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月初上，天涯共生。在 2024 中秋节到
来之际，9 月 12 日，由吕梁市文学艺术界联合
会主办，吕梁市钢琴协会、吕梁市“侨胞之家”、
吕梁学院艺术系等 13 家单位共同承办的“月
满中秋 诗韵吕梁”——2024中秋诗词音乐会，
让观众体验到了不一样的中秋文化盛宴。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夜幕
降临，伴随着一轮明月高悬天际，为这场盛会
披上了节日的白纱。会场内，灯光柔和而温
馨，营造出一种古典与现代交织的氛围。从

《诗经》到元曲，从上古到明清，诗词在悦耳动
听的琴声中跳跃，在激昂雄壮的阵阵古乐声中
飞扬，让在场的观众瞬间穿越时空隧道，迈进
了诗歌与音乐的世界。

本次诗词音乐会以音乐艺术为媒，以诗词
为魂。在墨香与音乐共舞的黑白之间，将经典
诗词以及吕梁本土文化元素融入现代音乐之
中，让每一支曲、每一首诗都成为连接古今的
桥梁。

诗山词海任遨游，古韵今风共唱酬。朗诵
者们身着传统服饰，或深情款款，或激昂慷慨，
将一首首脍炙人口的诗词演绎得淋漓尽致，千

古名句，咏唱出新的韵味。《一剪梅·红藕相残
玉簟秋》的柔美、《木兰辞》的帅达、《阳关三叠》
的温婉、《岳阳楼记》的深沉……每一句诗词都
仿佛穿越时空而来，触动着在场每一个人的心
弦。

三百内人连袖舞，一时天上著词声。《月满
西楼》《清玉案·元夕》《落花》《国风雅韵》等节
目，表演者们以精湛的技艺唱响了诗词的别样
韵味。同时配合古筝的悠扬、钢琴的优雅、舞
蹈演员们曼妙的舞姿……此刻，诗词的韵味与
音符交织在一起，台上台下交汇共鸣，整个会
场仿佛变成了一片诗意的海洋，让人沉醉其
中。

观众席爆发出阵阵掌声，吕梁学院艺术系
声乐系的大二学生段智博高兴地说“这场音乐
会让我看到了诗词和舞蹈乐器融合碰撞之美，
感受到了古诗词的魅力，也让我更加坚定了追
逐艺术道路的决心。”

参演此次《木兰辞》《声声慢》节目的演员
闫茹萍说，作为一名演员，看到大家喜欢就很
有成就感，当然在此次晚会中也受益匪浅。我
们在木兰辞的朗诵中加入了角色的演绎，赋予

了这首传统诗词新的形式和内涵。
诗词从远古走来，又在这片土地上孕育结

果。音乐会后半场节目《沁园春·雪》、民间戏
剧《 西首秧歌调》、晋剧《廉吏于成龙》让这场
音乐会添加了几分厚重。中国戏剧梅花奖获
得者梁桂星说：“在中秋节来临之际，我有幸为
大家演唱晋剧《廉吏于成龙》中的选段，这也正
好是我在国家大剧院表演这个选段的十周年，
借着这次音乐会我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阖家
幸福！”

2024 年中秋诗词音乐会以新形式、高规
格、高品质完美呈现，在大合唱曲目《汾酒故

乡、英雄吕梁》中落下帷幕。正如此次音乐会
的策划者，吕梁市钢琴协会会长冯锦绣所言，
策划这场诗词音乐会，主要是想对艺术进行一
种多种形式创新，让钢琴、声乐、舞蹈相互配
合，让朗诵、戏曲、民歌、文学等相互融合，这种
跨界融合不仅打破了传统艺术形式之间的界
限，更让人们在欣赏过程中获得了更加丰富的
情感体验和审美享受。

当古诗词被谱上时代的新曲，当新曲在中
秋月圆之夜传唱，不仅让观众梦回千年，品读
诗词雅韵的风华故事，更让中国传统文化在聆
听与传承中焕发出新时代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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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饼是中秋佳节必备的
美食。随着中秋节的临近，兴
县月饼经济悄然“升温”，传统
手工月饼“走俏”市场，呈现购
销两旺的景象。

在兴县城区，各种色香味
俱 佳 的 月 饼 飘 香 大 街 小 巷 。
记者看到，在糕点店、食品专
卖店，各式各样的月饼琳琅满
目，各商家提前备货，积极筹
备月饼销售。吸引了不少市
民前来选购。

记者发现，在众多的月饼
中，传统手工制作的月饼占市
场主流，由丰富的食材原料经
过传统手工现场制作的月饼，
不但物美价廉，口味多样，而
且可以满足多元化的消费需
求，可散装，也可精美包装，受
到市民的普遍欢迎。

“ 我 们 的 特 色 是 山 西 的
空 壳 月 饼 和 五 仁 月 饼 ，选 用
本地优质的胡麻油加上精心
挑 选 的 食 材 ，烘 烤 出 来 的 月
饼 色 香 味 俱 佳 ，不 比 外 地 月
饼差。”月饼商家负责人说，

“ 这 几 天 ，销 量 一 天 比 一 天
高 ，估 计 会 持 续 到 八 月 十
五 。 我 们 坚 持 传 统 手 工 制
作，保证食品安全的前提下，
用 心 做 好 每 一 个 月 饼 ，将 老
一辈人留下来的手艺传承下
来 ，让 越 来 越 多 的 人 吃 到 小
时候的味道。”

月饼寓意团圆美好，是中
秋佳节餐桌上必不可少的美
食，大街小巷浓浓的月饼香，
凝聚着民俗的记忆，也为中秋
佳节营造出浓浓的喜庆氛围，
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

本报讯 （记者 刘沛林） 为弘扬中
华传统节日文化，情暖困难家庭，让他
们度过一个欢乐祥和的中秋佳节，9 月
6 日一大早，吕梁日报社驻临县招贤镇
立新庄村、小塔则村工作队就将慰问两
个帮扶村的 220盒月饼全部装卸到村，
即刻开展中秋慰问活动，赶在中秋节到
来之前尽快将月饼发放至村里 75岁以
上老人、残疾人、三类户、因病致贫户等
困难户手中，助力村民们安度中秋佳
节。

驻村工作队首先来到立新庄村委
会的院子里举行慰问仪式。一到现场，

驻村工作队员便与村民们亲切交谈，并
将月饼交到村民手中。村里的退休教
师高芸珍拿到月饼后，热情洋溢地上前
和驻村队员们握手，激动地说：“非常感
谢驻村工作队送来的月饼，工作队一来
就给村里带来新的气象。以后咱村民
一定要配合工作队做好驻村工作，共同
携手帮助村里发展得越来越好！”

在小塔则村，驻村工作队提着月饼
深入村户家庭进行走访慰问。在村民
家中，驻村工作队队员详细询问他们的
生活和身体情况，倾听他们的困难和诉
求，鼓励村民树立生活信心，保重身体，

多参加社会活动，以积极乐观的态度面
对生活，并送上节日的诚挚祝福。

据悉，自 8 月 20 日起，吕梁日报社
驻临县招贤镇工作队积极响应招贤镇
政府安排部署，拆分为吕梁日报社驻招
贤镇立新庄村和小塔则村两支驻村工
作队，第一时间下沉到村继续开展帮扶
工作，在乡村振兴的第一线接续为帮扶
村村民提供助力，不断贡献党媒力量。

此次中秋慰问活动进一步增强了
村 民 对 驻 村 工 作 队 的 认 同 感 和 归 属
感 ，激 励 他 们 平 安 、幸 福 、快 乐 地 生
活。谈及下一步的驻村帮扶计划，吕
梁日报社驻招贤镇立新庄村工作队队
长冯倬表示：“驻村工作队接下来会继
续定期开展走访慰问活动，及时了解
帮扶村困难村户所需、所想，给予他们
关心与帮助、安慰与疏导，让他们能够
充分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温暖，
帮助咱们帮扶村的老百姓真正过上舒
心的好日子。”

中秋慰问送关爱 月满情浓暖民心
吕梁日报社驻村工作队开展中秋慰问困难村民活动

兴县：传统手工月饼“走俏”
□ 文/图 本报记者 冯凯治 本报通讯员 继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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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满中秋月满中秋 诗韵吕梁诗韵吕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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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文//图图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康桂芳康桂芳

一曲《声声慢》演绎出对中秋节的无限牵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