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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就职，我们可以拓宽人脉，与更多的行业精英建立联系。
在写就职总结时，我们要结合工作实际，重点突出解决问题
的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接下来是一些就职智慧和技巧，供
大家借鉴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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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花浮玉，正月满天街，夜凉如洗。

风泛须眉并骨寒，人在水晶宫里。

龙偃蹇，观阙嵯峨，缥缈笙歌沸。

霜华满地，欲跨彩云飞起。

记得去年今夕，酾酒溪亭，淡月云来去。

千里江山昨梦非，转眼秋光如许。

青雀西来，嫦娥报我，道佳期近矣。

寄言俦侣，莫负广寒沈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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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年农历的八月十五，是我国传统的仅次于春节的中秋佳
节。这时恰好是一年秋季的中期，所以就被人们称为中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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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中秋也常常被称仲秋。八月十五的月亮通常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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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仰望天空如玉如盘的朗朗明
月，自然会期盼家人团聚。远在他乡的游子，也借此寄托自
己对故乡和亲人的思念之情。所以，中秋又称“团圆节”。

我国人民在古代就有“秋暮夕月”的习俗。夕月，即祭拜月
神。到了周代，每逢中秋夜都要举行迎寒和祭月。设大香案，
摆上月饼、西瓜、苹果、红枣、李子、葡萄等祭品，其中月
饼和西瓜是绝对不能少的。西瓜还要切成莲花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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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传古代齐国丑女无盐，幼年时曾虔诚拜月，长大后，以超
群品德入宫，但未被宠幸。某年八月十五赏月，天子在月光
下见到她，觉得她美丽出众，后立她为皇后，中秋拜月由此
而来。月中嫦娥，以美貌著称，故少女拜月，愿“貌似嫦娥，
面如皓月”。

在唐代，中秋赏月、玩月颇为盛行。在北宋京师。八月十五
夜，满城人家，不论贫富老小，都要穿上成人的衣服，焚香
拜月说出心愿，祈求月亮神的保佑。南宋，民间以月饼相赠，
取团圆之义。有些地方还有舞草龙，砌宝塔等活动。明清以
来，中秋节的风俗更加盛行;许多地方形成了烧斗香、树中秋、
点塔灯、放天灯、走月亮、舞火龙等特殊风俗。

今天，月下游玩的习俗，已远没有旧时盛行。但设宴赏月仍
很盛行，人们把酒问月，庆贺美好的生活，或祝远方的亲人
健康快乐，和家人“千里共婵娟”。

中秋节的习俗很多，形式也各不相同，但都寄托着人们对生
活无限的热爱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中秋节有悠久的历史，和其它传统节日一样，也是慢慢发展



形成的，古代帝王有春天祭日，秋天祭月的礼制，早在《周
礼》一书中，已有“中秋”一词的记载。后来贵族和文人学
士也仿效起来，在中秋时节，对着天上又亮又圆一轮皓月，
观赏祭拜，寄托情怀，这种习俗就这样传到民间，形成一个
传统的活动，一直到了唐代，这种祭月的风俗更为人们重视，
中秋节才成为固定的节日，《唐书·太宗记》记载有“八月
十五中秋节”，这个节日盛行于宋朝，至明清时，已与元旦
齐名，成为我国的主要节日之一。中秋节的传说是非常丰富
的，嫦娥奔月，吴刚伐桂，玉兔捣药之类的神话故事流传甚
广。

中秋节风俗手抄报篇三

相传，远古时候天上有十日同时出现，晒得庄稼枯死，民不
聊生，一个名叫后羿的英雄，力大无穷，他同情受苦的百姓，
登上昆仑山顶，运足神力，拉开神弓，一气射下九个多太阳，
并严令最后一个太阳按时起落，为民造福。

后羿因此受到百姓的尊敬和爱戴，后羿娶了个美丽善良的妻
子，名叫嫦娥。后羿除传艺狩猎外，终日和妻子在一起，人
们都羡慕这对郎才女貌的恩爱夫妻。

不少志士慕名前来投师学艺，心术不正的蓬蒙也混了进来。

一天，后羿到昆仑山访友求道，巧遇由此经过的王母娘娘，
便向王母求得一包不死药。据说，服下此药，能即刻升天成
仙。然而，后羿舍不得撇下妻子，只好暂时把不死药交给嫦
娥珍藏。嫦娥将药藏进梳妆台的百宝匣里，不料被小人蓬蒙
看见了，他想偷吃不死药自己成仙。

三天后，后羿率众徒外出狩猎，心怀鬼胎的蓬蒙假装生病，
留了下来。待后羿率众人走后不久，蓬蒙手持宝剑闯入内宅
后院，威逼嫦娥交出不死药。嫦娥知道自己不是蓬蒙的对手，
危急之时她当机立断，转身打开百宝匣，拿出不死药一口吞



了下去。嫦娥吞下药，身子立时飘离地面、冲出窗口，向天
上飞去。由于嫦娥牵挂着丈夫，便飞落到离人间最近的月亮
上成了仙。

傍晚，后羿回到家，侍女们哭诉了白天发生的事。后羿既惊
又怒，抽剑去杀恶徒，蓬蒙早逃走了，后羿气得捶胸顿足，
悲痛欲绝，仰望着夜空呼唤爱妻的名字，这时他惊奇地发现，
今天的月亮格外皎洁明亮，而且有个晃动的身影酷似嫦娥。
他拼命朝月亮追去，可是他追三步，月亮退三步，他退三步，
月亮进三步，无论怎样也追不到跟前。

后羿无可奈何，又思念妻子，只好派人到嫦娥喜爱的后花园
里，摆上香案，放上她平时最爱吃的蜜食鲜果，遥祭在月宫
里眷恋着自己的嫦娥。百姓们闻知嫦娥奔月成仙的消息后，
纷纷在月下摆设香案，向善良的嫦娥祈求吉祥平安。

从此，中秋节拜月的风俗在民间传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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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记》早有记载“秋暮夕月”，意为拜祭月神，逢此时则
要举行迎寒和祭月，设香案。到了周代，每逢中秋夜都要举
行迎寒和祭月。设大香案，摆上月饼、西瓜、苹果、红枣、
李子、葡萄等祭品，其中月饼和西瓜是绝对不能少的，西瓜
还要切成莲花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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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少数民族中，同样盛
行祭月的风习。

相传古代齐国丑女无盐，幼年时曾虔诚拜月，长大后，以超
群品德入宫，但未被宠幸。某年八月十五赏月，天子在月光



下见到她，觉得她美丽出众，后立她为皇后，中秋拜月由此
而来。月中嫦娥，以美貌著称，故少女拜月，愿“貌似嫦娥，
面如皓月”。而云南傣族在中秋之夜，同样盛行“拜月”风
俗。

中秋赏月的风俗在唐代十分流行，许多诗人的名篇中都有咏
月的诗句。到宋代，中秋赏月之风更盛，每逢这一日，“贵
家结饰台榭，民间争占酒楼玩月”。明清宫廷和民间的拜月
赏月活动更具规模，中国各地至今遗存着许多“拜月
坛”、“拜月亭”、“望月楼”等古迹。

文人士大夫对赏月更是情有独钟，他们或登楼揽月或泛舟邀
月，饮酒赋诗，留下不少脍炙人口的千古绝唱。如杜甫《八
月十五夜月》用象征团圆的十五明月反衬自己飘泊异乡的羁
旅愁思;宋代文豪苏轼，中秋欢饮达旦，大醉而作《水调歌
头》，借月之圆缺喻人之离合。直到今天，一家人围坐在一
起，欣赏皓月当空的美景仍是中秋佳节必不可少的活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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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中见月心亦闲，况是清秋仙府间。

凝光悠悠寒露坠，此时立在最高山。

碧虚无云风不起，山上长松山下水。

群动悠然一顾中，天高地平千万里。

少君引我升玉坛，礼空遥请真仙官。

云*(左车右并)欲下星斗动，天乐一声肌骨寒。

金霞昕昕渐东上，轮欹影促犹频望。



绝景良时难再并，他年此日应惆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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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鼓喧街，兰灯满市，皎月初照严城。

清都绛阙夜景，风传银箭，露叆金茎。

巷陌纵横。过平康款辔，缓听歌声。

凤烛荧荧。那人家、未掩香屏。

向罗绮丛中，认得依稀旧日，雅态轻盈。

娇波艳冶，巧笑依然，有意相迎。

墙头马上，漫迟留、难写深诚。

又岂知、名宦拘检，年来减尽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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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面住着个小红孩。

椅仔姑

椅仔姑，椅仔姑，

请你八月十五来坐土，

土脚起，铰莲花，绣莲子，

莲子烩，姑仔今年你几岁?

三岁三，穿白衫，滚乌边，



穿绣裙，绣荷包，

荷包腰肚围，穿色裤滚青边。

也有花，也有粉，

也有胭脂给姑仔点口唇，

也有铰刀尺，也有花粉镜，

姑仔神那到，

梏三下水桶来显圣。

 

《月亮出来亮堂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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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上西楼，怕天放、浮云遮月。

但唤取、玉纤横笛，一声吹裂。

谁做冰壶浮世界，最怜玉斧修时节。

问嫦娥、孤冷有愁无，应华发。

玉液满，琼杯滑。长袖起，清歌咽。

叹十常八九，欲磨还缺。

若得长圆如此夜，人情未必看承别。



把从前、离恨总成欢，归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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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节手抄报

中秋节，又称月夕、秋节、仲秋节、八月节、八月会、追月
节、玩月节、拜月节、女儿节或团圆节，是流行于中国众多
民族与汉字文化圈诸国的传统文化节日，时在农历八月十五;
因其恰值三秋之半，故名，也有些地方将中秋节定在八月十
六。

中秋节始于唐朝初年，盛行于宋朝，至明清时，已成为与春
节齐名的中国主要节日之一。受中华文化的影响，中秋节也
是东亚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尤其是当地的华人华侨的传统节日。
自2008年起中秋节被列为国家法定节假日。2006年5月20日，
国务院列入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中秋节自古便有祭月、赏月、拜月、吃月饼、赏桂花、饮桂
花酒、等习俗，流传至今，经久不息。中秋节以月之圆兆人
之团圆，为寄托思念故乡，思念亲人之情，祈盼丰收、幸福，
成为丰富多彩、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中秋节与端午节、春
节、清明节并称为中国四大传统节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