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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明风清佳节至。随着2024年中秋节临近，福州以“有福之
州 情满中秋”为主题，结合中秋民俗特色，更融入了现代元素，推
出6个赏月点、10条精品旅游线路、52场文旅活动、34场文博展览
和文艺演出以及系列旅游企业优惠措施，让每一位市民和游客都
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团圆”与“幸福”。

榕城最美月色 等你来解锁
福州推出6个赏月点、10条精品旅游线路及系列优惠，邀市民朋友共度佳节

“小长假期间，我市将
发挥对台优势，举办 52场
特色文旅主题活动。”福州
市文化和旅游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系列活动突出中
秋团圆、中秋赏月、国潮非
遗、金秋丰收、秋日温泉等
主题。

其中，9 月 13 日至 17
日，三坊七巷鄢家花厅举
办福州“三条簪”妆造文化
活动，通过非遗快闪、“三
条簪”国潮秀等方式展示
福州传统文化魅力；2024
年两岸同胞迎中秋联谊活
动将于 9月 14日在琅岐海
青营地启动，其间推出福
马两地音乐人共同献唱福
州话歌曲《里山外山》、两

岸民族风情舞蹈、两岸嘉
宾共放河灯、无人机及灯
光秀表演等。

此外，为做热中秋假
期文旅市场，文艺院团、文
化馆、重点景区等也将为
市民游客带来闽剧、评话、
伬艺、歌舞、沉浸式演出
等。图书馆、美术馆、画
院、非遗展示馆、博物馆、
林则徐纪念馆等文博场馆
还开设特色文博展览。其
中，9月至11月在福州市博
物馆推出“看见微笑——
古青州地区造像艺术特
展”；在黄巷 21号推出“瀛
海相守——船政历史中的
台湾记忆展”；8月 24日至
11月12日在闽侯县博物馆

推出“流金溢彩 国粹新
颜——当代景泰蓝精品艺
术展”等。

值得一提的是，为促
进假期文旅消费，9月14日
至 10月 7日福州市文旅局
联合同程旅行推出福州文
旅产品优惠套餐和大额红
包补贴福利，发放不少于
100 万元同程平台消费红
包。此外，三坊七巷国潮
生活馆、最忆船政、源脉温
泉园、聚春园大酒店、福州
大饭店、松有泉温泉康养
馆、福龙泉澡堂等推出景
区门票、套餐、客房、餐饮、
伴手礼等优惠，将“宠粉”
进行到底，邀请游客赴一
场高性价比之旅。

“一年月色最明夜，千
里人心共赏时。”随着中秋
佳节的临近，旅游市场迎
来了新一轮的出游热潮。
多家在线旅游平台发布报
告显示，今年中秋假期，微
度假、短途游市场火热，以
赏月文化为核心的“中式
夜游”成文旅消费亮点。

日前，福州文旅广电局
发布中秋赏月线路，包括泛
舟赏月、登高赏月、露营赏
月、海滨赏月、古厝赏月五

大主题，10条线路为市民游
客提供了最具特色和新意
的赏月佳地。推荐的 6 个
赏月点，则包含了三坊七巷
历史文化街区、鼓岭旅游度
假区、“闽江之心”、下沙海
滨度假村、镇海楼、贵安溪
山温泉度假村等福州特色
景点和打卡点，分门别类满
足不同人群的出游需求，展
示榕城独特的古城风韵和
文化魅力。

这个假期，福州也推出

了不少“中式夜游”新玩
法。其中，9月15日至17日
烟台山码头茉莉号游船举
办“茉莉号游船中秋‘打包
月亮’”活动；闽越水镇举
办的火舞团圆夜将在 9 月
15 日至 17 日上演，推出震
撼火秀《烈火传奇》，主打
五火耀中秋；三坊七巷研
学共享空间将于 9月 15日
举办名城少年·中秋奇妙
夜活动，邀约游客体验传
统游玩项目。

“捡月华”也是福州独特的中秋习俗。
何为“月华”？明代笔记《五杂俎》

记录：“人言八月望有月华，或言夜半，
或言微雨后，或言不必八月，凡秋夜之
望俱有之。或言其五彩鲜明，旁照数十
丈，如金钱者百余道；或言但红云围绕
之而已。”

郑子端说，在中秋节这天的夜晚，
孩子们被批准可以不用早睡，因为他们
还要“捡月华”。月亮会落下“月华”，只
要把“月华”藏到米缸里，大米就会吃不
完；藏到衣柜中，以后会有许多新衣服
穿；藏到箱子里，以后金银财宝用不
完。孩子们争相“捧”起月光，合拢双手
去“藏”。虽然只是传说，但孩子们还是
乐此不疲，彻夜守在院子里，等着捡月
华。

除了摆塔、“捡月华”，中秋节
时，老福州人还会互赠“中秋饼”。
当时，月饼是小饼，取圆月形的，比
较简单、经济，一般自家可以制作，
以便互赠。圆形的饼，似满月之圆，
也含有家家户户都能团结，过好安
居乐业的日子的愿望。

随着社会的演进，月饼馅料增
多，出现了大型、小型和中型的月
饼，印饰和包装也越来越精美。福
州中秋互赠的月饼，大型的是晚辈
孝敬长辈的馈品，小型的是长辈回
赠晚辈的礼物。本来是亲戚之间的
互赠，后来城市扩大了范围，朋友之
间也有月饼的往来。

玩法多样 佳节氛围感“拉满”

微度假、短途游“中式夜游”成亮点

N海都记者
吴臻

彻夜“捡月华”
是孩子们的大爱

“中秋摆塔”
相传与戚继光有关

亲朋好友间
互赠“中秋饼”

N海都记者 罗丹凌

“蒲团趺坐诵琅琅，也学和
南礼法王。两字平安教弟妹，今
宵莫唱月光光。”清代进士沈绍九
（沈桐士）的《中秋拜塔词》中记录着
福州人“拜塔过中秋”习俗。拜塔须
摆塔，中秋佳节临近，“摆塔”习俗在
福州大饭店再度亮相。

当然，除了“拜塔”，老福州人的
中秋节还有“捡月华”、“分送礼饼”
的独特习俗。今天，我们邀请民
俗专家郑子端给大家聊一聊福
州中秋节的那些事儿。

在福州大饭店的大堂里，一张
桌子分为三层：最高层摆放着宝塔，第
二层是福禄寿三位神仙与七仙女，最底
层有很多各式各样的泥人，比如招财的
童子，玩耍的孩童，奏乐的侍女，这些泥
人的正中间，摆着水果与礼饼。

如此摆设，让出入大堂的市民都不
禁驻足观看。据悉，福州大饭店里从1999
年就开始摆塔，并一直延续至今，目的是让“摆塔”这
一福州特有的中秋民俗能传承并发扬光大。

民俗专家郑子端介绍，“中秋摆塔”是福州民间
的一项特有的重要民俗活动，历史悠久，盛行于明代
嘉靖年间。相传戚继光来闽抗倭，连打几场大胜仗，
其中一场正逢中秋节。百姓们为庆祝平安，把
家里珍藏的古玩等在厅堂摆成古塔的造型，
故称“摆塔”。

郑子端说，“摆塔”，有三样东西是必不可
少的。一是福州礼饼，最好按照大中小叠放，形
成一个塔形。二是苹果，象征着平安。三是桃子，
有着长寿的寓意。

“每当中秋节来临，许多人家就在自家厅堂上
摆塔，把两三张桌子连起来，中间摆大小土塔，上下左右
摆上各种各样的‘土人囝（小泥人）’。”郑子端说，三坊七
巷的南后街，以前到了中秋节也有许多卖摆塔用品的，
称为“塔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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