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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节日

中秋月色沐北疆：映照中华民族“同心圆”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院秀琴

要准确把握和全面贯彻我们党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定

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民族地区加

快现代化建设步伐，提升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水平，防范化解民族领域风险隐患，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

展，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而团结奋斗。

——摘自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21年8月27日至28日）

舌尖品中秋：迷人的内蒙古味道

月至中秋分外圆。在这样的欢乐节、

团圆节，自然少不了舌尖上的享受。

中秋节，吃月饼。多数人心目中的月

饼是酥皮里包裹各种馅料，可盐可甜，而

倍受欢迎的“无馅月饼”——丰镇月饼可

以说是内蒙古独有的美食。作为自治区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传统技艺，

以隆盛庄月饼制作技艺为代表的丰镇月

饼，独具魅力。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中心官网“非遗名录”栏目中这样介绍

“隆盛庄月饼制作技艺”——“在内蒙古

中西部地区，丰镇月饼颇有名气，而隆盛

庄则是丰镇月饼的发源地。”其中所载的

制作方法，更是令人惊叹。

“传统的丰镇隆盛庄月饼没有馅儿。”如

此“官宣”开门见山，主要配料为面粉、胡油、

红糖和水，可加蜂蜜和冰糖调制。其制作方

法是，先把胡油烧开后放凉；再将红糖加水

后煮开，融化后放至温热；将配有一定比例

小苏打的面粉过筛，使其更加细腻；把放凉

的胡油倒入面粉中间，用手揉搓成絮状，然

后一点点把温热的红糖水掺到面中和成面

团；盖着面团醒发2小时左右，把面团分成剂

子，在案板上压平、擀成圆形饼状后放入锅

中，表皮上刷一层加有胡油的蜂蜜，文火翻

烙，至月饼色泽鲜润、香气四散即可出锅。

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后，隆盛

庄的常三文、常四文兄弟俩传承其祖父

常青的遗业，其制作的月饼口味独特，

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丰镇隆盛庄月饼

以其传承历史悠久、材料配方讲究、制

作工艺精湛、香酥可口，远销区内外，深

受百姓的喜爱。去年中秋前夕，来自宝

岛台湾的自媒体达人慕名走进乌兰察

布，参加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海峡飞虹”

出品的《两岸新发现》视频节目录制，将

“没有馅儿”的丰镇月饼介绍给台湾年

轻人。这一轮从北疆大地升起的甜蜜

“圆月”，拉近了海峡两岸中国人的心。

传统美食长久留香，新潮网红食品

榜上也少不了内蒙古味道。中秋将近，

一篇题为《康巴什文创雪糕又上新！这

个中秋限定款，要趁冷吃》的网文迅速

“刷屏”，向人们推荐一款网红“冰淇淋

月饼”，时尚俏皮的推荐语特别符合年

轻人的口味：“还在抱怨传统月饼不够

新颖的小伙伴，快看看这款让无数网友

一见钟情的冰淇淋究竟有什么魔力

吧！”原来，这长着月饼模样的奇妙冰淇

淋，是“田牧”与内蒙古康巴什文化产业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中秋联名限定款。

从晒图来看，冰淇淋呈圆形饼状，色泽

金黄诱人，上面有浮雕纹理，正当中的

“同心圆”里刻印着从“蒙A”到“蒙K”的

图案，每一支分别代表一个内蒙古盟

市，通过“盲盒”的包装形式让人更增好

奇，轻牛乳、百香果牛奶等时尚口味对

新生代消费者而言也是满满的吸引。

秋熟时节，产自内蒙古的特色水果

也是中秋月下的必备佳品。巴盟西瓜、甜

瓜，切一块甜沁心脾；中东部地区出产的

沙果“123”，酸甜可口；产自内蒙古大兴

安岭林区的野生蓝莓，更是养生“仙果”。

当然，还有醇香的奶茶、飘香的奶

酒、热腾腾的手把肉……在喜庆团圆的

中秋佳节，丰盛的内蒙古美食总会让游

子思归、让游人忘返。

民俗话中秋：醉人的内蒙古风情

海上升明月，天涯共此时。起源于

上古、普及于两汉、定型于唐代、盛行于

宋朝的中秋节是中华四大传统节日之

一，在悠久的历史岁月中虽然形成了各

式各样的节日民俗，但最终都离不开喜

庆和团圆的主基调。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草原文化研究

所所长、研究员王海荣告诉记者，中秋

节是我国除了春节以外的第二大传统

节日，经历了逐步形成的漫长过程，从

先秦到汉代初步形成，经历魏晋到唐代

的一个发展、定型期，再到宋代及明清

进一步丰富，注重人伦、注重亲情的主

题逐渐凸显出来。

“早在先秦就有相关记载，比如《礼

记》当中记载了有关帝王春天祭日、秋天

祭月的礼制和典礼。而《淮南子·览冥训》

中记载了嫦娥奔月的神话故事，这说明汉

代是中秋节从帝王拜月祭月的国家大典

走向民间赏月望月的转折点，中秋节从官

方庆典逐渐转为民间节日。”王海荣介绍，

唐代中秋节的习俗主要以赏月为主，全唐

诗中有90多首诗歌是与中秋赏月直接相

关，其他文学体裁当中也有不少有关中秋

的记载。这些文学作品的大量出现，说明

八月十五赏月在唐朝时已经成为比较广

泛流行的习俗，反映出中秋节在唐朝已定

型。到宋朝以后，中秋节的节日风俗内容

更加丰富，也有了家人团聚的趋向，百姓

的参与度更高更广，中秋节民俗活动进入

盛行期，官方最早将八月十五定为节日是

北宋太宗年间。“从元代至明清以后基本

上沿袭了唐宋时期的节俗，拜月祈福是比

较重要的一些内容，重人伦、重亲情的主

题更加突出。”王海荣说。

在中秋月色下纵马奔驰，是生活在

草原上的人们的专属。夜洒银辉，亲友

相约跨上骏马向西奔驰追逐，直到月亮

落下的地方，拿出随身携带的肉干和烈

酒，吃吃喝喝，载歌载舞。内蒙古民间也

有赏月、供月的习俗，迎着月色摆起水

果月饼，和家人围坐谈天，为远在他乡

的亲友祝福祈祷，怡情畅怀的同时表达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祝愿。

如今，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过节

的方式也在经历变迁。王海荣告诉记者，

随着时代变革与发展，中秋节也和其他

传统节日一样，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和

与现代社会的碰撞，进入了探寻如何与

当代的社会经济发展条件成功对接的转

型期，当代中秋节的许多习俗、民俗都有

被简化的趋向。“比如说受到场地的局限

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没有像之前那样

设定一个专门的场地，或是摆个大桌，进

行赏月、祭月等，但是人们会在中秋节的

时候尽量一家人聚到一起，团圆的思想

和主题更加凸显。”王海荣说。

“受各地区人文环境、自然环境、生

产生活方式、文化传统、生活习惯等差异

的影响，中秋节习俗、节令食品也会有所

不同，比如中秋节的月饼、水果、酒类、饮

品等，会体现一些当地的特色。”王海荣

介绍，受当代人的生活节奏和饮食结构

等方面因素的影响，以主要的节令食品

月饼来说，也经历了巨大的丰富、变迁过

程，月饼从制作原料、形状、颜色、包装，

到纹饰、馅料等都在丰富发展，更能适应

我们当代人的口味和对健康的需求，也

凸显了地区和区域特色。“内蒙古也有一

些独具特色的月饼，比如说我们有丰镇

月饼，有奶酪月饼，黄油渣子月饼，奶皮

馅儿月饼，芝士月饼，奶豆腐馅儿月饼，

还有酸奶馅儿月饼等等，有好多的创新，

营养价值也很高，具有浓郁的奶香味儿

和显著的地域特色。”王海荣说，中秋节

从最初的形成发展到现在的转型，节日

民俗内容和形式在不断地更新变化。所

以，传统节日是在传承的过程中不断发

生变化、与时代同步、不断吸收新的养

分，从而获得永久的生命力的。

风光映中秋：怡人的内蒙古景观

“初秋的草原是最美的时刻，恰逢

中秋将至，可以在小长假里快意驰骋，

策马扬鞭！嘹亮的牧歌来自草原深处，

悠扬的蒙古族长调，让你陶醉，让你心

花怒放！”每年的秋日，都会有这样充满

浪漫色彩的旅游推广语，向全世界发出

来自内蒙古的诗意邀请。

中秋小长假，正是出游好时节。越

来越多的人选择辞别故乡，与故人相携

在旅途中赏月赏景，共度佳节。在这场

新一轮国内秋季颜值大比拼中，内蒙古

各处“寻秋圣地”一定会带来足够惊艳

的视觉盛宴。

草原上的宜人秋色，赏不尽五彩斑

斓之美。如果说夏日的内蒙古草原是满

目的绿意一望无际，那么秋日的草原就

是铺陈天际的彩色锦缎。蓝天白云下，

金黄的秋草迎风起浪，各色野花尽情绽

放。“比起夏天草原上略显单调的绿，就

像上帝打翻颜料盘的秋天才是草原最

美的季节。”来自湖北武汉的背包客刘

佳说，走进草原深处，住进蒙古包民宿，

感受不一样的生活，也是一种享受。

此时此刻，内蒙古大兴安岭层林尽染，

迷人的森林风光最宜秋游。秋凉之际，阿尔

山的温泉更加怡人。远眺呼伦湖，漫步黄

河边，千里共赏秋水长天。秋高气爽的北

疆既有湖光山色、曲水蜿蜒，又有茫茫戈

壁、浩瀚沙漠，还有金色胡杨、居延泛波。

“内蒙古作为模范自治区，无论自

然景观还是人文景观，都是一派和谐气

象。”刘佳发自内心地说:“这个中秋节，

就去内蒙古！”

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蕴含着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体现着世代相传的价值观念，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过好这些传统节日对于增强民族文化自信、提升民族凝聚力、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为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一步增进文化认同、坚定文化自信，本版新开设

《我们的节日》专栏，聚焦中华传统节日及丰富多彩、各具特色的优秀民间民俗文化活动，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深厚内涵，感知中华文明的发展脉络，讲述内蒙古各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增强情感联结、建设

共有精神家园的美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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