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秋节，又称祭月节、月光诞、月夕、秋节、仲秋节、拜月节、月娘节、月亮节、

团圆节等，是中国民间的传统节日。    

中秋节的起源说法较多，一说起源于古代帝王的祭祀活动。《礼记》上记载：

“天子春朝日，秋夕月”，夕月就是祭月亮，说明早在春秋时代，帝王就已开

始祭月、拜月了，后来逐步传到民间。二说，中秋节的起源和农业生产有关。

八月中秋时，农作物基本都成熟了，农民为了庆祝丰收以“中秋”这天作为节日。

三说，有历史学家指出中秋节起源自隋末大业十三年八月十五日，这一天，唐

军裴寂看见月亮，成功发明了月饼作为军粮，解决了军中粮食不够的问题。此后，

人们便把八月十五定为中秋节，以此作纪念。

而根据史籍的记载，“中秋”一词最早出现在《周礼》一书中，直到唐朝初年，

中秋节才成为固定的节日。中秋节的盛行始于宋朝，至明清时，已与元旦齐名，

成为我国的主要节日之一，也是我国仅次于春节的第二大传统节日。

又是一年中秋至。

花也杯中，月也杯中。

值此佳节，想和大家分享 3 位文学大家笔下的中秋，一起静下来感受中秋

之美。

01 林清玄 |《九月很好》

“中秋月圆、云淡风轻、温和爽飒”

生活实在太忙了，一般人平常抽不出时间看天色，中秋几乎成为惟一看天

空的日子，我们准备了月饼、柚子、茶食就在表示我们是多么慎重地想看看月亮，

让月亮看看我们。

好！月亮既然不出现，也就算了，我们吃吃月饼、尝尝柚子，在暗夜中睡去，

明天再开始投人忙碌的生活，期待明年的中秋月亮。

其实，月亮是永不失去的，月亮看不见只是被云层所遮蔽，井不会离开它

存在的地方。见不到月亮的人只是被云层所遮，并不是没有月亮。

可惜的是，我们一年才看一次月亮，有多少人一年里看见一次自我的光明

呢？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真正了解或知道我们，如果连自己都不能寻找生

命的根源，不能觉知自我的光明，就连自己也不能自知了。

理论上，人人都知道月亮随时都在，实际上，很不容易去触及那种光明，

也不是不容易触及，而是不愿去实践、不愿去发掘。

02. 季羡林 |《月是故乡明》

“这些广阔世界的大月亮，

万万比不上我那心爱的小月亮。”

每个人都有个故乡，人人的故乡都有个月亮。人人都爱自己故乡的月亮。

但是，如果只有孤零零一个月亮，未免显得有点孤单。因此，在中国古代诗文中，

月亮总有什么东西当陪衬，最多的是山和水。

我的故乡是在山东西北部大平原上。我小的时候从来没有见过山，也不知

山为何物，我曾幻想，山大概是一个圆而粗的柱子吧，顶天立地，好不威风。

后来到了济南，才见到山，恍然大悟：山原来是这个样子呀。因此，我在

故乡里望月，从来不同山联系。像苏东坡说的“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

之间”，完全是我无法想象的。

至于水，我的故乡小村却大大地有。几个大苇坑占了小村面积一多半。在

我这个小孩子眼中，虽不能像洞庭湖“八月湖水平”那样有气派，但也颇有一

点烟波浩渺之势。

到了夏天，黄昏以后，我在坑边的场院里躺在地上，数天上的星星。有时

候在古柳下面点起篝火，然后上树一摇，成群的知了飞落下来，比白天用嚼烂

的麦粒去粘要容易得多。

我天天晚上乐此不疲，天天盼望黄昏早早来临。到了更晚的时候，我走到

坑边，抬头看到晴空一轮明月，清光四溢，与水里的那个月亮相映成趣。

我当时虽然还不懂什么叫诗兴，但也顾而乐之，心中油然有什么东西在萌动。

有时候在坑边玩很久，才回家睡觉。在梦中见到两个月亮叠在一起，清光

更加晶莹澄澈。第二天一早起来，到坑边苇子丛里去捡鸭子下的蛋，白白地一

闪光，手伸向水中，一摸就是一个蛋。此时更是乐不可支了。

我只在故乡待了六年，以后就离乡背井，漂泊天涯。在济南住了十多年，

在北京度过四年，又回到济南待了一年。然后在欧洲住了近十一年，重又回到

北京，到现在已经四十多年了，在这期间，我曾到过世界上将近三十个国家。

我看过许许多多的月亮。在风光旖旎的瑞士莱芒湖上，在平沙无垠的非洲

大沙漠中，在碧波万项的大海中，在巍峨雄奇的高山上，我都看到过月亮，这

些月亮应该说都是美妙绝伦的，我都异常喜欢。

但是，看到它们，我立刻就想到我故乡中那个苇坑上面和水中的那个小月亮。

对比之下，无论如何我也感到，这些广阔世界的大月亮，万万比不上我那

心爱的小月亮。不管我离开我的故乡多少万里，我的心立刻就飞来了。我的小

月亮，我永远忘不掉你！

见月思乡，已经成为我经常的经历。思乡之病，说不上是苦是乐，其中有追忆，

有惆怅，有留恋，有惋惜。流光如逝，时不再来。在微苦中实有甜美在。月是

故乡明。

我什么时候能够再看到我故乡里的月亮呀！我怅望南天，心飞向故里。

03. 白落梅 《我用尽青春，只为寻你》

“一轮清清郎朗的明月，让多少合家团圆的亲人在月光下依偎取暖。”

又逢中秋，又是圆月高挂的良夜佳辰。那些沉积在远古的传统文化，开始

被清秋的蛩声唤醒。

中秋，最早出现在《周礼》一书。而中秋节，起先制定于唐朝，又盛行在宋代。

古代帝王有春天祭日、秋天祭月的礼制。这种拜月祭天、祈求团圆的习俗，从

风云的唐宋至烟雨的明清，一直流转到繁华的今日。

一轮清清朗朗的明月，让多少久别重逢的喜悦挂上桂影婆娑的枝头，又让

多少合家团圆的亲人在月光下偎依取暖。

它淌过千年的时光，见证了无数离合悲欢的故事，依然以纯粹清绝的风姿

遥挂在深邃的苍穹，接受着世人千古不变的虔诚膜拜，将明净无尘的灵韵付与

人间大地。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依稀记得乡间村落，家家户户围坐在庭院里，

焚香拜月，对着篱畔的菊花，吃上团团圆圆的月饼。

到如今的城市人家，亲友良朋相聚在楼台窗下，饮酒望月，细数着宁静温

馨的流年。丝丝缕缕的记忆，如同菊花的幽香，在月光下轻浅地浮动。

苍莽的群山一次又一次涌动着潇潇秋意，那来自高古的天空将目光与灵魂

漂洗得莹洁透亮。

今夜，谁停下幽雅的琴弦，在花间月下，独酌一壶佳酿，相期在缥缈的云汉。

谁在风清露白的中宵，空闻凄清的雁声，遥忆故乡的明月。谁在那玉宇琼楼，

乘风而舞，唱一阕“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千古词章。

那海上升起的明月，照见如梦的佳期。那无声栖落的秋思，又悄入谁人的

家中。

秋水般明净的风，自悠长的小巷吹来，轻轻拂过沿街高挂的红灯笼，像一

片片流动的红云。清凉的院落围坐着欢聚的家人，洁净的桌几上摆放着新鲜的

水果与精致的月饼。

他们品茶赏月，感受着团圆的幸福，一种简单平实的幸福。

轻盈的桂花飘落在石阶上，弥漫着幽淡的芬芳。不知是谁，临着高楼，唱

起了满月的歌，一轮清澈，一轮明朗，徐徐地向幽蓝的天幕舒展。

那一轮明净如水的白月光，从远古到今朝，从乡村到城市。它沐浴过古人，

又照耀着来者；它守侯清风，又静待白云。它流淌过江南的水乡，跋涉过塞北

的烟尘，抵达了清秋的人间，将祥和与宁静，团圆与温馨留给天涯的旅人，留

给纷纭的众生。

（摘自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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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彻落实党

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加强基

层团组织建设，提升经济管理学院团学组

织学生干部们的思想觉悟和履职能力，强

化学生干部队伍建设，经济管理学院于 9

月 25 日在教学楼 503 教室召开第十四届

学生组织成立大会。经济管理学院党委副

书记刘硕老师、分团委书记曹进老师、24

级年级主任戢泽羽老师、第十四届学生组

织全体成员参加本次会议。

大会在嘹亮的团歌声中拉开序幕，

经济管理学院党委副书记刘硕老师为大会

的召开致辞，他充分肯定了过去一年经济

管理学院学生组织的工作，他表示经济管

理学院学生组织是同学们锻炼能力、展示

才华的重要平台，他鼓励同学们在学生组

织中不断提升自己，为学院发展贡献自己

的青春力量。随后刘硕老师、曹进老师、

戢泽羽老师分别为第十四届学生组织执委

会全体成员以及部分干事代表颁发聘书。

执委会代表彭佳音和新生代表王昶

做交流发言，鼓励经济管理学院学生组织

全体成员在学生组织这个大舞台上进一步

锻炼自己、提升自己，更好的为同学们服

务，为学院的发展发挥自己的力量。                            

分团委书记曹进老师进行了总结讲

话，他强调各学生组织要不断加强凝聚力

和向心力，勇于创新敢于创新，勉励大家

在工作中不断提升学生干部的履职本领，

明确自身目标，不断探索，获得成长。           

经济管理学院第十四届学生组织将

继续秉承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发挥学生

干部模范带头作用，为学院学生组织的发

展和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来源：经济管理学院）

2024 年 9 月 22 日，经济管理学院在教

学楼 503 举办 2024 级新生军训表彰大会。学

校党委武装部副部长朱磊、经济管理学院党

委副书记刘硕、学校党委武装部干事苏比、

经济管理学院分团委书记曹进、2024 级辅导

员戢泽羽、2024 级新生导员、军训期间服务

保障志愿者代表和 2024 级全体新生共同参加

本次表彰大会。

学校党委武装部副部长朱磊致辞。他首

先祝贺了经管学院在本次新生军训中取得优

异成绩，对 24 级全体新生在军训期间吃苦耐

劳，不怕辛苦，敢为人先的精神给予肯定，

并向同学们说明军训对每一位同学的重要性，

希望同学们将个人发展与国家、民族、社会

的发展紧密结合起来，要勤学习不断提升自

身的专业素养，为未来的发展打下良好的基

础。

军训新生代表李智坤、周雅琪、李昭睿

同学依次发言

 李智坤作为优秀军训新生代表分享了

自身军训体验与感悟，表示会将军训精神带

到学习与生活中，在今后的道路上勇往直前；

周雅琪同学回顾了在军训中的生活点滴，感

谢学校与学院为他们提供的温馨环境，并且

希望未来能够将更多灿烂的民族文化带到北

京印刷学院。李昭睿以一名随训队员的身份，

向大家讲述了随训队员作为军训力量的“后

备军”，以另一种方式参与到了充实的军训

生活，展现出了随训队员的责任与担当。

刘硕书记做总结讲话，希望 24 级全体

经管学子以此为契机，心怀感恩、勇往直前、

不懈追求，用执着和信念诠释青春，用豪情

与活力演绎美丽，用承诺和行动勇敢追梦 !

将军训时锤炼的精神品格带到学习和生活中，

内化为成长的动力，奋力书写崭新的青春篇

章。

榜样引领新目标，激情点亮新征程。军

训表彰大会既是对优秀者的肯定和奖励，更

是对所有学生的勉励，发挥榜样引领作用，

引导同学们立大志、明大德、成大才、担大任。

              （来源：经济管理学院）

做好迎新工作，开启美好学期

2024 年 9 月 5 日，北京印刷学院经济管

理学院迎来 300 余名 2024 级新生。为贯彻落

实北京市教育两委秋季开学相关工作会议精

神，平稳有序开展迎新工作，在学院党委书

记刘华丽、党委副书记刘硕、学工组长曹进

指导下，新生辅导员戢泽羽和学院志愿者提

前部署、积极服务，确保了学院迎新工作的

顺利进行。

迎新报到现场，志愿者准时到达学院迎

新点位，为新生到来做最后准备，学院领导

班子成员、学工组长曹进、新生辅导员戢泽

羽到场共同开展工作，确保迎新工作稳步推

进。

迎新报到期间，学校领导班子成员来到

经济管理学院报到处指导迎新工作开展，详

细了解了新生入学报到情况，肯定了学院的

迎新工作安排，并对志愿者进行了亲切慰问。

2024 年 9 月 5 日下午 2：00，经济管理

学院在西校区教学楼 409 教室召开了新生家

长座谈会，共计 160 余位家长参会。经济管

理学院领导班子全体成员及各本科专业负责

人出席本次会议。会议由刘硕主持。座谈会

围绕经管学院发展定位、学科专业建设、学

生在校生活展开，并为新生家长进行答疑解

惑。本次会议致力于推进家校一体化协同育

人，为学生健康成长成才保驾护航。

 家长座谈会结束后，学院领导班子成

员走入学生宿舍慰问新同学，叮嘱同学们尽

快适应大学生活，把握学习机会，在求学路

上自立自强，增强本领，为推进强国建设贡

献青春力量。

经过经管学院全院师生共同努力，本次

迎新工作圆满完成。未来，经管学工将继续

竭诚为新生未来在校学习生活保驾护航，始

终秉持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全心全力

关爱、教育、引导好学生，将学生培养成为

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国家栋梁。

 （来源：经济管理学院）

志愿者为迎新做筹备 学校领导走访学生宿舍校领导指导经管学院迎新工作迎新志愿者进行迎新准备工作

月圆中秋 “月至中秋，人间胜景”

经济管理学院举办第十四届学生组织成立大会

经济管理学院举办 2024 级新生军训表彰大会

   朱磊与优秀军训代表合影

              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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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3日——中国抗战胜利纪念日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Victory Memorial Day 

for the Chinese People’s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15]，是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而设立的纪念日，

时间为每年的 9月 3日。

1945 年 9 月 2 日，日本向盟军投降仪式在东京湾密苏

里号军舰上举行。在包括中国在内的 9 个受降国代表注视

下，日本在投降书上签字。这是中国近代以来反侵略历史

上的第一次全面胜利，也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

了巨大贡献。之后每年的 9 月 3 日，被确定为中国人民抗

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1945 年 9 月 3 日，《新华日报》刊载毛泽东的题词：

“庆祝抗日胜利 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设立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是为了牢记历史，

铭记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艰苦卓绝的斗争，

缅怀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英勇献身的英烈和所有为中国

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作出贡献的人们，彰显中国人民抗日战

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表明中国人民坚决

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世界和平的坚定立场，弘扬以

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激励全国各族人民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共同奋斗。

                                                                 毛泽东题词：庆祝抗日胜利 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烈士纪念日，是指纪念本国英雄的法定纪念日。

世界上许多国家有自己法定的烈士纪念日，每年这

些国家都要在本国法定纪念日举行隆重的公祭仪式，

纪念本国英雄。2014 年 8月 31 日，十二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第十次会议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关于设立烈士纪念日的决定》规定，将 9 月

30 日设立为烈士纪念日。每年 9月 30 日国家举行纪

念烈士活动。

     2024年9月30日当天上午，烈士纪念日向人民

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

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

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

   历史记忆历久弥新，英烈精神传承永续。英雄从

未远去，对英烈最好的纪念，就是弘扬他们的崇高

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珍惜荣誉、精武强能，

攻坚克难、勇往直前。

                                                

                                                           （来源：网络）

                      敬献花篮仪式“大合照”

                 各位领导人参与敬献花篮仪式 

2024 年 9 月 11 日下午 13：30，经济管

理学院 2023 级 179 名同学齐聚一堂，参加本

科生导师见面会。学院全体教师参加了本次

会议，会议由财务会计系主任华宇虹、信息

管理系主任黄孝章、传媒管理系主任张书勤、

市场营销专业负责人吴玉红老师分别主持。                         

首先，各位系主任和专业负责老师向同

学们介绍了我院各专业的基本情况，对专业

进行了深入解读，讲解了专业的发展历史及

取得的成就。随后对本科生导师制的政策进

行了全面解读，明确指出了导师的职责和对

学生的要求。各专业全体教师结合自身的教

学及科研情况依次进行自我介绍，承诺将为  

学生在学习、生活、就业等方面提供全方位

指导服务。

最后，进行了师生交流互动环节，23 级

同学分别针对本专业考研、学科竞赛、毕业

生发展以及本科生导师如何执行等问题踊跃

提问，老师们针对学生提问进行了专业深入

解答。

此次本科生导师见面会的成功举办，将

进一步增进导师学生间相互了解、拉近师生

距离；同学们在本科生导师的指导下，将拥

有更加充实、有价值的大学生活。                         

               

              （来源：经济管理学院）

 为加强部门之间的交流和沟通、增强

团队凝聚力，9 月 25 日经济管理学院各学生

组织举办“破冰”活动。

活动期间，通过趣味游戏和才艺展示，

打破成员之间的隔阂，提升团队凝聚力。大

家在一阵阵掌声与笑声中逐渐消除彼此间的

陌生感，为部门间后续的沟通搭建坚实桥梁，

为融洽密切的合作打下稳定基础。本次活动

增进了部门成员之间的友谊、加强信任与提

升团队协作能力，强化各团学骨干的集体意

识。                            

  

             （来源：经济管理学院）

见面会现场

破冰现场
破冰现场

破冰现场

社团合影

9 月 18 日——九一八事变纪念日
“九·一八事变”，又称“奉天事变”、“柳条湖事

件”，是 1931 年 9 月 18 日日本驻中国东北地区的关东军

突然袭击奉天（今沈阳），以武力侵占东北的事件。是 20

世纪 30 年代初期发生在中国东北的震惊中外的重大事件，

它不仅是日本帝国主义妄图以武力征服中国的开始，也是

法西斯国家在世界上点燃的第一把侵略战火，它的爆发标

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序幕的揭开，也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

战争的开始。

毛泽东指出：“自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

主义武装侵略中国以后，中国又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

民地和半封建的社会。”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社会性质和主

要矛盾所不断发生的变化，一直持续到 1945 年 9 月日本战

败投降，中日民族这个主要矛盾才得以解决。

设立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是为了牢记历史，

铭记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艰苦卓绝的斗争，

缅怀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英勇献身的英烈和所有为中国

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作出贡献的人们，彰显中国人民抗日战

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表明中国人民坚决

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世界和平的坚定立场，弘扬以

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激励全国各族人民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共同奋斗。

2024 年 9 月 18 日是九一八事变 93 周年纪念日。在这

一天，中国多个城市和地区都进行了纪念活动。例如，哈

尔滨市进行了人民防空警报试鸣演练，以提醒市民铭记历

史，同时进行国防教育。此外，江苏南京在侵华日军南京

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了纪念活动，通过撞响和平大

钟和拉响防空警报来悼念遇难同胞。

这些纪念活动不仅是对历史的缅怀，也是对未来的警

醒。通过这些活动，中国人民表达了对和平的珍视和对历

史教训的铭记，同时也展示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和

实现民族复兴的决心。

                                                   

                                                               （来源：网络）

部员表演节目

社团合影

经济管理学院举办 2024 年暑期社会实践答辩会

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引导

和帮助青年学生在社会大课堂中上好“行走

的思政课”，深挖暑期社会实践优秀成果，9

月 18 日，经济管理学院举办 2024 年暑期社

会实践答辩会。学院党委副书记刘硕、分团

委书记曹进以及暑期社会实践所有团队项目

成员参加本次答辩会。

刘硕在总结大会致辞中指出，本次社会

实践同学们积极响应学校号召，以饱满的热

情和昂扬的斗志，投身于丰富多彩的社会实

践活动之中。在行走的“大思政课”中“受

教育、长才干、做贡献”，为中国式现代化

挺膺担当。

本次暑期社会实践项目涉及主题包括

“乡村振兴·青春笃行”计划、“‘京’彩

文化 青春绽放”行动计划等多个方面，通过

本次暑期社会实践结项答辩会的开展，使同

学们深刻体会到“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

事要躬行”的内涵，进一步深化了广大学子

在实践过程中对社会的了解，使各位同学更

加坚定信念，听党话、跟党走，在新时代首

都发展的生动实践中贡献青春力量。

                           

               （来源经济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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