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喜迎中秋的手抄报内容 中秋节手
抄报内容文字(精选6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以下是小编为大
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喜迎中秋的手抄报内容篇一

1、赏月

赏月的风俗来源于祭月，严肃的祭祀变成了轻松的欢娱。据
说此夜月球距地球最近，月亮最大显圆最亮，所以从古至今
都有饮宴赏月的习俗；回娘家的媳妇是日必返夫家，以寓圆
满、吉庆之意。民间中秋赏月活动的文字记载出现在魏晋时
期，但未成习。到了唐代，中秋赏月、玩月颇为盛行，许多
诗人的名篇中都有咏月的诗句。

2、观潮

在古代，浙江一带除中秋赏月外，观潮可谓是又一中秋盛事。
中秋观潮的风俗由来已久，早在汉代枚乘的《七发》赋中就
有了相当详尽的记述。汉以后，中秋观潮之风更盛。明朱廷焕
《增补武林旧事》和宋吴自牧《梦粱录》也有观潮记载。

3、猜谜

中秋月圆夜在公共场所挂着许多灯笼，人们都聚集在一起，
猜灯笼身上写的谜语，因为是大多数年轻男女喜爱的活动，
同时在这些活动上也传出爱情佳话，因此中秋猜灯谜也被衍
生了一种男女相恋的形式。



4、吃月饼

月饼，又叫月团、丰收饼、宫饼、团圆饼等，是古代中秋祭
拜月神的供品。月饼最初是用来祭奉月神的祭品，后来人们
逐渐把中秋赏月与品尝月饼，作为家人团圆的一大象征。月
饼象征着大团圆，人们把它当作节日食品，用它祭月、赠送
亲友。发展至今，吃月饼已经是中国南北各地过中秋节的必
备习俗，中秋节这天人们都要吃月饼以示＂团圆＂。

5、赏桂花、饮桂花酒

人们经常在中秋时吃月饼赏桂花，食用桂花制作的各种食品，
以糕点、糖果最为多见。中秋之夜，仰望着月中丹桂，闻着
阵阵桂香，喝一杯桂花蜜酒，欢庆合家甜甜蜜蜜，已成为节
日一种美的享受。到了现代，人们多是拿红酒代替。

6、扎灯笼

古时在广东，中秋临近时，小孩子们在家长协助下，用竹纸
扎成兔仔灯、杨桃灯或正方形的灯。此外，还有很多小朋友
会用水果皮扎灯笼。＂另外，还有木瓜灯、香蕉灯等，最简
便的是＂柚皮灯＂，几乎家家户户的小孩都能做。扎好的灯
笼除了用来＂树中秋＂，更有情侣提着灯笼依偎赏月。

7、玩花灯

中秋节，有许多的游戏活动，首先是玩花灯。中秋是我国三
大灯节之一，过节要玩灯。当然，中秋没有像元宵节那样的
大型灯会，玩灯主要只是在家庭、儿童之间进行的。早在北宋
《武林旧事》中，记载中秋夜节俗，就有将＂一点红＂灯放
入江中漂流玩耍的活动。中秋玩花灯，多集中在南方。如佛
山秋色会上，就有各种各式的彩灯：芝麻灯、蛋壳灯、刨花
灯、稻草灯、鱼鳞灯、谷壳灯、瓜籽灯及鸟兽花树灯等，令
人赞叹。在广西南宁一带，除了以纸竹扎各式花灯让儿童玩



耍外，还有很朴素的柚子灯、南瓜灯、桔子灯。所谓柚子灯，
是将柚子掏空，刻出简单图案，穿上绳子，内点蜡烛即成，
光芒淡雅。南瓜灯、桔子灯也是将瓤掏去而成。虽然朴素，
但制作简易，很受欢迎，有些孩子还把柚子灯漂入池河水中
作游戏。广西有简单的户秋灯，是以六个竹篾圆圈扎成灯，
外糊白纱纸，内插蜡烛即成，挂于祭月桌旁祭月用，也可给
孩子们玩。如今两广的不少地区，在中秋夜布置灯会，扎制
用电灯照亮的大型现代灯彩，还有用塑料制成的各式新型花
灯供儿童玩，但却少了一份旧时灯彩的纯朴之美。

喜迎中秋的手抄报内容篇二

中秋节手抄报诗词内容1：

《八月十五夜桃源玩月》（唐）刘禹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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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拼欲下星斗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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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唐诗》）



《八月十五日夜湓亭望月》（唐）白居易

昔年八月十五夜，曲江池畔杏园边。

今年八月十五夜，湓浦沙头水馆前。

西北望乡何处是，东南见月几回圆。

昨风一吹无人会，今夜清光似往年。－－（《全唐诗》）

《天竺寺八月十五日夜桂子》 （唐）皮日休

玉颗珊珊下月轮，殿前拾得露华新。

至今不会天中事，应是嫦娥掷与人。 －－（《全唐诗》）

《中秋见月和子由》 （宋）苏轼

明月未出群山高，瑞光千丈生白毫。

一杯未尽银阙涌，乱云脱坏如崩涛。

谁为天公洗眸子，应费明河千斛水。

遂令冷看世间人，照我湛然心不起。

西南火星如弹丸，角尾奕奕苍龙蟠。

今宵注眼看不见，更许萤火争清寒。

何人舣舟昨古汴，千灯夜作鱼龙变。

曲折无心逐浪花，低昂赴节随歌板。

青荧灭没转山前，浪 风回岂复坚。



明月易低人易散，归来呼酒更重看。

堂前月色愈清好，咽咽寒 鸣露草。

卷帘推户寂无人，窗下咿哑唯楚老。

南都从事莫羞贫，对月题诗有几人。

明朝人事随日出，恍然一梦瑶台客。 －－（《宋诗钞》）

《中秋登楼望月》 （宋）米芾

目穷淮海满如银，万道虹光育蚌珍。

天上若无修月户，桂枝撑损向西轮。 －－（《宋诗钞》）

《中秋》（宋）戴石屏

把酒冰壶接胜游，今年喜不负中秋。

故人心似中秋月，肯为狂夫照白头。

《一剪梅》（宋）李清照

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

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

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

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春江花月夜》（唐)张若虚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



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

江流宛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

空里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

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

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

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

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

白云一片去悠悠，青枫浦上不胜愁。

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

可怜楼上月徘徊，应照离人妆镜台。

玉户帘中卷不去，捣衣砧上指还来。

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

鸿雁长飞光不度，鱼龙潜跃水成文。

昨夜闲潭梦落花，可怜春半不还家。

江水流春去欲尽，江潭落月复西斜。

斜月沉沉藏海雾，碣石潇湘无限路。

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情满江树。

中秋之夜，月色皎洁，古人把圆月视为团圆的象征，因此，



又称八月十五为“团圆节”。古往今来，人们常用“月圆、
月缺” 来形容“悲欢离合”，客居他乡的游子，更是以月来
寄托深情。 唐代诗人李白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杜甫的'“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宋代王安石的“春风
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等诗句，都是千古绝唱。

中秋节是个古老的节日，祭月赏月是节日的重要习俗。古代
帝王有春天祭日，秋天祭月的社制，民家也有中秋祭月之风，
到了后来赏月重于祭月，严肃的祭祀变成了轻松的欢娱。中
秋赏月的风俗在唐代极盛，许多诗人的名篇中都有咏月的诗
句，宋代、明代、清代宫廷和民间的拜月赏月活动更具规模。
我国各地至今遗存着许多“拜月坛”、“拜月亭”、“望月
楼”的古迹。

中秋节始于唐朝初年，盛行于宋朝，至明清时，已与元旦齐
名，成为中国的主要节日之一。受汉族文化的影响，中秋节
也是东南亚和东北亚一些国家尤其是生活在当地的华人华侨
的传统节日。自2015年起中秋节被列为国家法定节假日。国
家非常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2015年5月20日，该节日
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喜迎中秋的手抄报内容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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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秋传说之一——嫦娥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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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秋传说之三——朱元璋与月饼起义

中秋节吃月饼相传始于元代。当时，中原广大人民不堪忍受
元朝统治阶级的残酷统治，纷纷起义抗元。朱元璋联合各路
反抗力量准备起义。但朝庭官兵搜查的十分严密，传递消息
十分困难。军师刘伯温便想出一计策，命令属下把藏有“八
月十五夜起义”的纸条藏入饼子里面，再派人分头传送到各
地起义军中，通知他们在八月十五日晚上起义响应。到了起
义的那天，各路义军一齐响应，起义军如星火燎原。

很快，徐达就攻下元大都，起义成功了。消息传来，朱元璋
高兴得连忙传下口谕，在即将来临的中秋节，让全体将士与
民同乐，并将当年起兵时以秘密传递信息的“月饼”，作为
节令糕点赏赐群臣。此后，“月饼”制作越发精细，品种更
多，大者如圆盘，成为馈赠的佳品。以后中秋节吃月饼的习
俗便在民间流传开来。

中秋传说之二——吴刚折桂

关于中秋节还有一个传说：相传月亮上的广寒宫前的桂树生
长繁茂，有五百多丈高，下边有一个人常在砍伐它，但是每
次砍下去之后，被砍的地方又立即合拢了。几千年来，就这
样随砍随合，这棵桂树永远也不能被砍光。据说这个砍树的
人名叫吴刚，是汉朝西河人，曾跟随仙人修道，到了天界，
但是他犯了错误，仙人就把他贬谪到月宫，日日做这种徒劳
无功的苦差使，以示惩处。李白诗中有“欲斫月中桂，持为
寒者薪”的记载。

喜迎中秋的手抄报内容篇四

中秋节，也称为中秋节、中秋节、八月节、八月会、追月节、
玩月节、拜月节、女儿节或团圆节，是许多中国民族和东亚
国家流行的传统文化节日。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欢迎品
鉴！



第一篇:中秋手抄报内容

时间过得真快，一年一度的中秋节又到了。今年，我和爸爸
妈妈一起去奶奶家过中秋。

吃完晚饭，我们一起坐在院子里，一边聊天，一边耐心等待
着那轮圆月的出现。

“出来了，出来了。”我兴奋地叫了起来。只见那轮明月从
房屋背后露出了半张脸，才一会儿功夫就已经升到了半空中，
只见那一轮白玉盘似的圆月镶嵌在漆黑而宁静的夜空中，显
得格外皎洁。柔和的月光从天空泻下来，像给大地铺上了一
层洁白的霜，给河面上洒了一层碎银，闪闪烁烁，迷人极了。

突然，一片云飘来，月亮一下子躲进了云层里，像个害羞的
小姑娘不肯露面；可过了一会儿，她又从云中钻了出来，脸
上露出狡猾的笑容，就像一个顽皮的孩童。看着看着，我仿
佛看见了善良的嫦娥，她正深情地凝视着大地，思念着她的
后羿。

看着看着，我不禁想起了去世的太奶奶。太奶奶最喜欢我了，
在我小时候，她总是抱着我去看桥上那一尊尊石狮子，给我
讲它们的故事。那时的我心里是多么得开心、快乐，而她总
是笑呵呵地看着我。如果太奶奶在的话，此刻也一定和我们
在一起赏月、聊天，那该有多好啊！

想着想着，我不由自主地吟起了苏轼的《水调歌头》中的诗
句：“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
长久，千里共婵娟。”“我们来吟诗吧！”突然，我的脑子
里冒出来这样一个念头，没想到马上得到了大家的响
应，“好啊！”“我先来！”“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
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妈妈接道。奶奶思考
了一下说：“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爷爷接着
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我抢道：“秋空明月悬，



光彩露沾湿。”“老爸，不要发呆了，轮到你了”“那么平
分秋色一轮满，长伴云衢千里明”妈妈答不出来了。“淘
汰”“奶奶到你了”“嗯，尘中见月心亦闲，况是清秋仙府
间。”“又是我，嗯……有了，满目飞明镜，归心折大
刀。”爸爸蒙住了，眼看时间到了，爸爸急中生智，吟出了
这样的诗句：“转缺霜轮上转迟，好风偏似送佳期。”这下
却把我给难住了，就在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的
时候，忽然灵光一闪，“有了！”“昔年八月十五夜，曲江
池畔杏园边。”爸爸听了哑口无言，只好认输了。最终，我
赢得了这次比赛，心里甜滋滋的。

我们欣赏着圆圆的月亮，感受着浓浓的亲情，快乐地度过了
一年一度的中秋节。

第二篇:中秋手抄报内容

(一)：赏月

中秋节赏月中秋赏月是中秋节的传统项目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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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唐宋时期，赏月之风更加盛行，关于中
秋的诗词也层出不穷，包括辛弃疾的《木兰花慢中秋》，苏
轼的《水调歌头》。《东京梦华录》更有记载：“中秋夜，
贵家结饰台榭，民间争占酒楼玩月”。

(二)：赏月吃月饼

赏月和吃月饼已经是中国各地过中秋节的必备习俗了，俗话
说：“八月十五月正圆，中秋月饼香又甜”。月饼一词，源
于南宋吴自牧的《梦梁录》，那时仅是一种电信食品。到后
来人们逐渐把赏月与月饼结合在一起，寓意家人团圆，寄托
思念。同时，月饼也是中秋时节朋友间用来联络感情的重要
礼物。



在福建厦门地区还有博饼的习俗，而且博饼被列为国家非物
质文化遗产项目，在厦门海沧大桥旅游区(aaaa)建设了厦门
博饼民俗园。

(三)：赏月赏桂花

人们经常在中秋时吃月饼赏桂花，食用桂花制作的各种食品，
以糕点、糖果最为多见。

(四)：赏月烧塔

中秋夜烧塔中国南方的福建、江西、广东、广西等地农村很
流行。塔身有碎砖和瓦片以及树枝干草等搭建而成。圆窑形，
下宽上尖，内为空心，中秋晚上点烧，常常会有烧塔比赛，
塔烧得越通红越好，烧得越旺越有彩气。

(五)：赏月猜谜

中秋月圆夜在公共场所挂着许多灯笼，人们都聚集在一起，
猜灯笼身上写的谜语，因为是大多数年轻男女喜爱的活动，
同时在这些活动上也传出爱情佳话，因此中秋猜灯谜也被衍
生了一种男女相恋的形式。

第三篇:中秋手抄报内容

农历八月十五日，是我国传统的中秋节，也是我国仅次于春
节的第二大传统节日。八月十五恰在秋季的中间，故谓之中
秋节。我国古历法把处在秋季中间的八月，称谓“仲秋”，
所以中秋节又叫“仲秋节”。

中秋节是个古老的节日，祭月赏月是节日的重要习俗。古代
帝王有春天祭日，秋天祭月的社制，民家也有中秋祭月之风，
到了后来赏月重于祭月，严肃的祭祀变成了轻松的欢娱。中
秋赏月的风俗在唐代极盛，许多诗人的名篇中都有咏月的诗



句，宋代、明代、清代宫廷和民间的拜月赏月活动更具规模。
我国各地至今遗存着许多“拜月坛”、“拜月亭”、“望月
楼”的古迹。北京的“月坛”就是明嘉靖年间为皇家祭月修
造的。每当中秋月亮升起，于露天设案，将月饼、石榴、枣
子等瓜果供于桌案上，拜月后，全家人围桌而坐，边吃边谈，
共赏明月。现在，祭月拜月活动已被规模盛大、多彩多姿的
群众赏月游乐活动所替代。

根据史籍的记载，“中秋”一词最早出现在《周礼》一书中。
到魏晋时，有“谕尚书镇牛淆，中秋夕与左右微服泛江”的
记载。直到唐朝初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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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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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我国仅次于春节的第二大传统节日。

第四篇:中秋手抄报内容

农历八月十五日，是我国传统的中秋节，也是我国仅次于春
节的第二大传统节日。八月十五恰在秋季的中间，故谓之中
秋节。我国古历法把处在秋季中间的八月，称谓“仲秋”，
所以中秋节又叫“仲秋节”。

中秋节是个古老的节日，祭月赏月是节日的重要习俗。古代
帝王有春天祭日，秋天祭月的社制，民家也有中秋祭月之风，
到了后来赏月重于祭月，严肃的祭祀变成了轻松的欢娱。中
秋赏月的风俗在唐代极盛，许多诗人的名篇中都有咏月的诗
句，宋代、明代、清代宫廷和民间的拜月赏月活动更具规模。
我国各地至今遗存着许多“拜月坛”、“拜月亭”、“望月
楼”的古迹。北京的“月坛”就是明嘉靖年间为皇家祭月修
造的。每当中秋月亮升起，于露天设案，将月饼、石榴、枣
子等瓜果供于桌案上，拜月后，全家人围桌而坐，边吃边谈，
共赏明月。现在，祭月拜月活动已被规模盛大、多彩多姿的
群众赏月游乐活动所替代。



根据史籍的记载，“中秋”一词最早出现在《周礼》一书中。
到魏晋时，有“谕尚书镇牛淆，中秋夕与左右微服泛江”的
记载。直到唐朝初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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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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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我国仅次于春节的第二大传统节日。

第五篇:中秋手抄报内容

1、万里无云镜九州，最团圆夜是中秋。——唐·殷文
圭·《八月十五夜》

2、一年逢好夜，万里见明时。——唐·张祜·《中秋月》

6、世远人何在?天空月自圆。——明·王冕·《中秋次韵答
恢太虚》

7、中秋是一个想象优美的神话，一千年一万年脉脉相传，中
秋是一段缕缕不断的眷念，一代代一茬茬浓情思念;一个民族
在这赏月、品月的过程中，体验同时也在展览一种韵味独特
的魅力。

8、夜已深了，情已浓了。中秋依然在天穹中漫步流浪，走过
了宿命中的寒凄，越过了梦中那相思的河流，只有徘徊在月
夜里的清瘦的身影，搁浅在相思风中的独岸。

9、时序易过，晃晃又到了中秋，岁岁月圆，月月月半，道不
尽心底零零整整的牵绊，寂寞中，没有轻重，任月色似水，
禅思落定，独守清凉，期待!

10、一颗真心仁，二两高兴糖，三钱快乐浆，四勺五瓢美满
羹，六七色缀欢乐汤，八仙桌上酒在中，十全其美聚一堂!盘
中月饼圆又圆，和家幸福在眼前。



第六篇:中秋手抄报内容

中秋节是我国的传统佳节，与春节、端午、清明并称为中国
汉族的四大传统节日。据史籍记载，古代帝王有春天祭日、
秋天祭月的礼制节期为农历即阴历八月十五，时日恰逢三秋
之半，故名“中秋节”;又因这个节日在秋季、八月，故又
称“秋节”、“八月节”“八月会”;又有祈求团圆的信仰和
相关节俗活动，故亦称“团圆节”、“女儿节”。因中秋节
的主要活动都是围绕“月”进行的，所以又俗称“月
节”“月夕”“追月节”“玩月节”“拜月节”;在唐朝，中
秋节还被称为“端正月”。关于中秋节的起源，大致有三种：
起源于古代对月的崇拜、月下歌舞觅偶的习俗、是古代秋报
拜土地神的遗俗。

中秋节从2008年起为国家法定节假日。国家非常重视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保护，2006年5月20日，该节日经国务院批准列入
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每年农历八月十五日，是传统的中秋佳节。这时是一年秋季
的中期，所以被称为中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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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中秋也称仲秋。八月
十五的月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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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秋节成为一年之中的重大节日，又与科举考试有着极其微
妙的关系，在我国封建社会，开科取士，一直是统治者十分
重视的一件大事。而三年一次的秋闱大比，恰好安排在八月
里举行。胜景与激情结合在一起，人们便将应试高中者，誉
为月中折桂之人。每到中秋，必须进行隆重庆贺，成为全社
会人民的重要风俗，经朝历代，盛行不衰，中秋节逐渐成为
我国四大节日(春节、清明、端午、中秋)之一。



第七篇:中秋手抄报内容

中秋节始于唐朝初年，盛行于宋朝，至明清时，已成为与元
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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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务院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中秋节的起源说法较多。中秋一词，最早见于《周礼》，
《礼记·月令》上说：“仲秋之月养衰老，行糜粥饮食。”
一说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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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贵族官吏和文人学士也相
继仿效，逐步传到民间。

二是中秋节的起源和农业生产有关。秋天是收获的季
节。“秋”字的解释是：“庄稼成熟曰秋”。八月中秋，农
作物和各种果品陆续成熟，农民为了庆祝丰收，表达喜悦的
心情，就以“中秋”这天作为节日。“中秋”就是秋天中间
的意思，农历的八月是秋季中间的一个月，十五日又是这个
月中间的一天，所以中秋节可能是古人“秋报”遗传下来的
习俗。

也有历史学家研究指出，中秋节起源应为隋末唐军于大业十
三年八月十五日，唐军裴寂以圆月作为构思，成功发明月饼，
并广发军中作为军饷，成功解决因大量吸收反隋义军而衍生
之军粮问题。

第八篇:中秋手抄报内容

1、淡照霜飞的是一丝银菊，书写秋空的是一片月华，温润心
田的是一抹恩爱，缘系今生的是一世情缘。中秋佳节，盼望
与你相聚!



2、今年中秋节不送礼，发条微信祝福你，健康快乐唱伴你，
好运和你不分离，还有让我告诉你，财神已经跟随你，钞票
珠宝都给你，幸福人生属于你!中秋假日快乐!

3、知道吗，食用月饼简称月食，打开包装叫初窥，边上咬一
口叫月偏食，中间啃个洞叫月环食，一下子吃完叫月全食，
没吃完就叫食剩。哈哈，预祝中秋快乐!

4、一颗团圆柚子，两份情人套餐，三杯清蒸快乐，四个愿望
月饼，五颗红火石榴，六枝吉祥月桂，七颗平安苹果，八粒
开心果，九份甜汤，十分幸福，祝你中秋快乐!

5、邀你欣赏一轮圆圆的月，送你一个圆圆的饼，献你一颗圆
圆的心，寄你一份圆圆的情，愿你圆一个圆圆的梦。祝中秋
节快乐!

6、中秋来临，请允许我寄圆月祝您工作“圆满完成”;托明
夜赠您事业“前途光明”;邀中秋喜庆保我们合作娱快!中秋
快乐!

7、不必多说，将真情融进字句里;不必牵挂，这月儿照着我
也照着你;不需微风，黄叶也会写下美丽的寄语;不需祝福，
中秋前夕，知道你一定也快乐惬意!

8、祝你天天好心情;皓月当空洒清辉，美好事儿一堆堆;千好
万好事事好，月圆情圆人团圆，祝：中秋节快乐，万事如意，
心想事成!

9、八月十五月正圆，中秋佳节万家欢，吴刚捧出桂花酒，嫦
娥蟾宫舞蹁跹。家乡的月亮分外圆，团聚的月饼香又甜，重
逢的日子比蜜甜。祝大家月圆饼圆人更圆，团圆的节日乐翻
天!

10、不管天有多高，地有多厚，海有多深，山有多高，河有



多阔，桥有多宽，路有多长，石有多坚，钢有多硬，泥有多
软，风有多急，雨有多大，冰有多冷，火有多热，距离有多
远，我都要第一个给你送上中秋祝福：祝你中秋快乐!合家幸
福平安!

11、明月圆圆降吉祥，中秋之夜人团圆。月饼圆圆传快乐，
吃在嘴里比蜜甜。美酒佳肴桌摆满，欢声笑语赏月圆。举杯
同庆心祝愿，健康快乐幸福远。中秋节快乐无限!

12、中秋邀明月，共赏花好月圆;盛情约清风，共度团圆之
夜;举杯祝亲朋，合家幸福福寿全;问候几多情，送不尽情意
绵绵!中秋佳节到，祝君快乐同行，笑声不停!

14、月浑圆，月饼香，祝你身体永健康;手中茶，杯中酒，祝
你好运每天有;丹桂飘，到中秋，祝你无虑也无忧。传祝福，
念故友，花好月圆人长久。

15、花好月圆中秋夜，欢乐相伴把酒端，互送祝福传情谊，
平安好运你如意。祝您幸福中秋，快乐中秋，工作顺利，永
远幸福!

16、如果没有月饼，就不叫中秋;如果没有祝福，就不叫过
节;如果没有你，就少了快乐。所以，这个中秋，我送你祝福，
你一定要快乐!

17、月到是秋格外明，又是一年团圆日，祝你们节日愉快，
身体健康中秋佳节中秋月，月圆事圆人难圆，怀念怀念，不
由泪潸潸。

18、中秋到来月儿圆，再瞧盘中月饼圆，合家聚会家团圆，
吃吃喝喝肚儿圆，祝福送到美梦圆，愿你天天挣大钱，马上
就能钱包圆，祝中秋快乐，万事圆满!

19、把酝酿已久的创意交给秋风，任其去演绎相思的旋律;让



企盼团聚的心跃上太空，在月宫桂树下再续永恒的主题。中
秋佳节来临之际，愿你心情如秋高气爽，笑脸如鲜花常开!

20、有个节日仰头见美女，美女身边有个野兽，野兽常和美
女伴舞，下面的人看得不亦乐乎，那个节日愿你中秋团圆，
月饼香甜，平平安安，幸福美满。

21、豆豆期盼圆圆丰收在秋天，果果期盼圆圆甜甜在秋天，
月亮期盼圆圆中秋在今天，梦也期盼圆圆幸福在今天，好友
期盼圆圆祝福在今天!

22、中秋佳节将来临，出门游子倍思亲。无论你现在在何方，
祝你幸福又安康。回家的全家都团圆，在外你也不要闲。拉
着朋友凑顿饭，开开心心过一年。

23、中秋节，我要取悦天上的明月，用我的思念来烦扰月光，
将祝福你全身，带走我的心：当风吹过，我想你!当月亮圆的
时候，我会想你的!

24、天上明月高悬，地上人儿思念，家乡亲朋聚首，欢度中
秋佳节。孤身在外寂寞，八月十五月半，思念心中蔓延，赶
紧回家看看。祝你中秋家和人团圆。

26、祝福集结号要吹响，发令枪已上堂，我已蹲在起跑线上，
心情激动非比寻常!不好意思，我抢跑了，就是为了提前送上
问候，给你留个好印象。预祝中秋快乐!

27、月到中秋，你我天各一方。岁月流失的都是美好，我会
想你，你记得那句话吗?明月情依依，繁星语切切!

28、根据中秋特别法，判你快乐无期徒刑，剥夺郁闷权利终
身，并处没收全部疾病烦恼，本判决为终审判决，立即执行。
快乐到永远。退庭。中秋快乐。



29、月亮圆，月饼圆，团团圆圆人团圆;家人圆，幸福圆，快
快乐乐合家圆;爱情圆，事业圆，顺顺利利好梦圆;今日圆，
明日圆，岁岁年年总团圆。祝中秋快乐，事事圆圆满满!

30、中秋到，我请来大罗神仙送你礼物：太上老君送你仙丹，
祝你保健康;东海龙王赠你如意宝，愿你心想事成;月宫嫦娥
教你美颜法，让你美丽绽放。

第九篇:中秋手抄报内容

农历八月十五日，是我国传统的中秋节，也是我国仅次于春
节的第二大传统节日。也称仲秋节、团圆节、八月节等，是
我国汉族和大部分少数民族的传统节日，也流行于朝鲜、日
本和越南等邻国。因为秋季的七、八、九三个月（指农历），
八月居中，而八月的三十天中，又是十五居中，所以称之为
中秋节。又因此夜浩月当空，民间多于此夜合家团聚，故又
称团圆节。

中秋节起源于我国古代秋祀、拜月之俗。《礼记》中载
有“天子春朝日，秋夕月。朝日以朝，夕月以夕。”这里
的“夕月”就是拜月的意思。两汉时已具雏形，唐时，中秋
赏月之俗始盛行，并定为中秋节。欧阳詹（公元785——
约827年）于《长安玩月诗序》云：“八月于秋。季始孟终；
十五于夜，又月云中。稽于天道，则寒暑均，取于月数，则
蟾魂圆，故曰中秋。”

中秋之夜，月色皎洁，古人把圆月视为团圆的象征，因此，
又称八月十五为“团圆节”.古往今来，人们常用“月
圆”、“月缺”来形容“悲欢离合”，客居他乡的游子，更
是以月来寄托深情。唐代诗人李白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
故乡”，杜甫的“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宋代王安石的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等诗句，都是千古绝
唱。



中秋节与元宵节和端午节并称为我国三大传统佳节。究中秋
节之来源，与“嫦娥奔月”、“吴刚伐桂”、“玉兔捣药”
等神话传说有着密切的关系。故中秋节的民间习俗多与月亮
有关。赏月、拜月、吃团圆月饼等，均源于此。古代帝王有
春天祭日，秋天祭月的社制，民家也有中秋祭月之风，到了
后来赏月重于祭月，严肃的祭祀变成了轻松的欢娱。中秋赏
月的风俗在唐代极盛，许多诗人的名篇中都有咏月的诗句，
宋代、明代、清代宫廷和民间的拜月赏月活动更具规模。我
国各地至今遗存着许多“拜月坛”、“拜月亭”、“望月
楼”的古迹。北京的“月坛”就是明嘉靖年间为皇家祭月修
造的。每当中秋月亮升起，于露天设案，将月饼、石榴、枣
子等瓜果供于桌案上，拜月后，全家人围桌而坐，边吃边谈，
共赏明月。现在，祭月拜月活动已被规模盛大、多彩多姿的
群众赏月游乐活动所替代。

吃月饼是节日的另一习俗，月饼象征着团圆。月饼的制作从
唐代以后越来越考究。苏东坡有诗写道：“小饼如嚼月，中
有酥和饴”，清朝杨光辅写道：“月饼饱装桃肉馅，雪糕甜
砌蔗糖霜”.看来当时的月饼和现在已颇为相近了。

通常有许多人讲，中秋节源自嫦娥奔月的故事。据史书记载：
“昔嫦娥以西王母不死之药服之，遂奔月为月精。”嫦娥此
举所付出的代价是罚作苦役，并终生不能返回人间。李白为
此颇为伤感，写有诗句：“白兔捣药秋复春，女亘娥孤栖与
谁邻？”嫦娥自已虽觉月宫之好，但也耐不住寂寞，在每年
八月十五月圆夜清之时，返回到人间与夫君团聚，但在天明
之前必须回到月宫。后世人每逢中秋，既想登月与嫦娥一聚，
又盼望嫦娥下凡一睹芳容。因此，许多人在焚香拜月之时，
祈求“男则愿早步蟾宫，高攀仙桂……女则愿貌似嫦娥，圆
如皓月。”年复一年，人们把这一天作为节日来庆祝。

有人则认为，中秋节是由唐明皇赏月开始的。唐代《开元遗
事》一书中记载：中秋夜，唐明皇偕杨贵妃在月下游玩儿，
游到兴处，二人径自登入月宫，唐明皇还在月宫学得半部



《霓裳羽衣曲》，后来补充完整，成为传世之作。唐明皇念
念不忘这月宫之行，每年到此时刻，必要赏月一番。百姓也
来效仿，月圆之时欢聚一堂，享受人间美景。久而久之，成
了一种传统沿袭下来。

而有人提出，中秋节原本是推翻元朝统治的一次起义纪念日。
在元朝末年，老百姓不堪忍受官府的统治，在中秋季节，把
写有“杀鞑子、灭元朝；八月十五家家齐动手”的字条藏在
铬好的小圆饼内相互传递。到了八月十五日晚，家家户户齐
动手，一举推翻了元朝统治。后来，每逢中秋节，都吃月饼
来纪念这次历史性的胜利。

另外有人提出，中秋节的起源和农业生产有关。秋天是收获
的季节。“秋”字的解释是：“庄稼成熟曰秋”.八月中秋，
农作物和各种果品陆续成熟，农民为了庆祝丰收，表达喜悦
的心情，就以“中秋”这天作为节日。“中秋”就是秋天中
间的意思，农历的八月是秋季中间的一个月，十五日又是个
月中间的一天。

《周礼》中出现过中秋这个词，但它指的不是中秋节，而是
秋季的第二个月。汉代有“秋节”，时间是在立秋的那一天，
也不是八月十五，唐朝的类书里有四时十二节令的记载，也
没有中秋节，但唐诗中已出现了“中秋月”.“八月中秋月正
圆，送君吟上木兰船”（韦庄《送李秀才归荆溪》）。第一
次对中秋节作了明确记载的是南宋人吴自收，他在《梦梁录》
一书中说：“八月十五日中秋节，此日三秋临半，故谓
之‘中秋’。此夜月色倍明于常时，又谓之‘月夕’。”书
里还描写了南宋京都临安（今杭州）赏月逛夜市的盛况。

第十篇:中秋手抄报内容

从时令上说，中种是“秋收节”，春播夏种的谷物到了秋天
就该收获了，自古以来，人们便在这个季节饮酒舞蹈，喜气
洋洋地庆祝丰收，这在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就有



描绘。从渊源上说，中秋又是“祭月节”，它源于远古人类
对自然的崇拜。古代帝王的礼制中有春秋二祭：春祭日，秋
祭月。最初祭月的日子在“秋分”这一天，“秋分”这个季
节在八月内每年不同，所以秋分这一天不一定有月亮，祭月
无月是大煞风景的，逐渐约定俗成，祭月的日子固定在八月
十五日。从科学观察来看，秋季地球与太阳的倾斜度加大，
华夏大地上空的暖湿空气逐渐消退，而此时，西北风还很微
弱。如此，湿气已去，沙尘未起，空气即显得格外清新，天
空特别洁净，月亮看上去既圆又大，是赏月的最佳时节。恰
如古诗所云：“光辉皎洁，古今但赏中秋月，寻思岂是月华
别?都为人间天上气清澈。”

《礼记》中就记载有“秋暮夕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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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子、葡萄等时令水果，其中月饼和西瓜是绝对
不能少的。西瓜还要切成莲花状。

民间中秋赏月活动约始魏晋时期，盛于唐宋，在唐代，中秋
赏月、玩月颇为盛行。据宋朱翌《曲消旧闻》说：’中秋玩
月，不知起于何时?考古人赋诗，则始于杜子美。”浏览唐诗，
中秋赏月诗确有多篇，如王建有诗云：“月似圆盛色渐凝，
玉盆盛水欲侵棱。夜深尽放家人睡，直到天明不炷灯。”徐
凝的诗云：“皎皎秋月八月圆，嫦娥端正桂枝鲜;一年无似如
今夜，十二峰前看不眠。”

宋代，民间中秋赏月之风更加兴盛。据《东京梦华录》对北
宋京都赏月盛况有这样的描写“中秋夕，贵家结饰台榭，民
家争占酒楼，玩月笙歌，远闻千里，嬉我连坐至晓”。《新
编醉翁谈录》记载：“倾城人家子女不以贫富能自行至十二
三，皆以成人之服服饰之，登楼或于中庭拜月，各有所期：
男则愿早步蟾宫，高攀仙桂;女则愿貌似嫦娥，圆如皓月。”
每逢这一日，京城的所有店家、酒楼都要重新装饰门面，牌
楼上扎绸挂彩，出售新鲜佳果和精制食品，夜市热闹非凡，
百姓们多登上楼台，一些富户人家在自己的楼台亭阁上赏月，



并摆上食品或安排家宴，团圆子女，共同赏月叙谈。

明清以后，中秋节赏月风俗依旧，每逢中秋，一轮圆月东升
时，人们便在庭院、楼台，摆出月饼、柚子、石榴、芋头、
核桃、花生、西爪等果品，边赏月，边畅谈，直到皓月当空，
再分食供月果品，其乐融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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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
的少数民族地区，中秋这一天，还举行别具特色的“拜月”、
“闹月”、“行月”、“跳月”、“偷月”等丰富多彩的活
动。

碧空如洗，圆月如盘。人们在尽情赏月之际，会情不自禁地
想念远游在外、客居异乡的亲人。因此，中秋节还有“团圆
节”之称。许多古诗表达了人们此时的思念之情。唐人殷文圭
《八月十五夜》：“万里无云境九洲，最团圆夜是中秋。”
王建《十五夜望月寄杜朗中》诗云：“今夜月明人尽望，不
知秋思落谁家。”中国人历来把家人团圆、亲友团聚，共享
天伦之乐看得极其珍贵，历来有“花好月圆人团聚”之谓。

我国城乡群众过中秋都有吃月饼的习俗，俗话中有：“八月
十五月正圆，中秋月饼香又甜”。月饼最初是用来祭奉月神
的祭品，“月饼”一词，最早见于南宋吴自牧的《梦梁录》
中，那时，它也只是象菱花饼一样的饼形食品。后来人们逐
渐把中秋赏月与品尝月饼结合在一起，寓意家人团圆的象征。

月饼最初是在家庭制作的，清袁枚在《隋园食单》中就记载
有月饼的做法。到了近代，有了专门制作月饼的作坊，月饼
的制作越越来越精细，馅料考究，外型美观，在月饼的外面
还印有各种精美的图案，如“嫦娥奔月”、“银河夜
月”、“三潭印月”等。以月之圆兆人之团圆，以饼之圆兆
人之常生，用月饼寄托思念故乡，思念亲人之情，祈盼丰收、
幸福，都成为天下人们的心愿，月饼还被用来当做礼品送亲
赠友，联络感情。



第十一篇:中秋手抄报内容

农历八月十五日，是我国传统的中秋节，也是我国仅次于春
节的第二大传统节日。八月十五恰在秋季的中间，故谓之中
秋节。我国古历法把处在秋季中间的八月，称谓“仲秋”，
所以中秋节又叫“仲秋节”。

中秋节是个古老的节日，祭月赏月是节日的重要习俗。古代
帝王有春天祭日，秋天祭月的社制，民家也有中秋祭月之风，
到了后来赏月重于祭月，严肃的祭祀变成了轻松的欢娱。中
秋赏月的风俗在唐代极盛，许多诗人的名篇中都有咏月的诗
句，宋代、明代、清代宫廷和民间的拜月赏月活动更具规模。
我国各地至今遗存着许多“拜月坛”、“拜月亭”、“望月
楼”的古迹。北京的“月坛”就是明嘉靖年间为皇家祭月修
造的。每当中秋月亮升起，于露天设案，将月饼、石榴、枣
子等瓜果供于桌案上，拜月后，全家人围桌而坐，边吃边谈，
共赏明月。现在，祭月拜月活动已被规模盛大、多彩多姿的
群众赏月游乐活动所替代。

根据史籍的记载，“中秋”一词最早出现在《周礼》一书中。
到魏晋时，有“谕尚书镇牛淆，中秋夕与左右微服泛江”的
记载。直到唐朝初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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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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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我国仅次于春节的第二大传统节日。

中秋节祝福语

1、淡照霜飞的是一丝银菊，书写秋空的是一片月华，温润心
田的是一抹恩爱，缘系今生的是一世情缘。中秋佳节，盼望
与你相聚!

2、今年中秋节不送礼，发条微信祝福你，健康快乐唱伴你，
好运和你不分离，还有让我告诉你，财神已经跟随你，钞票



珠宝都给你，幸福人生属于你!中秋假日快乐!

3、知道吗，食用月饼简称月食，打开包装叫初窥，边上咬一
口叫月偏食，中间啃个洞叫月环食，一下子吃完叫月全食，
没吃完就叫食剩。哈哈，预祝中秋快乐!

4、一颗团圆柚子，两份情人套餐，三杯清蒸快乐，四个愿望
月饼，五颗红火石榴，六枝吉祥月桂，七颗平安苹果，八粒
开心果，九份甜汤，十分幸福，祝你中秋快乐!

5、邀你欣赏一轮圆圆的月，送你一个圆圆的饼，献你一颗圆
圆的心，寄你一份圆圆的情，愿你圆一个圆圆的梦。祝中秋
节快乐!

6、中秋来临，请允许我寄圆月祝您工作“圆满完成”;托明
夜赠您事业“前途光明”;邀中秋喜庆保我们合作娱快!中秋
快乐!

7、不必多说，将真情融进字句里;不必牵挂，这月儿照着我
也照着你;不需微风，黄叶也会写下美丽的寄语;不需祝福，
中秋前夕，知道你一定也快乐惬意!

8、祝你天天好心情;皓月当空洒清辉，美好事儿一堆堆;千好
万好事事好，月圆情圆人团圆，祝：中秋节快乐，万事如意，
心想事成!

9、八月十五月正圆，中秋佳节万家欢，吴刚捧出桂花酒，嫦
娥蟾宫舞蹁跹。家乡的月亮分外圆，团聚的月饼香又甜，重
逢的日子比蜜甜。祝大家月圆饼圆人更圆，团圆的节日乐翻
天!

10、不管天有多高，地有多厚，海有多深，山有多高，河有
多阔，桥有多宽，路有多长，石有多坚，钢有多硬，泥有多
软，风有多急，雨有多大，冰有多冷，火有多热，距离有多



远，我都要第一个给你送上中秋祝福：祝你中秋快乐!合家幸
福平安!

11、明月圆圆降吉祥，中秋之夜人团圆。月饼圆圆传快乐，
吃在嘴里比蜜甜。美酒佳肴桌摆满，欢声笑语赏月圆。举杯
同庆心祝愿，健康快乐幸福远。中秋节快乐无限!

12、中秋邀明月，共赏花好月圆;盛情约清风，共度团圆之
夜;举杯祝亲朋，合家幸福福寿全;问候几多情，送不尽情意
绵绵!中秋佳节到，祝君快乐同行，笑声不停!

14、月浑圆，月饼香，祝你身体永健康;手中茶，杯中酒，祝
你好运每天有;丹桂飘，到中秋，祝你无虑也无忧。传祝福，
念故友，花好月圆人长久。

15、花好月圆中秋夜，欢乐相伴把酒端，互送祝福传情谊，
平安好运你如意。祝您幸福中秋，快乐中秋，工作顺利，永
远幸福!

16、如果没有月饼，就不叫中秋;如果没有祝福，就不叫过
节;如果没有你，就少了快乐。所以，这个中秋，我送你祝福，
你一定要快乐!

17、月到是秋格外明，又是一年团圆日，祝你们节日愉快，
身体健康中秋佳节中秋月，月圆事圆人难圆，怀念怀念，不
由泪潸潸。

18、中秋到来月儿圆，再瞧盘中月饼圆，合家聚会家团圆，
吃吃喝喝肚儿圆，祝福送到美梦圆，愿你天天挣大钱，马上
就能钱包圆，祝中秋快乐，万事圆满!

19、把酝酿已久的创意交给秋风，任其去演绎相思的旋律;让
企盼团聚的心跃上太空，在月宫桂树下再续永恒的主题。中
秋佳节来临之际，愿你心情如秋高气爽，笑脸如鲜花常开!



20、有个节日仰头见美女，美女身边有个野兽，野兽常和美
女伴舞，下面的人看得不亦乐乎，那个节日愿你中秋团圆，
月饼香甜，平平安安，幸福美满。

21、豆豆期盼圆圆丰收在秋天，果果期盼圆圆甜甜在秋天，
月亮期盼圆圆中秋在今天，梦也期盼圆圆幸福在今天，好友
期盼圆圆祝福在今天!

22、中秋佳节将来临，出门游子倍思亲。无论你现在在何方，
祝你幸福又安康。回家的全家都团圆，在外你也不要闲。拉
着朋友凑顿饭，开开心心过一年。

23、中秋节，我要取悦天上的明月，用我的思念来烦扰月光，
将祝福你全身，带走我的心：当风吹过，我想你!当月亮圆的
时候，我会想你的!

24、天上明月高悬，地上人儿思念，家乡亲朋聚首，欢度中
秋佳节。孤身在外寂寞，八月十五月半，思念心中蔓延，赶
紧回家看看。祝你中秋家和人团圆。

26、祝福集结号要吹响，发令枪已上堂，我已蹲在起跑线上，
心情激动非比寻常!不好意思，我抢跑了，就是为了提前送上
问候，给你留个好印象。预祝中秋快乐!

27、月到中秋，你我天各一方。岁月流失的都是美好，我会
想你，你记得那句话吗?明月情依依，繁星语切切!

28、根据中秋特别法，判你快乐无期徒刑，剥夺郁闷权利终
身，并处没收全部疾病烦恼，本判决为终审判决，立即执行。
快乐到永远。退庭。中秋快乐。

29、月亮圆，月饼圆，团团圆圆人团圆;家人圆，幸福圆，快
快乐乐合家圆;爱情圆，事业圆，顺顺利利好梦圆;今日圆，
明日圆，岁岁年年总团圆。祝中秋快乐，事事圆圆满满!



30、中秋到，我请来大罗神仙送你礼物：太上老君送你仙丹，
祝你保健康;东海龙王赠你如意宝，愿你心想事成;月宫嫦娥
教你美颜法，让你美丽绽放。

喜迎中秋的手抄报内容篇五

1、现在的中秋啊，它月饼价格高，一块顶过去五块，难吃！
你瞧我，吃一口吐了5天，还止不住！

2、又是中秋又是圆，每年中秋夜见明，穿梭灯笼快乐夜，祝
君健康永团圆！

3、海上明月共潮生，千里相思随云去，遥寄祝福千万缕，化
作清风入梦里。中秋快乐！

4、中秋节到，送上各国钞票送眉圆，祝你与快乐眉来眼去心
情妙；送藕圆，祝你与好运藕断丝连长相好；送日圆，祝你
与幸福日日相伴直到老。

5、中秋佳节美丽月，阖家团圆喜望月，生活美满好日月，感
激天空神之月。品果尝饼赏圆月，工作一定会超越，美丽心
情宠爱月，事业必然要飞跃。中秋佳节祝愿朋友家庭美满，
事业腾跃。

7、月满人齐全，家国两团圆，花好月圆佳节夜，思念千里梦
甜甜。祝福你中秋佳节快乐开心，合家团聚，月圆人更圆。

8、用我的真心做陷，用我的祝福做面，裹住美满与甜蜜，在
这美丽的中秋佳节，送上我为您特制的月饼，愿您品出我的
真情意。

9、团团圆圆中秋到，男女老少皆欢笑。欢聚一堂兴致高，举



杯共饮明月照。日子越过越美好，团圆生活多美妙。中秋佳
节齐祝愿，家家幸福庆团圆！

10、问候要一五一十的说，祝福要一五一十的送，短信要一
五一十的发，关心要一五一十的寄，中秋一个五加十，诚心
短信心诚递，愿你中秋快乐，万事如意。

11、中秋快到了：送一个如意饼，事事如意；送你一个开心
饼，时时开心；送你一个童心饼，世世年轻；送你一个团圆
饼，阖家团圆！

12、月圆圆月团圆夜，团圆夜里望月圆，月圆夜圆月圆圆，
夜圆月圆夜团圆，中秋来临送祝愿，愿你福气满家园，事圆
人团圆，梦圆圆梦梦儿圆！中秋快乐！

13、中秋到了，有好吃的吃喽。红枣，红豆，花生，芝麻，
凤梨，草莓，哈密瓜，芒果，冰激凌，哈哈，流口水了没有？
什么？你没有吃？这么多月饼馅你竟然没发现！哈哈，中秋
快乐！

14、月是中秋分外明，我把问候遥相寄；皓月当空洒清辉，
中秋良宵念挚心；祝愿佳节多好运，月圆人圆事事圆！

15、中秋赏月，丝软满园，如此传统千古流传。游子归乡，
慈母收线，如酥月饼团团圆圆。中秋佳节，桂树飘香，幸福
美满地久天长。中秋快乐！

16、中秋节至，为你送上一轮多功能圆月，助你把烦恼穿月，
让心情喜月，和幸福一起吟风弄月！祝君阖家安康！

17、中秋的欢腾带来好运，中秋的气氛充满祥和，中秋的喜
悦洒满快乐，中秋的问候送上关切，中秋的祝福不请自来，
中秋的假期五彩缤纷，愿你中秋玩得愉快。祝中秋快乐！



18、快中秋了，希望大家都可以回家团聚！

19、公不离婆、秤不离砣、中秋佳节、全国欢乐、善事多行、
恶事莫着、有病早医、驱除邪魔、恩恩爱爱、情投意合、吵
吵闹闹、家庭不和、风雨同舟、开创祖国、宽怀大智、和谐
中国！

20、取快乐无忧之泉，和健康平安之面，捏花好月圆之皮，
包甜蜜幸福之馅。用关怀体贴之火烘烤，以思念祝福之信传
递，送上特制月饼，祝中秋快乐！

21、秋意撩人，愿在初秋的夜晚你我共享，皓月当空，思意
正浓！祝中秋快乐，记得留块月饼给我呦！

22、看着中秋的月亮是如此金黄，想来我们的合作一定会赚
个钵满金满，借着月光的清辉，也送上我最诚挚的祝福，祝
君心无烦恼，合作顺心！

23、谨此中秋佳节之际，衷心祝愿您和家人团圆美满，幸福
安康。

24、天上有七星伴月，我祝愿福星，寿星，禄星，财星，喜
星，文曲星，武曲星，七星伴你。天上有牛郎织女，我祝愿
月老牵线，帮你找到牵手一生的人。中秋快乐！

25、月到中秋，分外想你。看到那空中圆圆的月亮吗？那就
是我想你念你牵挂你的心！爱你吻你！晚安！

中秋之夜，风清云淡。一轮圆月，悬挂夜空，静谧中透着清
凉。也许，我们每个人在中秋来临的时候，或多或少都会带
着这样的心情。月圆了，心会圆吗?下面是关于中秋节......

又是中秋，一年一度的轮回，把今年最圆的明月在心中点亮。
又是中秋，天涯海角的遥望，把今年最美的祝愿在手中传递。



愿月光洒满你我，生活平安喜乐！下面是，欢迎阅读......

喜迎中秋的手抄报内容篇六

相传在远古时候，天上有十个太阳同时出现，“日光似火，
四海如沸，山崩地裂，草木枯集”，晒得庄稼枯死，民不聊
生，人类难以生存。

一个名叫后羿的大英雄，其力无比，身怀绝技，人称“神箭
手”。他同情受苦的百姓，为救人于水火，便登上世界顶峰
喜玛拉雅山，支脉的昆仑山顶，运足神力，拉开神弓，一口
气用箭射落九个多太阳，只留下一个太阳按时起落，在天空
运行，为民造福。

因此，后羿之名扬天下，受到百姓的敬仰和爱戴。有一个能
歌善舞、美丽善良的女子，名叫嫦娥，慕名嫁给了后羿。婚
后，夫妻二人相亲相爱，后羿除给年轻人传艺狩猎外，终日
和嫦娥在一起，日子过得美满幸福。

做为后羿的妻子，嫦娥的心地非常善良，常把丈夫射来的猎
物接济穷苦的乡亲们，乡亲们都夸后羿娶了一个温柔、贤惠、
善良的好妻子。

周边国家与地区的不少志士慕名前来投师学艺，徙弟多了，
人员也就复杂了。有一个心术不正的小人，名叫逄蒙的也乘
机混了进来。

一天，后羿到昆仑山访友求道，巧遇由此经过的道教祖师爷
爷太上天君，天君刚刚用八卦芦练成一种长生不老之药，天
地间不少神灵与人吃了他的药后，一个个都修成超凡的仙人，
得了正果，上了三十三洞天。太上天君是下凡私访寻找与仙
有缘之人，祖师爷爷十分佩服后羿的神力，敬重后羿为民造
福的功德，便赐给后羿一包长生不死之药。



据说，不管是人还是其他生物，只要服下此药，能即刻成仙
上天。然而，后羿舍不得撇下心爱的妻子嫦娥与乡亲们，更
不愿意一个人升天。便回家把不死药交给嫦娥珍藏保管，嫦
娥将药藏进梳妆台的百宝匣里，不料被小人逄蒙窃听和看见
了。

拜倒在后羿门下逄蒙，原本就是个奸佞小人，他看嫦娥长得
漂亮，就起了歹心，后偷窍了嫦娥藏药之处，就想偷吃掉不
死之药，自己升天成仙。

在八月十五日这一天，后羿率众徒外出狩猎，心怀鬼胎的逄
蒙假装生病，留了下来。待后羿率众人走后不久，逄蒙手持
宝剑闯入内宅后院，进了卧室，对嫦娥非礼，并威逼嫦娥交
出不死药。

嫦娥身单力薄，知道自己不是逄蒙的对手，危急之时她知道
自己打不过坏人，便转身打开百宝匣，拿出不死药，果断地
一口吞下腹中。不料药性发作，嫦娥吞下药后觉得自己身轻
如燕，身子一下子飘离地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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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中成了仙。

傍晚，等后羿回到家后，侍女们哭诉了白天发生的事。后羿
既惊又怒，抽剑去杀恶徒，逄蒙早己逃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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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似妻子嫦娥，在天上望着他，好似妻子正在伤心得痛不欲生。
后羿便拼命朝月亮追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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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第二年的八月十五日，月光变得又大又圆，后羿更加思



念爱妻，可自己又上不了天，只好再次院中摆下供品遥祭嫦
娥仙子，年年如此，此情传到民间，世人效仿，日久成俗。
人们以月饼、瓜果相送，有“合家团圆”、“吉祥平安”之
意，故传到明代俗称“团圆节”，便有“中秋节”拜月等种
种说法。

有诗为证，后羿问月：

几缕情丝系广寒，

真心问计向青天？

今生已是难相聚，

来世谁帮续旧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