的那个方向，红烛高
燃，全家人依次拜祭月亮，然后由当家主妇切开团圆月饼。
切的人预先算好全家共有多少人，在家的，在外地的，都要
算在一起，不能切多也不能切少，大小要一样。

在唐代，中秋赏月、玩月颇为盛行。在北宋，八月十五夜，
满城人家，不论贫富老小，都要穿上成人的衣服，焚香拜月
说出心愿，祈求月亮神的保佑。南宋，民间以月饼相赠，取
团圆之意。有些地方还有舞草龙、砌宝塔等活动。明清以来，
中秋节的风俗更加盛行，许多地方形成了烧斗香、树中秋、
点塔灯、放天灯、走月亮、舞火龙等特殊风俗。

今天，月下游玩的习俗，已远没有旧时盛行。但设宴赏月仍
很盛行，人们把酒问月，庆贺美好的生活，或祝远方的亲人
健康快乐，和家人“千里共婵娟”。

中秋节的习俗很多，形式也各不相同，但都寄托着人们对生
活无限的热爱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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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芋头：

清乾隆《潮州府志》曰：“中秋玩月，剥芋头食之，谓之剥
鬼皮”。所以，中秋食芋头，则寓意辟邪消灾。

中秋节手抄报：中秋节习俗



饮桂花酒：

屈原的《九歌》中有“援骥斗兮酌桂浆”、“奠桂酒兮椒
浆”的诗句。但到了现在，人们多是拿红酒代替了。

拜“月娘妈”

拜月一般是妇女的活动。泉州将月亮称为“月娘妈”，表示
对月亮十分崇拜。旧时到了中秋之夜，民间妇女有拜月习俗。
传说嫦娥偷灵药，奔月而去，千百年来的神话传说和文学艺
术作品的渲染，使月宫仙子受到凡人的尊崇，尤其是一般劳
动妇女，以为女性当上月中，更是顶礼膜拜。因而便在每年
的中秋月下，摆香案于庭院天井中，陈列时令瓜果和月饼，
虔诚祭拜“月娘妈”，焚香祈祝，祈求称心如愿。

赏月“博饼”

赏月是由古而今、大众化的习俗。月到中秋分外明。中秋赏
月既可是家庭式的活动，亦可是亲朋好友、同学同事之间团
体性的聚会。中秋之夜，在月色皎皎的庭院、园圃、阳台、
屋顶天坪或露天公共场所，摆上美味月饼，沏上一壶香茗，
对月当歌，边尝饼品茗，边聊天叙旧，不亦乐乎!博饼是赏月
活动中的一种有趣的游戏。博饼有一套游戏规则，即在月饼
中分状元、榜眼、探花、进士、举人、秀才，用轮流掷骰子
的办法，按骰子的点数去博，气氛十分热烈，平添节日的欢
乐和情趣。

共享月饼

中秋月饼是中秋节的特别食品，各种月饼在节前即已纷纷制
出，以供中秋节送礼、请客和自家食用。合家团圆、老少一
起品尝月饼，实为天伦之乐。除了自家尝饼之外，亲友间还
相互馈赠，以示友好和关爱。



据说，送月饼的习俗始于明代。元末，群雄四起，朱元璋便
是其中之一。他与元兵厮杀之初，屡遭败仗，其军师刘基献
上一计：在中秋节之前命兵士化妆成道士分赴各地，扬言天
将降灾，要人们于八月十五挂同一种旗——明旗;因恐口头传
播泄密，便把所传消息写在纸上藏于饼中，分送亲友。大家
如法炮制，相互传递信息。元兵一看见家家户户挂着明旗，
闻风丧胆，慌乱中溃败而逃。朱元璋即位之后，想起了送饼
取胜的妙计，便下旨民间年年中秋举行送饼活动，以作纪念。

夜游笋江

这是成年人的娱乐。过去中秋月夜，泉州人有结伴遨游笋江
的习惯。“笋江月色”是旧时泉州八景之一。传说中秋之夜
三更时分，月亮照在笋江桥中，每一个桥坎都能映出一轮皓
月;而午夜时分，在笋江粼粼清波中，可见水中映出清源和紫
帽二山的倒影。于是，人们总是在中秋之夜，踏着皎皎月色，
迎着融融江风，步着南音丝竹余韵，三五成群，相约游江，
既给中秋佳节一个好心情，又期盼亲眼目睹笋江月奇观。

烧“塔仔”

此乃孩子们的乐趣，是一项充满乡土气息和童趣的活动。

中秋节到来的前两三天，乡下的孩子们便到处拾砖头瓦片，
在旷野中叠成一个圆形“塔仔”。这种“塔仔”大小不一，
一般叠成五层或七层，各层裱上花花绿绿的五色纸。塔仔还
供奉孩子们喜欢的泥塑偶像。为了烧塔仔，孩子们事先成群
结队到各处捡来干柴禾，装满塔内，在塔中燃烧，烧得越旺
越有彩气。从农历八月十四到十六连续三天，孩子们每晚都
兴致勃勃地烧塔仔。那熊熊的火光在月色下辉映，照耀着乡
村的各个角落。孩子们还相邀互相参观，比“烧塔仔”的壮
观场面，沉浸在一片欢乐之中。

据传烧塔仔之俗，源自元末刘伯温于月饼里藏字条，约以八



月十五举火为号，实行武装起义，至今民间流传的“三家养
一元，一夜杀完全”的故事，即由此而来，而烧塔仔举火为
号，也传衍至今而成为民俗。

放“孔明灯”

广场上，用两条长板椅垫足，四人站在椅上，捏住孔明灯的
四个角，另几个人扶起孔明灯的底框，此时点燃灯中油枝，
利用升起的热气和浓烟，把孔明灯高高涨起，飘飘欲飞。待
孔明灯涨满烟气后放手，孔明灯便腾起升空，到相当的高度，
与明月争晖。

敬“田头”

这是一种充满田园风情的节日祭奠活动。乾隆《泉州府志》
记载：泉俗中秋“以月饼、番薯、芋魁祭先及神。前一两天，
亲友以此相馈。”千百年来，泉州不仅有用番薯和芋魁祭奠
祖先的习惯，还有用番薯和芋魁敬“田头”的风俗。由于番
薯和芋魁是农家中秋必备的食品，故泉州至今还有“八月十
五众人芋”的俗谚。

月夜“听香”

“听香”是封建时代妇女尤其是中老年妇女热衷的活动。所
谓听香，就是在中秋节夜间到土地庙或当地其他庙宇，以自
己需要问卜的心事向“神明”焚香祷告，然后手持炉香走到
人群喧哗之处，聆听第一句入耳的话，以此句话为依据，如同
“测字”一样，判别问卜的结果。这种习俗虽然带着一定的
迷信色彩，但却含有猜谜般的游戏成分，因而劳动妇女乐而
为之。泉州有句俗谚叫做“祖师公听香”，就是由过去市区
后城“祖师公”中秋夜听香的盛况流传而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