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过火热的暑期旅游市场，9月原本
是旅游人眼里的“淡季”。但因为中秋小长
假，淡季不淡，有了新热潮。

“中秋小长假只有三天，按经验周边
游、自驾游比较多。”泉州建旅国际旅行
社相关负责人张志远介绍说，目前旅行
社方面已针对中秋节制定了详细接待方
案。值得注意的变化是，跟几年前相比，
这些市场规划不只是停留在吃喝玩乐
上，更多的是让游客沉浸式体验当地文
化、节日习俗的魅力。同时，旅行社还为
不同规模游客和受众群体“量身打造”合

适的旅游产品。“比如针对企业客户的百
人团，我们会结合企业自身的品牌形象
和企业文化，通过‘潮玩中秋’等活动方
式，展现企业的创新精神和对员工的关
怀，增强员工对企业的归属感和团队凝
聚力。”

让游客更好地了解、体验与感受泉
州文化，这不仅是旅行社层面的认知，也
润物无声，成为大部分文旅从业者的共
识。国家执证中级英文导游、泉州专业高
端接待导游邱联锋表示，随着社会进步
和认识上的提升，越来越多的人不再只

满足于应付式过节，而是希望在过程中
能够仔细琢磨那些流淌在历史长河中的
文化意蕴。在泉州22个世遗点赏月无疑
能很好地满足这样的需求，分布在古城、
江畔、山巅、海边的世遗点，把文化底蕴
和过节的仪式感结合在一起，每一处都
是赏月的好去处。

泉州文旅从业者丘山则告诉记者，中
秋节期间，文旅市场多会加入一些本地的
特色节日元素，相应地，她也会更多安排
游客观看与中秋节相关的南音演奏
曲目，安排亲子手作月饼活动等。

旅游从业者： 引导游客沉浸式体验 潮玩泉州中秋节

相比去年中秋、国庆头尾相连，今
年整个中秋国庆文旅市场因中秋的提
前，跨度拉长。记者从市文旅局了解到，
根据目前不完全汇总，全市各级策划推
出了双节文旅活动120多个，形式涵盖
文艺晚会、主题书画作品展、非遗表演、
手工体验活动、中秋民俗活动、快闪、市
集等。

其中，中秋节期间，威远楼广场将
持续举办“威远楼之夏”戏剧节；丰海
路沿线从 9 月 3 日至 10 月 13 日举办

“上岸”丰海路松弛生活节；泉州海交
馆、泉州市博物馆等场馆除了常态展
外，还推出了主题书画、摄影、美术等
展览。

泛舟赏月、烧塔仔、博饼等，是泉州
独特的中秋民俗。9月14日至18日，鲤
城区龙舟文化促进会将在笋江组织开
展中秋节俗活动。感兴趣的市民游客可
前往围观参与，感受在笋江桥霓虹灯带
的照映下，江面波光粼粼、凉风习习，龙
舟奋楫争先，岸边塔火熊熊的热闹场

景。而惠安崇武景区和德化石牛山景
区，为市民游客准备了群众文艺展演、

“在山野·望月圆”等活动。
记者了解到，目前我市部分景

区、景点还推出了优惠措施。如，石狮
橘若咖啡民宿艺术馆有特惠套餐活
动，福建省世茂海上丝绸之路博物
馆、永春北溪文苑、德化石牛山等推
出了中秋国庆特惠门票或景区与酒店
联动优惠，惠安惠女风情园、崇武景区
推出了龙属相免费游活动。

文旅活动： 中秋国庆双节逾百项活动 同步推出优惠措施

“中秋节一个人去泉州，找拍照搭
子”“中秋去泉州，有没有一起拼车的宝”

“中秋去泉州，组队，速来”。
记者从社交平台上看到，虽然距离

中秋节还有一段时间，各种“组团刷泉
州”的帖子已经火热开组了，更有众多求
古城游玩攻略、泉州景点推荐、特色节俗
体验，甚至打听泉州中秋小长假天气情
况的帖子。

与大家对泉州的向往和热情相呼
应，很多泉州市民、旅游达人踊跃为外地
网友推荐路线和美食，解答天气状况。一
位名为“黑暗界”的网友留言推荐了泉州
的中秋节博饼，并耐心为网友解释博饼

规则，“到泉州的一些闽南餐厅，中秋节
前后消费完都可以参与博饼。”

针对博饼这一中秋特色民俗，泉州
文旅界也卷起来了。古厝民宿早早地在
各大社交平台上预热自己中秋节的博饼
信息，提供的奖品更是独具泉州特色，比
如，“一秀”是泉州民俗文创冰箱贴、“四
进”是瓷盘等等。

商家中秋加活儿，泉州的非遗表演更
得加场，各大戏院、剧团再现抢票潮。作为

“闽南戏窝子”，泉州的文旅流量和戏曲增
量呈现出了“双向奔赴”的势头，木偶戏、
高甲戏、梨园戏等等广受追捧，看戏已经
成为游客来泉旅游的重要一环。

“中秋去泉州，刚把木偶戏的票
给抢到了！”网友“momo”在帖子里
炫耀，下面紧接着另一位网友“小茗
同学”的羡慕——“我完全抢不到。”据
了解，泉州木偶剧团中秋节三天假期的
票已于9月 5日 20:15开售，很快售罄。
在广大网友求加场的呼声下，于9月6日
19:00 又增加了场次售票，同样很快售
罄，而网上“求加场”“求出票”呼声依然
很高。为此，泉州市木偶剧团小红书官方
账号为网友支招：“没买到票的朋友，也
可以在每场开场前一个小时尝试捡漏
退票，如果有加场也会提前一到两个
小时告知大家。”

外地游客： 期待博饼看戏泉州游

古时，泉州人过中秋节
的仪式感满满。拜“月娘妈”、

敬田头、吃月饼、烧塔仔、听香、
博饼、笋江泛月……这些习俗充

满了浓郁的闽南风情，其中，有不
少延续至今。

“泉州中秋拜‘月娘妈’的习俗源
自古人对月亮的崇拜，”长期研究闽南

文化的“海丝泉州推荐官”洪泓介绍道，
古时中秋之夜，泉州家家户户摆放香案

于庭院天井中，供上龙眼、柚子、月饼、芋
头、甘薯等，焚香祷祝，拜“月娘妈”习俗被
寄予祈盼生活称心如意的美好愿望。

芋头是泉州人中秋供桌上的主角。洪
泓介绍道，泉州不仅有用番薯和芋头祭祀
祖先的习惯，还有用番薯和芋魁“敬田头”
的风俗。中秋节，番薯和芋头更是必备食
品，当日家家祭祀祖先，如无月饼，则煎“甜
芋饼”代之，祭祀完毕，即以这些供品当做
午餐。故泉州至今还有“八月十五众人食
芋”和“食水果拜树头，食米饭敬田头”的俗
谚。泉州的月饼也与众不同，本地传统月饼
也叫团圆饼，又大又圆，馅料是以三层肉、
花生、芝麻、冬瓜糖、糯米粉、葱头油、白
砂糖等混合制成。

除食芋食月饼之外，泉州中秋古时
还有“笋江泛月”“听香”等风雅之举。
中秋夜，一轮皓月映于笋江中，赏月

者自乘轻舟自金鸡桥沿江而下，经笋江桥至
顺济桥，与桥上、两岸成群结队的游人，共赏
江天月色。“笋江泛月”历来是泉州诗人佳节
吟咏的主题。

“笋江泛月”是文人雅客的诗篇，“听香”
则是参与度更广泛的民间游戏，这个昔日民
俗虽然已日渐消失在岁月长河中，但仍能从
泉州人的“讲古”“话仙”里寻得幽幽一缕香。

“所谓听香，就是在中秋节夜间到铺境内的土
地庙等庙宇，以自己需要问卜的心事焚香祷
告，然后手持炉香走到人群喧哗之处，聆听第
一句入耳的话，以此句为依据，判别问卜的结
果，具有游戏的意义。”洪泓介绍道，这种习俗
含有猜谜般的游戏成分，如同“测字”一样。

“泉州有句俗谚‘听你这支好香’，就是源自过
去的中秋夜听香盛况。”

当然，中秋节最热闹的莫过于博饼，这是
闽南独特的中秋传统民俗活动。传说“博饼”
游戏是祖籍泉州南安的民族英雄郑成功令部
将设计的，以让官兵在中秋节尽情戏玩，宽慰
士兵佳节思亲之情，激励鼓舞士气，后来流传
于民间。博饼亦称“博状元饼”，“博饼”时，设
六枚骰子，每人轮掷，博取状元、榜眼（对堂）、
探花（三红）、进士（四进）、举人（二举）、秀才
（一秀）六式奖项，分获不同奖品。每年中秋前
后，泉州满城尽闻博饼声，骰子碰撞瓷碗的声
音伴随欢声笑语，传遍大街小巷。

（雪娟 整理）

“海丝泉州推荐官”洪泓解读——

刺桐人家古韵民俗

多彩民俗、丰富活动、优惠措施，中秋小长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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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周二是中秋节，本周日就将
开启中秋小长假。

文旅市场的“节日浪尖”上，古
老时尚的世遗泉州继续占据重要一
席——社交媒体上，网友们“摇人组
团来泉”；售票小程序上，抢戏票保
持热度。

与此同时，泉州也做好了热情
迎客的准备。博饼、烧塔仔等独特中
秋传统民俗，依山靠海的绝佳赏月
景点，精彩纷呈的文旅主题活动以
及优惠措施，欢迎大家来此城，感受
诗与远方，追逐心中的“白月光”。

□融媒体记者 林雪娟
（图片来源：本报资料库，除署名外）

到洛阳桥到洛阳桥，，看古桥看古桥、、江水江水、、明月明月。。图为洛阳桥月光菩萨塔图为洛阳桥月光菩萨塔。（。（陈英杰陈英杰 摄摄））

被誉为被誉为““戏窝子戏窝子””，，泉泉
州的戏曲文化磁吸游客州的戏曲文化磁吸游客。。

烧塔仔等民俗活动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参与烧塔仔等民俗活动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参与

山海泉州无疑是赏月山海泉州无疑是赏月、、观星好去处观星好去处。。

在海边过中秋节在海边过中秋节，，方能真正体会天涯共此时的情怀方能真正体会天涯共此时的情怀。。

游客更热衷于游客更热衷于
在旅游目的地感受非在旅游目的地感受非
遗等城市文化内涵遗等城市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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