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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最小满月”将现身元宵夜
2月24日，正月十五元宵节，又

是一年赏月时。天文科普专家表
示，这轮元宵月不仅是“十五的月亮
十五圆”，还是今年“最小满月”。

当月亮和太阳处于地球两侧，
并且月亮和太阳的黄经相差180度
时，从地球上看，月球朝向地球的
一面被完全照亮，此时的月球最
圆，称之为“满月”，亦称为“望”。
农历每月的十四、十五、十六甚至
十七，都可能出现满月。

“由于甲辰龙年正月中‘望’的
时刻出现在2月24日20时30分，
因此，龙年元宵节是‘十五的月亮
十五圆’。”中国天文学会会员、天
文科普专家修立鹏说。

巧合的是，这轮元宵月还是今
年“最小满月”。修立鹏介绍，月球
本身不发光，我们看到的月光来自
月球反射的太阳光。月球在椭圆
轨道上绕地球转动，月地之间的距
离并不恒定。由于距离不一样，我
们眼中的月球也就有了大小之
分。如果在满月时，月球正好出现
在远地点附近，这时的满月看起来
就会小一点，反之，如果月球正好
出现在近地点附近，这时的满月看
起来就会大一点。

一个公历年中，通常会有12
次或13次满月。2月24日的这次
满月是今年所有满月的日子中，最
接近远地点的一个，因此成为今年

“最小满月”。而今年“最大满月”
则出现在10月17日（农历九月十
五）。有心的公众可以将这“一小一
大”拍下来，比对一下，看看差多少。

如何欣赏这轮龙年元宵月？
“日落后两小时以内和子夜前后赏
月最佳。这是因为日落后月球刚
升起不久，显得又大又圆，不仅适
合裸眼欣赏，也非常适合与地面景
观合照；子夜前后，圆月‘走’到天
顶附近，会形成‘皓月顶空照’的美
景。这时月球的地平高度达到整
夜最高，月光穿过的大气层薄，因
此月球看起来晶莹剔透。”修立鹏
建议说。

（据新华社）

元宵节将至，又到了吃元宵、汤圆的时候
了。每每这个时候，元宵和汤圆总让一些人
分不清楚。二者到底有何区别？

民俗学者、天津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
来华说，“元宵”是北方人的叫法，“汤圆”
是南方人的称呼，二者都是糯米粉制品，
却有着诸多不同。

元宵一般只用甜类馅料，常见的有红
豆沙、黑芝麻、核桃仁、枣泥、巧克力等。
制作时先将馅料制成小块，再蘸上水，在
盛着糯米面的笸筐内滚，一边滚一边洒
水和添粉，使其自然沾满糯米粉并滚成
一个个圆球状，表皮松软，雪白的样子煞
是好看。

传为上元节期间，元代大都（即今北
京）的糕点铺，为使人方便快捷地吃上节
令食品，首创了摇制法。明代刘若愚对此
有详细记载：“其制法用糯米细面，内用核
桃仁、白糖、玫瑰为馅，洒水滚成，如核桃
大。”因系正月十五晚上食用，直接取名

“元宵”。时至今日，每年元宵节前夕，在
天津地区还常见食品店前摆上类似圆形
的浅壁铁皮装置，用来快速滚制元宵，以
满足排队购买元宵顾客的需要。

王来华进一步指出，汤圆与元宵相
比，表皮选用精细的糯米粉，用手直接包
制，有点像北方人包饺子，包制好的汤圆
外表光滑，口感粘糯；馅料则素、荤皆可，
素馅除了与北方的甜类馅料大体相同之
外，还会加上新鲜水果，如草莓、菠萝、鲜
橙 等 ，而 荤 馅 则 是 各 种 肉 类 ，口 味 多 甜
咸。有诗云：“香泽糯米做汤圆，沸水飘
银富贵咸。入口绵甜滑润爽，阖家欢乐
醉天年。”

吃元宵、汤圆以水煮为主。煮元宵需
要的时间比较长，煮后汤比较浓；煮汤圆
需要的时间比较短，煮后汤比较清。不论
是元宵还是汤圆，均可采用蒸、油炸、烤甚
至拔丝等多种方法食用。

不论是“滚”出来的元宵，还是“包”出来
的汤圆，形状都是圆的，寓意团团圆圆、圆圆
满满，寄托了人们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愿望。

王来华表示，与北方人在正月十五吃元
宵不同，南方人吃汤圆，首日就在大年初一
的早上；正月里的一些拜祖祭神的节日，汤
圆也是重要供品；到了元宵节，南方人也会
接着吃汤圆，以示吉祥。

如今，元宵和汤圆口味越来越多。“元宵
和汤圆固然好吃，但因其多粘硬，吃的时候
还要有所节制，慢性病患者、老人和孩子更
不宜多吃。”王来华特别提醒说。

（据新华社）

元宵和汤圆

你分得清吗？

2月22日，邢台市南和区史召乡的民间艺人在赶制元宵节花灯。元宵佳节临近，河北省邢台市南和
区的民间艺人忙着赶制各式传统花灯，为元宵灯会做准备。 新华社记者 王 晓 摄

龙年春节期间，穿汉服、拍美
照、逛古城、看庙会，成为不少中
国人充满仪式感的过年新方式。

在位于山东省枣庄市的台儿
庄古城，社火巡游、中幡舞狮、火龙
钢花、花灯演艺等各种各样的文旅
活动烘托出浓浓年味，春节假期累
计接待游客量逾85.27万人次。景
区负责人介绍，汉服租赁颇受欢
迎，很多游客穿上汉服、唐装，乘
船、走秀、拍照打卡，沉浸式游玩。

春节期间，记者来到位于福
建省泉州市丰泽区的蟳埔村，穿
着汉服、佩戴簪花的游客摩肩接
踵。在这个“网红”小渔村，游客
们在景点租赁汉服，有些商家还
提供化妆和发型服务。记者看
到，马面裙等汉服几乎成为女性
游客的“标配”，他们配合着摄影
师的指引摆出各式动作，打卡蚵
壳厝、顺济宫、渔人码头，一张张
美图即刻出片。

面对火热的市场需求，汉服
生产供不应求。山东菏泽市曹县
是中国汉服、演出服主要生产销
售基地之一，去年的汉服销售额
超 70 亿元。记者从曹县电子商
务服务中心了解到，当地汉服产

业今年以来销售额已超3亿元。
菏泽曹县有爱云仓汉服基地

负责人李字雷介绍，不少游客专
程赶来购买各式拜年服、汉服、演
出服装，互联网营销师们直播带
货忙得不亦乐乎。由于库存清
空，有的消费者甚至直接到展厅
购买模特身上的展示服装。

“今年春节前后销售最火的
是拜年服和马面裙，很多人把汉
服作为春节走亲访友的伴手礼。
除了国内天南海北的订单，还有
一些海外华人想要批量订货。”李
字雷说。

汉服销售火爆也让商家遇到
进货难的“幸福烦恼”。曹县汉服
企业洛如嫣原创汉服负责人姚驰
行说：“因为今年是龙年，我们设
计了带有龙元素的拜年服，另外
也设计了‘凤’等一些元素，寓意
龙凤呈祥。拜年服销售十分火
爆，常常找不到货源。我们每个
电商账号春节期间销售额每天都
达到20万元，线下销售额比平常
翻了十几倍。”

目前，曹县生产的汉服占据全
国汉服市场四成份额，是中国最大的
汉服生产基地。电商平台拼多多的

数据显示，全国汉服销售排名前
2000的网店中，有1200家来自曹县。

在曹县汉服从业者眼中，曹
县汉服“火出圈”背后有很多支
撑。曹县电子商务服务中心主任
张龙飞说，曹县有完整的汉服、演
出服产业链，电商销售比较普及。
随着国潮时尚备受国人追捧，曹县
的汉服厂家不断推出适应市场需
求的新款汉服，这些都促成了今年
的汉服文化消费热潮。

据介绍，由于近年来曹县农
民的草根创业、全员参与，10多年
间曹县汉服、演出服产业迅速发
展，以家庭为单元，形成了精细完
备的市场分工。

在李字雷等汉服产业从业者
看来，大众对传统文化的兴趣和热
爱正在创造更多就业岗位，让传统
服装工艺形成产业，也让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走入寻常百姓家。

这个春节，一些短视频创作
者在旅游景点精心拍摄的游客身
着汉服游览的视频，时常登上热
搜榜。一位网友评论说：市井寻
常人的服饰穿搭和那份生活的惬
意，足以感动千万人，更透露出文
化的自信。 （据新华社）

汉服成过年新潮凸显文化自信

(网络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