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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到中秋月到中秋月到中秋
许久未曾与明月相伴了，不免

有些想念。不知哪年哪月，在陌上

花开蝴蝶飞的季节，与月亮相逢。

中秋，月光倾泻，一世静宁。倦鸟

归林，树影婆娑，偶尔会听到几声

蛙鸣，划破寂寥的夜空。星空之

下，万物像是披上一层薄如蝉翼的

纱，愈加神秘、愈加朦胧。舒婷、顾

城倘若见到此景，定会留下墨香在

指间。

我没有舒婷的诗情，但也可在

这静谧中寻觅一方闲适，赏月话缠

绵，拜月求多福。明月临空，必有繁

星如同眼睛，又如宝石缀满苍穹，增

加些许空灵。幸运的是，在山城版

“星月神话”里，看到的是众星捧月，

如同嫦娥领着一群裙带飘飞的仙

子，围着一位美男子演绎“共在人间

说天上，不知天上忆人间”。

她们身处天宫，俯察人世间曾

经缠绵许久的爱情：“不仅爱你伟

岸的身躯，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

下的土地”，平等独立又相互尊重、

同甘共苦又相依相伴的团圆，于嫦

娥而言，犹如天上的一抹绚丽的

虹。

或许，因我久居深山，习惯了

仰望月光的凝眉和琴心温婉的岁

月。但凡得空就愿意静下心来，

一丝不苟地剔除烦躁和浮华，领

略静美的奇妙所在。仰头，一轮

明月，或圆或缺，总是笑弯了眉和

眼，静观百业兴废、朝代更替，淡

看世间冷暖、聚散离合。月儿，不

论初一或十五，依旧容颜不改、痴

情不变。

纵观岁月，悄然改变的只是划

过流年的数字，永远改变不了的是，

月亮的静美姿态和宽阔胸怀——

它容天下之事，看天下之象。

中秋起源于上古时代，定型于

唐朝初年，流行于宋代。时至今

日，已是民间重大节日之一：盼归

人，寄思情，祈丰收，求幸福。

中秋赏月，是一件颇有情趣的

事情。是日，把心爱的茶具搬到小

院，与小案桌上的核桃、板栗、石

榴、月饼共浴月光。月光下，慢品

香茗，幽香沁人心脾；品尝秋果，唇

齿留香，气味浓淡相宜，各种香气

环绕的惬意我无法言表，只觉浑身

畅快，毛孔舒展，妙不可言。微风

过处，斜倚在藤椅里，享受月光里

的恬美安静。早已完全忘却案几

上还有一阕未填完的清词，将那曾

经缠绵在春水里的潋滟抛至九霄

云外。中秋赏月是一种涵养、一种

境界、一种气质、一种优雅、一种从

容、一种皈依。

中秋是一个家人团圆的最佳

时节。远走他乡、进城求学、留守

家乡……一家老少，各有忙碌，已

然走过春夏，时至仲秋，瓜果飘香，

“秋收”之季，家人团圆最适宜。南

来北往，东奔西走，就为了一场聚

首，彻夜不眠也很难诉说无尽的思

念。桌圆、果圆、饼圆、月圆，人圆，

团团圆圆、圆圆满满，了却家人对

离人的长长牵挂，联结离人对家人

的无限惦念。

过去的风景不再追忆，留下的

风景却要格外珍惜。我起身，行走

在月色中，拥抱那无人可替代的美

好，仿佛拥有了尘世间的一切，包

括那些缠绵的花好月圆夜，笑意盈

满脸庞和心窝的团团圆圆。

闲适的风趣自然只有懂的人

晓得其中妙处。无须参禅诵经，无

须祈求上苍，只要心中有爱，自然

会与静谧的月光融合，与温情脉脉

的水乡融合，与风花雪月的日子融

合。重叠梦幻，顺着心曲，穿越唐

风宋雨，落到这个中秋月夜。

月，魂清骨净，自在逍遥。彩

莲上的清露，不是天上的虹，是沉

淀了浮躁的琼浆玉液，乃人间精

品。人，分分合合，自然亲近。城

市里披星戴月的影子，不是过客，

是家人心里最远又最近的念想，乃

人间真情。

今夜，月色正浓，积淀的能量

正足。团圆之时，兴致正酣，话题

渐多：事业、爱情、家长里短，不嫌

絮叨，真切享受团圆的人生快意，

令“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

谁家”的游子心生羡慕，不再“举头

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中秋，我们拥有同一片天、同

一轮月、同一个见证、同一个愿望：

梦圆、心圆、月圆。

（作者单位系陕西省凤县职业

教育中心）

提着一盒月饼，捏着一张包裹

领取单，站在邮局高高的橱窗边，

他踌躇了很久。

月饼，是平邮回家，还是快递

回家，这本不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

题，对于他却成了难题。20世纪90
年代末，寄快递没有今天这么方便，

一盒月饼的快递费不便宜。他刚

出来工作，第一个月的工资原本准

备买一床被子。毕竟中秋了，气温

一天天凉了下来，他盖的还是从老

家带来的一床毛毯。

月饼是单位中秋节的福利。

拿到月饼时，他差一点拆开包装，

将月饼拿出来自己享用。这么多

年，他对吃月饼是有向往和惦念

的。小时候，隔壁小伙伴的父亲在

乡里做事，逢年过节总有一些新鲜

的零食带回来。中秋时节，他亲眼

看见小伙伴吃月饼，一边吃一边向

他念叨：“好吃，真是人间美味！”

他也吃过月饼，在城里的舅舅

家。他清晰记得，那是一块来自广

州的月饼，切开里面有一整个的蛋

黄，酥软、滑腻。他也清晰地记得月

饼的味道，甜、滑、腻、美。这是他吃

的第一块月饼，打败了他吃过的所

有零食，他甚至一度认为：人间美

味，莫过月饼。舅舅一个劲儿地劝

他父母也吃上一块，他们却最终没

有吃，拿纸包好了剩余的两小块带

回家，让在家的弟弟和妹妹第一次

吃上了月饼。

想到了把月饼留给弟弟妹妹的

父母，他停住了拆开月饼盒的手。

他不知道父母是否吃过月饼——他

却清楚地记得，他的家乡产玉米、黄

豆、红薯，父亲的十亩果园也产黄澄

澄的梨、酥软甘甜的桃，可是他家中

秋前后的餐桌上，却摆不出城里的

月饼；他清楚地记得，父母半辈子在

土里刨食，辛辛苦苦把几个孩子送

进了大学；他也清楚地记得，他亏欠

一块给父母的月饼。

平邮回家吧！犹豫挣扎了好

久，他最终做了决定。他想，这月

饼包装看上去好好的，平邮回家

最多一个星期，应该不会坏。再

说，这一段时间手头紧，买被子是

排上日程的头等大事，再拖冻病

了影响工作。他甚至觉得，不吃

自己垂涎了多年的月饼，多少也

算一份难得的孝心，也算对得住

父母。主意已定，他朝柜台走去，

拿起笔端端正正地写下家里的地

址、父亲的名字。

填好包裹领取单，他径直走到

另一个柜台，递给绿色衣装的邮政

员。盖印、查件，接着邮政员走到里

面的房间，取出一个大大的包裹递

给他。“是什么？”他有些好奇。“是棉

絮呢！”邮政员告诉他。“哪里寄过来

的？”他追问。“湖北。这体积快递过

来，要不少钱的！”他不记得是不是

跟父母提过自己还盖着毯子的话，

但是他却隐约觉得这棉絮应该是

父母寄过来的。他的鼻尖有一些

发酸，想着自己为一盒月饼平邮快

递的犹豫和矛盾，越发觉得自己可

笑——自己一点点的“孝”、一点的

“舍”，在父母无私的爱之下，被衬

托得如此自私狭隘。

两个星期后，他照例打电话给

母亲。电话那头，母亲异常欣喜。

絮絮叨叨一些家长里短之后，他问

母亲：“月饼收到了吗？”

母亲告诉他，月饼收到了，他

接着问：“月饼好吃吗？”他本想问

母亲：“月饼霉了没有？”可是，他不

敢问，他也怕问。

“好吃，真好吃，如果不霉就更

好吃了！”母亲在电话那头说着。

他有些着急：“霉了，你们怎么

不扔掉？吃生病了怎么办？”

“你这么大老远寄过来，不容

易，扔掉太可惜了。我们把月饼在

锅里蒸了一下，没事，好吃着呢！”

听着听着，他的泪，流得不停。

（作者单位系广东省广州市白

云区云英实验学校）

“碧海年年，试问取、冰轮为谁圆

缺？吹到一片秋香，清辉了如雪。”读

古诗词时，不觉沉醉在纳兰性德所营

造的中秋氛围里。翻看日历顿感时

光飞快，又是一年中秋时节。

中秋于中国人而言，是民俗传

统中最重要的节日之一，它饱含着

深厚的人文情怀。就像明朝徐有

贞说的那样，“阴晴圆缺都休说，且

喜人间好时节”。每个人在中秋，

都经历着情感的积淀；每个人在中

秋，都释放着期盼团圆的情感。

站在中秋的门楣，望见岁月的过

往。如今生活在小城，时光的幸福感

是满满的，父母也与我同居小城，享

受晚年的安康。但是唠家常时，父母

多次提起乡村的日子，越到中秋时

分，越发怀念家乡的一草一木。

那些年乡村的中秋没有多少

仪式感，只算是节假拼盘中并不显

眼的菜肴。土生土长的乡村人，看

惯了家乡的秋月春风，所以那些怀

乡之情、念家之意、乡愁之旅，从未

体验是何种滋味。那时，乡村生活

清苦，几块月饼就能让一家人欢

腾。不过，那年母亲一个意外的举

动，让中秋的月亮永远定格在我的

记忆里。

只有小学文化的母亲，对于中

秋月为何如此之圆之亮，无法给予

她的孩子正确答案——她的故事

里有许多唯美的神话传说，也让我

们对月亮里的世界充满幻想。中

秋时节，皎白的月光会让母亲高兴

地哼起歌来，我们也跟着她的节奏

学着唱。在学校学了“猴子捞月亮”

的课文，我们总想试试“捞月亮”是

什么感受。母亲知道我们的想法

后，就在院子里准备了一大桶水。

当月亮欢欢喜喜地踱步到夜空时，

我们聚在大桶前盯着水面，一轮白

月明晃晃地浮了出来，仿佛从天宇

跌落凡间，天上一月，水中一月。弟

弟急不可耐地伸手去捞，水波漾处，

立刻闪闪点点；妹妹喊着“捞月亮

喽”，一边喊一边捞，水花飞处，月影

化作欢快的笑，荡漾在庭院里。这

是中秋最美的情调了。

父亲走到屋外，他想洗洗头，

让母亲在庭院的铁锅里烧些热

水。母亲往铁锅里舀了些水，开始

点稻草烧火。不一会儿工夫，热气

从铁锅里钻出来，一锅水沸腾了，

母亲惊奇地喊道：“孩子们，快看，

我把月亮煮了！”正玩着捞月亮的

我们连忙跑到铁锅处——果不其

然，月亮在冒着气泡的铁锅里被煮

成细碎的模样。再添把火，水沸腾

起来，月亮更是碎成千般模样。火

熄灭了，铁锅里的水平静下来，月

亮又恢复了一张光洁丰润的脸。

我们重复这样的动作，月亮碎了

圆、圆了碎。一锅热气，一锅月亮，

还有一地月光，以及整个庭院的欢

声，都在我少年的时光里，赋予中

秋别样的趣味。

此后，每年的中秋佳节，我们

总会在院子里做同样的游戏。月

光泻地而来，满院生辉，锅中煮月

的氤氲，润贴着乡村的夜晚。此

时，天地间仿佛只剩下我家的庭

院，天上的月是我家的月，乡村的

夜晚也是我家的夜晚，如此的中秋

月夜在我记忆里经年不散。

搬离乡村后，中秋时节就是对

故乡的遥望。儿时的兴趣早已淹

没在生活的琐碎中，早已被生活的

重担所沉积。在城里打拼的那些

年，中秋夜一家人吃过饭后，看着

天上又圆又大的月亮，不免畅谈起

在乡村做游戏的一幕幕，有对未来

的憧憬，有对旧岁的怀念，有对远

在家乡亲人的惦念。

年年中秋望月，而月似也懂得

人心。其实，对一个人来说，不管

离开故乡多远，不管岁月如何蹉

跎，但对故乡的眷恋依旧在月光的

映衬下变得愈发澄明。

（作者单位系辽宁省营口市老

边区金彦学校）

分分分外外外明明明

月圆之夜，桂子飘香。夏日的

热浪随着中秋的临近变得温煦祥

和，洋溢着浓厚的人情味和家乡

情。熟悉而又久违的乡音，犹如中

秋的各式美食，在古人诗意的笔墨

下，不经意间流露出世人对月亮、对

家乡、对生活的深深向往。

乡 音

中秋的晨光穿过窗帘，柔和地

洒在房间每个角落，令人感到无比

的安宁和满足。耳边响起的是久违

的乡音，思绪伴随着熟悉的气息，也

开始飘向远方。

夜晚，月亮挂在天空，一家人围

坐在桌前，讲述着过去的故事，分享

着现在的点滴，也憧憬着未来的美

好，欢声笑语中传递着无尽的温馨

和爱意。中秋，或许是一段能够停

滞的时间，可以用一句句乡音留下

美好的回忆和无尽的思念。

这个特殊的时节，用一个个平凡

而美好的瞬间，拼凑成弥足珍贵的画

面。回想这些瞬间，重温这些画面，

就像在回忆中感受中秋真挚的情感，

品味中秋简单而温馨的幸福。

美 食

古人常以诗词咏叹中秋，赞叹月

之圆、人之亲、味之美。桂花糕、桂花

酒、月饼、江蟹……一道道美食摆上

桌，组成了一幅中秋的美食画卷。

“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这

是中秋的韵味，简朴中蕴含着浓浓

的人情。品尝新酿的酒，炉上煮着

一锅香气四溢的月饼，甜滋滋的香

气扑鼻而来，让人不禁垂涎欲滴。

“小饼如嚼月，中有酥与饴”，家

乡的紫芋月饼是经典美食，象征着

团圆和甜蜜。紫色的外皮包裹着甜

滋滋的豆沙馅，再撒上一些芝麻，口

感丰富，甜而不腻，让人回味无穷。

中秋之夜，一家人围坐在院子

里，边品尝美食，边欣赏圆月，感受

家人的温暖。此时，一盘清爽的桂

花糕，一杯香醇的桂花酒，更增添了

节日的气氛。

诗 意

夜幕降临，独驻庭前，仰望星空。

一轮明月高悬，照耀着整个大地。闭

上眼睛，感受着微风拂过脸颊的温柔，

内心也变得宁静而深远，仿佛可以听

到古人的诗词在耳边轻轻低吟。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

潮生”，张若虚笔下的月夜，如同一

幅宁静而壮美的画卷，将人带入月

色如水的夜晚；“明月几时有，把酒

问青天”，苏轼将中秋的月色描绘得

淋漓尽致；“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

人”，李白的月夜则充满了孤寂和浪

漫——明月之下，只有诗人与诗人

的影子，但诗人却将这孤独的场景

描绘得如此生动。

古人笔下的月夜，饱含着对亲

人的思念，对生活的热爱，对未来的

向往。而今人，却常常忙碌于琐事，

忽略了这份美好的情感。不妨让我

们停下脚步，用心去感受这份美好，

去珍惜这份情感的流淌，让家乡的

温情与月亮的光辉交融在一起。

（作者单位系湖北省枣阳市第

一实验小学）

中秋三话
□吴 仙

同一片天，同一轮月
□刘春燕

一盒被蒸过的月饼
□周世恩

捞月亮，煮月亮
□陈 裕

小学一年级的时候，父亲从集

市上买回一棵梨树，栽在我和哥哥

住的小东屋窗前。父亲说这是大

鸭梨，明年就能挂果。从此，给梨

树浇水施肥成了我和哥哥的“常态

化”工作。

第二年春天，如小臂粗的梨树

开满了花，成群的蜜蜂对着它起

舞，整个庭院弥漫着“梨花白雪

香”。不久，叶出，花落，一个个小

指肚大小的梨子藏在绿叶间。我

昂着头，“一、二、三……”小心翼翼

地数着，一共二十二个。年幼的我

无法想象金黄色的大梨缀满枝头

的“壮观”景象，但我知道那梨一定

是香甜的。

每次放学回来，我都会站在梨

树旁，看着小梨一天天长大，嘴里

一遍遍数着，生怕它跑了似的。一

天，一个梨掉落在地上，我捡起来

跑去让母亲看。那时，我举着小梨

带着泪水对母亲说“梨掉了”，母亲

擦拭着我的泪水说：“梨树还小，长

不动那么多果实，必须舍弃一部

分，才能让其他果实健康成长。”果

然，一夜春雨后，树下落了许多梨，

我数了数，树上只剩下六个梨。

当这六个梨长到如青枣那么

大时，母亲说“梨树还小，第一年结

果不能累着了”，就摘除了三个，指

着树上剩下的三个梨说：“你们兄

妹三人，一人一个。”那年中秋，我

们兄妹三人坐在院子里，守着夜空

中又大又圆的月亮吃梨的情景，一

直留存在脑海里。

以后的每一年，母亲都会在树

上留下三个梨，即使梨树长得有大

人胳膊那么粗了，完全能长更多

梨，母亲也只留三个。我问母亲怎

么不多留两个，“你和父亲一人一

个”，母亲看着一天天长高的我们，

笑笑，没有言语。

一直到我们长大成人，树上依

然是三个梨。后来哥哥结婚有了

两个孩子，树上变成了六个梨。我

结婚后有了女儿，树上就留着八个

梨。到了中秋节，一家人坐在院子

里，母亲会从树上把梨摘下来一个

一个地分给孩子们——包括我们

几个“大孩子”。

母亲 70岁那年，临近中秋不小

心摔了一跤，住院了。中秋节这

天，躺在病床上的母亲让父亲回

家，反复叮嘱父亲一定要把梨摘下

来送到孩子手中。下午四点，父亲

气喘吁吁地回到病房，把最后一个

梨塞到我手里，对母亲说“梨全送

到了，一个也不少”。母亲看着我

手里的梨，脸上堆满了笑。

又近中秋，带着小儿子回家。

枝繁叶茂的梨树上挂着已经金黄的

大梨，我让刚识数的儿子数数一共

有多少个。小家伙用手指着数道：

“一、二、三……十二，一共十二个！”

一边数一边拍着手高兴地跳着。

哥哥家四口人，我也是四口

人，妹妹家三口人，怎么今年树上

多了一个梨？

“你妹妹月底出月子，得给这

个小外孙留一个。”已是满头白发

的母亲笑着从屋里走了出来。

（作者单位系河北省临城县梁

村学区）

梨树还小
□李胜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