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姚振平

中秋节快到了，住在县城
的姐姐给我送来一袋月饼，说
是自己打的月饼，好吃。

望着姐姐远去的背影，拎
着沉甸甸的月饼，我的心里
犹如打翻了五味瓶，多种感
情交织在了一起：有对姐姐
的无限感激，更有对母亲的
深深思念……

小时候，恰好处在物资匮
乏的年代，月饼对我们来说，简
直就是奢侈品。记得过中秋节
的时候，我们最大的愿望就是
能美美地吃上一块月饼。

每到中秋节晚上，我们全
家吃罢晚餐，母亲就提前支好
小桌，让姐姐把月饼和苹果等

食品摆放好。然后，父亲带领我
们跪在地上，面对月亮叩首。圆
圆的月亮挂在天空，像是月宫
里的嫦娥含情脉脉地望着我
们。接着，我们搬来小凳，听父
亲讲嫦娥奔月等故事。

成家立业后，由于忙于工
作，很少回家看望父母。每到中
秋节，母亲总是给我留一块月
饼，用纸包好放在篮子里，挂在
横梁的铁钩上，等我回来。

有一年，由于特殊原因，中
秋节过了数月，我才回家看望
父母。母亲吩咐我：“二娃，把横
梁上的篮子拿下来。”我把篮子
取下来放在母亲面前，只见母
亲把一个纸裹打开，拿出一块
月饼，递给我：“二娃，这是我给
你攒下的月饼，你把它吃了。”

接过月饼，我一句“谢谢妈”没
说完，就泣不成声了。妈妈也抹
着眼泪：“你这娃，工作忙，没有
时间来，我能理解。你媳妇一有
时间就来看我，还给我带很多
好吃的。”

多么好的母亲呀！从此，无
论多忙，我都要腾出时间回去
看望父母。

白驹过隙，转瞬即逝。一晃
几十年过去了，父母都已过世。
可每到中秋节晚上，我们都会
按照当地的风俗，祭拜嫦娥，缅
怀亲人。

父母不在了，姐姐就是我
们最亲的人。每到中秋节，姐姐
总会提前给我们送月饼，这正
是母爱的延续！也是对“长姐为
母”的最好诠释……

中秋佳节月饼情中秋佳节月饼情

□晓寒

今夜
目光无法打烊
月之中央的身影
是一枚深情的感叹号
露 在荷盘上
称量一份月光
称量一份乡愁

满地的碎花银
捡不完 拾不完
丰收的秋夜

星光灿烂
如同肥嘟嘟的葡萄粒
丰收的秋野
东沟柿红 西坡棉白
丰腴的色彩
沉甸甸了秋的枝头

月
一滴千古的泪珠
一枚错银的铜镜
乡愁的纹路
擦拭得
很清很亮

中秋月中秋月

□张汉东

八月十五月儿圆
明月在夜空像灯盏
一轮圆月哟，银光灿
映照得咱农家院里笑开颜

八月十五月儿圆
明月辉映在咱心间
满天的星斗拥明月哟
快将那甜香的大月饼献桌面
你一块哟，我一块
香甜的美滋味享不完
田野里的黄谷穗刚收获
汗珠晶莹还在额头上闪
秋风帮咱拂着汗哟

农家院的颗粒已堆积成山
金颗粒呀，亮光儿闪
一筐筐大苹果竟成红脸汉
先咬上一口苹果甜哟
再咬上一口圆月饼蜜心田
仰头笑对着明月乐
低头咱农家人正团圆

八月十五月儿圆
明光锃亮地挂高天
千万颗星斗亮晶晶哟
夜空里秋风缕缕正拂着面
摆一盘圆月饼赏明月呀
盼来年的丰盈仍来咱农家院
金颗粒哟，银丝儿棉
将咱农家已堆下金银山

八月十五月儿圆八月十五月儿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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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行智

铁勺碰铁锅
瓷碗碰菜盘
人生就是起起落落
生活就是磕磕绊绊

爱在锅里煮
情在碗里添
吃口窝窝能御寒
喝口糊糊抚心田

红砖砖 蓝瓦瓦
黄玉米 墙上挂
想家看看天上月
想妈摸摸衣和衫

天上繁星眨眼
地上溪流潺潺
思儿村口望一望
想儿看看西门关

无论路途有多远有多远
安安全全妈心愿
不管巷道有多深
健健康康乐无边

儿是风筝 妈是线
再高再远 线上牵
大河挡不住思念情
高山阻不住归航帆

中秋抒怀

天上月儿圆
地上月儿缺
半边边陲守卫
半边床前尽孝
祖国需要安宁
家庭需要和睦
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婵娟

儿是风筝儿是风筝 妈是线妈是线（（外一首外一首））□郭澄

一年中，象征团圆美满幸
福的中秋节就要到了，标志性
食物——风味不同的各种月饼
纷纷闪亮登场。60多年了，年年
都过中秋节，中秋年年各不同，
而不可或缺的必备之品月饼，
最为明显。

小时候过中秋节，家里蒸
一锅萝卜或韭菜包子，以及糖
心月饼圆馍就行了。充当月饼
的糖心圆馍，因为糖是凭票才
买到的，所以，糖心只略比铜钱
大一点，这就是我们这代人当
时的最爱。白面馍除春节能吃
到外，再就是八月十五的月饼
馍了。

虽然中秋节粮、物相比平
时丰富，可月饼馍的甜心，还是
我们的最爱。因此，妈妈给我们
兄弟姐妹分月饼馍时，必须从
中间分开，糖心是标志。拿着糖
心白馍，我们总会先看看糖汁
多少，再开始慢慢地舔，直到把
糖汁舔得没味了，再把糖心挖
出来塞到嘴里细嚼慢咽吃完。
亲戚相互之间，就是送几个包
子，外加一两个月饼馍。

20世纪70年代末，我高中
毕业，当时正是八月十五前后，
我和一个同学也像亲戚一样互
送了礼物。为了显示高档，除了

包子和糖心圆馍外，妈妈额外
加了三块正宗月饼，在我的记
忆中，这是走访亲朋的最高档
次。那年，我们兄弟姐妹两个人
可分吃一块月饼。里面的青红
丝和冰糖碎块加黑糖馅的香甜
味，至今还萦绕在我的味蕾。

20世纪80年代我上班后，
每到八月十五，单位会给每人
发几斤用草纸包裹、纸绳捆绑
的月饼。80年代中期，就有了
比较精致的盒式月饼了。虽然
我们分到了月饼，但还是会送
到家里，由妈妈统一安排，亲戚
之间除包子和馍之外，一斤月
饼必不可少。

1986年，我们家的月饼真
正“升华”了。那年，我和公司经
理张力到上海出差购买放映灯
泡，临行前到姐姐家转了一圈。
姐姐的公公原在供销社跑采
购，听说我要去上海，便说上海
糕点很好吃，他特别爱吃，八月
十五快到了，能在上海买几斤
月饼回来再好不过。

到上海办完事等汇款时，我
们便来到了一个很大的副食品
商场，这下可让我大开眼界。各
种美食琳琅满目数不胜数，糕点
类更是五花八门，有肉馅、糖馅、
蔬菜馅、水果馅，个头有大有小，
形状有圆有方，颜色是赤橙黄绿
青蓝紫，真是五彩斑斓。一时间，

我感到好像来到了另外一个世
界。

那时，购买食物还要粮票，
特别是从山西到上海，得用全
国粮票。上前一问，一块月饼五
角钱，散装的不要粮票，我便一
下购买了七八十块，把一个皮
包装得满满当当……那一年中
秋节，家里人第一次享受到了
带肉的月饼。此后，连续两三年
每年七八月到上海采购灯泡，
购买月饼也就成了惯例。

进入20世纪90年代，华丽
的包装让一些月饼变了味。我
们也因为月饼价格变得昂贵，
开始个人烤制。90年代中后期，
有位老同学是在西安大饭店进
修过的面点师，烤制月饼是他
的拿手绝活儿，我们便就近在
家里备好花生、核桃、芝麻、冰
糖、黑糖、青红丝、油等馅料，到
他的住处烤制。那时，他的生意
可谓红红火火，前来排队制作
的人络绎不绝，每天从早上七
八点开始烤制，晚上十二点前
别想睡觉……进入新世纪，他
回到村里，我们又连续几年都
去他家里烤制月饼。

今年是买还是自烤，我还
未确定。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
就是月饼作为中秋佳节代表性
的存在，仍然会是团圆、幸福的
最好印证……

中秋节前话月饼中秋节前话月饼

□林智宏

蛐蛐在院子墙根下唧唧地欢叫着，
中秋的晚风像一只温柔的手抚摸着面
颊，月牙儿悄悄爬上了树梢。月光下，奶
奶给桌上摆了糖馍、月饼、石榴、花生、
梨、苹果等，祷告敬献月神。奶奶嘴里念
念有词，而我却心急火燎两眼紧盯着桌
上的供品——这是我对渐行渐远的儿时
中秋节的记忆。

我的孩童时代，是20世纪70年代。那
时候，老百姓的日子还很清贫。但是，俗话
说“穷年不穷节”。逢年过节，农家人还是
竭尽全力地把生活安排得好一点。每年中

秋节前一天，奶奶都会包几个糖馍，做几
个枣馍。中秋节当天，我家和左邻右舍会
互相分享自家做的各种拌菜、包子。虽然
都是没有肉腥味的素菜，但是浓浓的乡情
却让人感到无比亲切。

我自小跟爷爷奶奶生活，中秋节学
校放秋假时，我家送吃食的工作就是我
来完成的。我们那条小巷有七八户人家，
平时大家都相处得非常融洽，因此逢年
过节互相敬送吃食就成了一种常态。奶
奶拌菜时，不论是茄子，还是白萝卜、芹
菜，总是两大箅子，其中一箅子就是专门
送人的。大半个上午，我一次又一次端着
菜碗，上气不接下气地送来送去。看着我

的样子，奶奶就哄着我说：“小娃腿软，跑
乏了一会儿就没事啦！晚上献神的月饼
都是你的。”而我在送菜的过程中，也换
回了一碗碗不同的拌菜或两三个包子。

中秋节的下午，全村的村民会到大
队的果园门口分苹果，队伍像一条长龙。
我们村果园的苹果品种名叫卫锦。卫锦
苹果非常酸，跟现在的红富士没法比，需
要贮藏一段时间后才可以吃。但是卫锦
耐贮藏也很清香，如果箱子里放两个苹
果，到了冬天，满屋子都在飘香。

孩子们最渴望的就是中秋节晚上
了。那时候，一般家里孩子都多。待献了
月神之后，当妈的就开始给孩子们分吃

食。孩子们你争他抢，打打闹闹，好不热
闹。一块月饼，一个梨子，往往舍不得一
次性吃完，就会藏在大家不易发现的地
方，放学后拿出来咬上一点，又藏了起
来。我们家只有我一个小孩，不存在这个
问题，中秋节的吃食基本上都是我一个
人享受。那时候，从供销社代销点买回来
的月饼，一包是8块，4块硬的，4块糕点
式的。爷爷奶奶一人尝一块后，其他6块
便都是我的了。

时光如梭，转眼就是几十年。随着人
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当年的中秋节场
景一去不复返了，但是那浓浓的乡愁却
是我永远挥之不去的。

儿时的中秋节儿时的中秋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