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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水回落
羊皮筏子恢复运营

新疆巴里坤县
晚季节小麦开镰收割

近日， “盛文·北方新生活” 鞍山
项目是辽宁出版集团打造的大型文化
惠民工程。 以约2.2万平方米的建筑面
积成为鞍山最大体量的文化综合体，
汇集30余万种图书、 万种文创产品、
近百家品牌商户， 为鞍山市民搭建了
文化交流、 传播、 创作平台。

眼下， 位于新疆东天山的巴里坤
哈萨克自治县春小麦进入收割季。 这
里采取向种植大户和农民专业合作社
集中流转土地方式， 扩大小麦连片种
植面积， 大量分散土地化零为整， 为
发展规模化、 集约化农业奠定了基础，
实现了土地资源利用最大化， 有效增
加了农牧民的收入。

近日， 拉萨一年一度的传统节日
“雪顿节” 正式拉开帷幕。 其中， 作为
“雪顿节” 最重要的文化元素 “藏戏”
也在拉萨罗布林卡公园如期上演， 当
地民众一边逛园林、 一边赏藏戏。

约2.2万平方米文化综合体
落户“钢都”鞍山

今年6月以来， 受局部降雨增多和
上游泄洪的影响， 黄河兰州段水位持
续偏高， 兰州黄河风情线淹没区域较
大， 沿线船舶、 茶摊等经营项目全部
停止 。 进入8月后 ， 黄河水位慢慢回
落， 羊皮筏子、 快艇等水上游乐项目
恢复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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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农历八月十五是中国人传统
的中秋佳节。 因为这时是一年秋季的
中期， 所以被称为中秋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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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几个月
的满月更圆 ， 更明亮 ， 所以又叫做
“月夕”， “八月节”。 此夜， 人们仰望
天空如盘似玉的朗朗明月， 自然会期
盼家人团聚。 远在他乡的游子， 也常
常借此寄托对故乡和亲人的思念之情。
所以， “中秋节” 又称 “团圆节”。

实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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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逢中秋夜都要举
行迎寒和祭月， 设大香案， 摆上祭品，
其中月饼和西瓜绝不能少。 西瓜要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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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看来， 古代人过中秋远比
现代人要讲究得多。

那么 ， 古代的中秋节 ， 有没有
“放假” 一说？ 日前， 四川省社科院研
究员、 巴蜀文化研究专家谭继和介绍
说， 中秋节起源于汉代， 到唐被定为
全国性的节日 ， 要放专门的中秋假 ，
一般是玩3天。 此后， 在漫长的岁月里
演变成为重要的民俗节日。 唐开元年
间的 《唐六典》 中记载， 八月十五有
三天假期。 在四川也是这样。

当然， 说到古人的休假， 多指古
代官员的休假。 士农工商是没有专人
给他们放假的， 虽然到宋朝， 有些假
日是全国皆休， 但这毕竟是少数。

汉代 吏休假跟节令有关

谭继和介绍说， 从古至今， 中国
各朝官吏的节假日制度很不相同， 名
目和天数自然也不完全一致。 汉代以
前， 官吏的休假往往跟节令和时令庆

贺活动有关， 大型祭祀日即为
官吏的休假之时， 这时几乎所
有人都要参与祭祀事务 ， 饮食宴乐 ，
官府也不办公。 到汉代， 官吏的休假
制度走上正规 ， 特殊节日也可休假 ，
当时， 每年的夏至和冬至都有固定天
数的放假。 有学者考证， 最迟在西汉
宣帝时期 ， 夏至与冬至各有假五天 ，
从夏至日与冬至日的前两天开始， 放
到两至日后两天。 此外， 元日、 腊日、
立春等重要节日也有天数不等的假日。

唐代 假种类比汉代要多

谭继和考察过， 唐代官员休假时
间种类比汉时要多， 对不同节日放假
天数的规定也要细致许多。 今人乐道
的元宵、 清明、 端午、 七夕、 重阳节，
都有假， 而中秋节更可以耍三天。 另
《唐六典》 中记载： “内外官吏则有假
宁之节 ， 谓元正 、 冬至各给假七日 ，
寒食通清明四日， 八月十五日、 夏至
及腊各三日 。 正月七日·十五日 、 晦
日、 春·秋二社 、 二月八日 、 三月三
日 、 四月八日 、 五月五日 、 三伏日 、
七月七日·十五日、 九月九日、 十月一
日、 立春、 春分、 立秋、 秋分、 立夏、
立冬、 每旬， 并给休假一日。”

《文昌杂录》 里说： “祠部休假，
岁凡七十有六日， 元日、 寒食、 冬至
各七日， 天庆节、 上元节同， 天圣节、
夏至、 先天节、 中元节、 下元节、 降
圣节、 腊各三日， 立春、 人日、 中和
节、 春分、 社、 清明、 上巳、 天祺节，
立夏 、 端午 、 天贶杰 、 初伏 、 中伏 、
立秋、 七夕、 末伏、 社、 秋分、 授衣、
重阳、 立冬， 各一日。”

宋代 年放假七十六天

谭继和介绍， 在宋代， 公共休假
制度的体系设置和休假规定， 可谓在
中国的休假史上“登峰造极”。 宋人庞
元英所著《文昌杂录》里提到，宋代的节
假日一年有76天 ， 但在 《文昌杂录 》
所录的节日里面， 并无中秋放假的记

载。到南宋宋宁宗时，法典《庆元条法事
类》 “假宁格” 规定， 中秋有一天假。

元代立朝之后， 节假日被大幅删
减， 元世祖在1264年颁布的公假规定，
总共有16天节假日， 但中秋并不在其
中。 明代的公假进一步紧缩， 大部分
传统节假日都被取消， 清代延续明代
的休假制度， 中秋、 端午等传统节日
也无专门休假安排。

巴蜀民俗学家袁廷栋对此的看法
是， 一来明清两朝的节假日数量紧缩，
除开重要的冬至、 春节和元宵， 其余
民俗节日和节令节日一应取消， 中秋
也不例外。 二来中秋在唐宋以后逐渐
变为重要的民俗节日， 无论是否有假，
民间都有相关习俗传承 。 民国时期 ，
政府对假期规定比较严格， 袁廷栋介
绍， 此时中秋也不放假。

明清 秋节都不兴放假

袁廷栋则介绍说 ， 在我国古代 ，
元明清三代基本上都不兴中秋放假 。
在元代， 官员的节假日有些缩减， 很
大程度上减少的是节气的假日， 放假
的天数也略有缩减。 1264年的休假规
定中有： 若遇天寿、 冬至， 各给假二
日， 元正、 寒食各三日； 七月十五日、
十一月一日、 立春、 重午、 立秋、 重
九， 每旬各给假两日。

到了明代， 只剩下元正、 元宵和
冬至这三个重要节日才有假放： 元正
五天， 元宵十天， 冬至三天， 其余节
日都不放假了。 而清代， 延续了明代
的放假规定， 由于冬至、 元正和元宵
时间接近， 如果把明代的假期稍加延
长， 就可以连在一起， 所以清代就将
这三个节日的休假打通 ， 官员封印 ，
休假， 具体的封印和开印时间则由钦
天监在十二月十九日至二十二日， 正
月十九至二十二日之间进行选择。 除
此之外， 别无假期。

摘自 《华西都市报》 （文/王茜）

拉萨民众逛园林
赏藏戏迎接“雪顿节”

中中秋秋小小长长假假即即将将到到来来，， 在在秋秋高高气气爽爽之之际际，， 不不少少人人都都想想趁趁
着着假假期期到到外外面面好好好好玩玩玩玩，， 或或者者宅宅在在家家里里踏踏踏踏实实实实地地休休息息一一

下下。。 可可是是，， 你你知知道道中中秋秋节节假假期期是是怎怎么么来来的的吗吗？？ 那那时时候候
古古人人放放不不放放假假？？

你知道吗，
古古代代中中秋秋节节怎怎么么放放假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