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人说，中秋是阵阵稻香中的丰收愿

景。也有人说，中秋是千里婵娟下的人月两

圆。

于是，就有了“一年逢好夜，万里见明

时”、“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等流传千古

的诗词佳句。

中秋节有着悠久的历史。它起源于上

古，普及于汉代，定型于唐朝初年，盛行于宋

朝以后，是秋季时令习俗的综合，其所包含

的节俗因素，大都有古老的渊源。中秋节以

月之圆兆人之团圆，以寄托思念故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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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上一轮才捧出，人间万姓仰头看”。

在我的意象里，秋天永远是一年中最美的季

节。这不仅仅因为这个时节是丰收的季节，

也因了那个衍生思念的节日。这个节日，总

是把圆圆的月亮和圆圆的月饼擎在肩上，在

无声中把相思演绎成一抹浓浓的乡愁。也

正是因为如此，中秋夜注定是一个温馨之

夜，吃月饼、赏明月，亲情融融，其乐融融。

在这个金桂飘香的夜晚，无论你在山之南、

水之北，抑或云之下、海之上，都会举杯邀明

月，千里寄相思。游子的愁绪、绵长的思念、

远古的情愫，都将在这一方雅致的宁静里宣

泄，婀娜缤纷，一如飘逸抒情的音符。

月亮是中秋节的符号。在中国人心目

中，月亮具有天庭的神秘和怅寥，在中国文

化的诗意中，故乡的月圆选择了这个天高气

清的季节，让情感的寄托和比喻更多了

一层中国人特有的情结。夜幕降

临，皓月当空，皎洁的月光倾泻，

氤氲了夜的风情、夜的韵致，

把每个人内心最柔软的部

分升华成一首诗、一阕

词、一篇散文，在月光

下获得一种特有的

恬静，让平日里浮

躁 的 心 沉 淀 ，完

成灵魂的涅槃。

都说“月光

如水”，如水的

月光是低语，

是倾诉，是相

思，是亲人慈

爱 的 目 光 。

在 这 样 充 满

着 温 情 的 夜

晚 ，很 容 易 就

会让人想起儿

时 ，想 起 故 乡 ，

想起故乡的月圆

之 夜 ，还 有 或 健

在、或远逝的亲人。

记 忆 中 ，奶 奶 对

我最为疼爱，直到上了初中，我一直都是和

奶奶住一个屋，这样，每天早上叫我起床上

早自习的任务，也就落在了奶奶身上。那时

家里穷，没有闹钟，但奶奶叫我一般都很准

时，我一直不知道她是怎么计算时间的。直

到有一天，奶奶记错了时间，也就从那时起，

我才真正读懂了奶奶。那也是一个月光满

地的秋夜，正在熟睡的我被奶奶慌慌张张

地叫醒，奶奶一脸的焦急和不安：“快起来

吧，都怪我，睡着了，天都亮了，肯定要迟到

了……”我揉眼一看，格子窗外明晃晃的，急

急忙忙穿衣起床，一路小跑到学校，却发现

大门紧闭，连个人影儿也没有。不知过了多

长时间，我才听到学校里那台座钟有节奏地

敲了三下，抬头看看天空，一轮圆月那么明、

那么亮，如镜一般。都怪奶奶！我心里埋怨

着，又走回家去，倒头便睡，结果这次真的睡

过了头。吃早饭的时候，奶奶一脸的不安：

“到学校肯定要挨老师批了！都怪我，怎么

就记错了呢？我每天都是看着月亮、数着鸡

叫叫你的呀……”那一刹那，我呆住了，我上

学这些日子，奶奶从来就没有安安稳稳睡过，

她总是在聆听着鸡叫并根据月亮的变化，计

算着我上学的时间！那天生病的奶奶记挂着

上学的我，恍惚中错把窗外的月光当成了曙

光……泪水瞬间模糊了我的双眼。

每逢佳节倍思亲。此刻，浓浓的中秋节

氛围又一次包裹了我，明月照丹桂，疏影映

轩亭，看着超市买回的各种风味的月饼，闻

着月饼飘散的清香，思念穿越时空，仿佛又

回到了那个中秋之夜：融融月光下，一头青

丝的母亲小心翼翼地把一个月饼切开，每人

分给我们一牙儿，说一家人同吃一个月饼，

象征着团圆、不分开。其实，我知道，那时生

活困难，父母省吃俭用，一分钱恨不得掰成

两半花，买个月饼，象征性地吃上一点儿，也

算是应了过节的景。奶奶疼爱地拉过我，

把我揽在了怀里，坐在院子里那棵香椿树

下光滑的捶布石上，仰望着头顶皎洁的月

光，一边给我唱“月奶奶，黄巴巴，爹织布，

娘纺花……”一边绘声绘色地讲那永远也讲

不完的嫦娥奔月的故事……而今，时光倥

偬，奶奶早已离我而去，父亲走了，母亲也走

了，举头望月，月是圆的，思念也是圆的。那

圆圆的思念如深邃的夜空，无际无边，丝丝

缕缕，绵延不断。

中秋，是一个优美的神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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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掬一捧月光

入怀，你能感受到它的凝重、它的通透，它

是一个绝妙的载体，给了人们无限的遐思

和寄托。恬静柔美的月光下，让我们坐成

一 个 圆 圆 的 月 亮 ，细 细 地 品 味 人 生 的 奥

妙，感受生活的真谛，一任月光如水、缠缠

绵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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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阴留影，万物有形。

日子已过秋分，田野的风景肉眼可见

地破败起来。饱满的玉米穗被收进了粮

仓，原本整齐划一的玉米秆东倒西歪，一片

狼藉。芝麻只剩下尖利的硬茬儿，表达着

自己的倔强。花生大豆叶黄茎枯，等待收

割的归宿。只有红薯叶在秋风中荡漾，保

全着田野最后的体面。

下乡跑了一天回到家，看着被小宝祸

害得同样狼藉的客厅，拖着疲惫的身躯开

始收拾。等尘埃落定，已近黄昏，到了和大

儿子约定的视频时间。顾不得做饭，急忙

打电话过去。

电话却是忙音。我懂，这是他没空接

的意思。我放下手机，能做的只有等他主

动打电话过来。

正做着饭，电话忽然响起来，是婆婆打

来的。婆婆在电话里说表弟媳生了宝宝，

让我有空过去看看。我答应着，婆婆却叹

口气说：“你表弟这兵当的，中秋节人家都

能放假休息，他可好，连媳妇儿生孩子都不

能赶回来。你去了多停会儿，陪他媳妇儿

说说话。这马上就要收秋了，他也不能帮

衬……”

我知道她下面要说什么，就打断她的

话说：“好男儿志在四方，男孩子精忠报国

才是大义。”虽然我也同情表弟媳，但是，表

弟既然选择了这条路，我肯定会支持他，毕

竟有大国才有小家。

饭菜马上就好，先生打过来电话说，今

天下乡拍摄任务还没完成，晚饭不回来吃

了。我有些颓然，看着饭菜没有一点胃口。

随着孩子一天天长大，餐桌上的人却

越来越少。前几年，大儿子在外求学，虽说

不能天天在一起吃饭，但逢年过节还能团

聚。高考前，送他到外市集训三个月不能

相见。我们想他了，就从老师发在群里的

照片中找他，有的照片仅仅是一个背影、一

个侧脸，也被我们下载收藏，反复观看。

他考上军校后，只有寒暑假能回来几

天，平时因为训练忙 ，只 有 周 末 才 能 联

系。我们想他的时候，就在学校公众号里

找他们训练的照片，可惜从来没有找到

过。有次看到一个飞身上双杠的孩子，神

态和他非常像，我们在电脑上放大看，依然

不是他。

去年中秋节，大儿子第一次没有和我

们一起过节。吃饭前，我还是习惯性地摆

了四副碗筷，然后看着满桌饭菜，瞬间泪

流满面。

正想得 入 神 ，电 话 响 了 。 小 宝 抢 先

接 通 ，大 儿 子 青 春 洋 溢 的 脸 映 进 眼 帘 ：

“妈，你吃饭了吗？”我把镜头对着餐桌，

他 装 出 流 口 水 的 样 子 说 ：“ 可 想 吃 你 做

的饭。”

我扭头拭去眼角的泪水，扬起笑脸说：

“等你回来妈给你做。”他又问我身体怎么

样？小宝快嘴快舌说：“咱妈腰疼好几天

了，今天还……”我急忙捂住他嘴。大儿子

的眼圈已经红了：“妈……”

“没事，都是老毛病，只要你在外安好，

妈就放心了。”为了让他放心，我转移话题

说：“你奶奶刚才打电话说，你表婶生宝宝

了，你说我包多少红包合适？”

“是当兵那个表叔家吧？军人非常辛

苦，就多包点儿，钱不够我给你转。”

正说着话，他突然面对另一个方向，

面容庄重地起身，我急忙挂掉电话，我知

道，他又有新的任务了。

日历上，“中秋”又将如约而至，忽然有

些伤感起来：有些人再也不会如约而至

了。他们有的把全部身心奉献给了脚下这

片土地，永远沉寂于黑暗之中，此生绝无再

见亲人之可能；有的驻守在全国各地，平时

只能周末打电话简单说几句，聊解彼此的

思念。他们何尝不想在父母身边尽孝，但

既然担负着保家卫国的重任，就只能舍弃

小家小我，方不负家国不负卿。

月圆寄相思
那一牙甜甜的月饼

◇张振营

◇李人庆

◇马红娜

中秋有约

落凫

◇叶剑秀

月光如旧

自从住在了城市里，似乎不记得中秋的月亮了，也

许城市的灯光太亮了，也许城市的楼房太高了，不仅看

不到月亮，而且满天星斗也不见了，因而，就让我十分

怀念小时候漆黑夜里的星空。又到中秋节了，也让我

怀念中秋节的月亮和中秋明月夜的时光。

月饼在平时很难吃到，它是节令食品，是中秋节

的 主 打 食 品 ，五 仁 月 饼 更 是 中 原 人 钟 情 的 传 统 食

品。它皮软酥松，口感酥脆，色泽润美，馅料甜而不

腻。一般中原人每到这个时节，便会提上一盒月饼

走亲访友。

农村吃的那些月饼都来自小作坊，月饼被那个时

代特有的土褐色的包装纸包裹着，外面还包有一张

印有各色花样的红纸，包装虽然简单，却很好吃，有

花生仁和瓜子仁的香，还有枣泥的枣香、豆沙的豆

香、冰糖的甜，那绵绵的甜香味，从嘴里一直甜到心

坎上。

虽然小作坊有五仁月饼，但大家都买不起，于是生

产队就组织人自己制作，离中秋节还有好长时间就开

始准备了，师傅是从镇上小作坊请来的果子匠，这时候

的果子匠特别忙，一手托几家，他要先到接了活儿的各

个生产队走上一圈交代买什么原料，约定时间等原料

备齐后再来指导月饼的制作。

队长根据果子匠的要求，开始安排人去买冰糖、花

生、青红丝等，有的人淘粮，有的人套驴磨面，有的人用

坯垒灶支锅，有的人找案板、大盆、平底锅，大家按各自

的分工分头忙活起来。

约定的时间到了，果子匠早早地来了，于是

在打麦场旁边的炕房前摆开场子开始制作

月饼。

和面、调馅、制饼、烘烤……每个

环节都需要果子匠具体指导，有的

环节还要他亲自下手操作。

面发好后，果子匠指挥妇

女们包馅，然后他把填好馅

的面团往月饼模子里一按，

对称的模子往中间一合，

带着花纹的月饼就成型

了，接着轻轻地从模子

里磕出来，两面都涂些

油，放到平底锅里炕，

不一会儿，香喷喷、甜

丝丝、黄灿灿的月饼就

出锅了。

用来 烤 烟 的 炕 房

里早已搭好了几张门

板，烤熟的月饼一摞一

摞 地 摆 在 上 边 ，大 人 小

孩 都 赶 过 来 伸 着 头 窥

探 ，一 副 垂 涎 欲 滴 的 样

子。

终于等到分月饼了，大家

兴高采烈地去排队，小孩儿们本

来想着分了月饼就可以吃了，没想

到还要纸一包拿着去走亲戚，说是走

完了亲戚等到中秋夜才能吃。

走亲戚十到二十天的样子，亲戚走完

自然是送出去的多、回来的很少。质量不好的

在来回走动中早已发霉长毛，没有坏的也变得又干

又硬。

中秋赏月亮吃月饼是重头戏。中秋的夜里，我

们在院子里盼着月亮，其实，少年的我并不是期望出

来的月亮有多好看，而是月亮出来了就可以吃到月

饼了。

好久却不见出来，便缠着奶奶说故事。奶奶说：

“月亮走，我也走，跟着月亮赶牲口……”这是儿歌不算

故事，还要奶奶再说一个，于是，奶奶就说了“八百老虎

闹北京”，也是老掉牙的故事……奶奶突然说：“月亮出

来了！”它果然就在头顶，满院子的白光，是玉玉的、银

银的，屋里的豆油灯也没有这般亮的。

抬头望向天空，星星似乎就比平日少了许多。圆

圆的月亮上，清清晰晰看见里边有了什么东西。母亲

告诉我那轮圆月之中，有一只玉兔在一棵桂花树下捣

药。月饼已被父亲切成八瓣分着吃，我一边嚼着月饼，

一边睁酸了双眼，随着母亲的手指，似乎真看见了那树

和玉兔的影子，还有嫦娥那飘飘的衣袂。其实，月球上

的暗影，你说它是什么都行。但母亲讲的老一辈传留

下来的玉兔为月宫娘娘捣药之神话，便在我童心之中

定位了。

儿时的幸福很简单，那一牙甜甜的月饼就很满

足。吃了月饼之后甜到了心里，人也快活起来，中秋明

月夜，哪肯辜负了这明晃晃的月光，趁大人们说话拉家

常时，早已跑出大门外，和小伙伴们一起捉迷藏去了。

中秋夜吃的月饼，都是传统的半斤、一斤制型。特

别是直径一斤制型，状如圆月，取名“团圆”，寓意团团

圆圆。中秋夜里，一家人围坐在一起，把大月饼切成若

干份，每人分到一份，月饼入口，细细品嚼，淡淡的糯香、

浓浓的油香，还有沁入心中的亲情、乡情……看着中秋

的明月，品尝着甜甜的月饼，更多一种团圆的期盼、一种

思乡的情结。

朋友邀约八月十五到他家阳台上赏月，我竟特别

期待。在阳台上赏月与少年时在农村庭院赏月究竟有

什么不同？没有刻意在阳台上赏过，至于那天能不能

看上月亮是另外一回事。但望月的心情，恰似朋友的

关怀和愉悦，想象着嫦娥奔月、玉兔呈祥、吴刚捧着桂

花酒，在这样的意境里，以酒当歌，以茶为茗，畅饮抒

怀，将心与明月相照，与友相诉，与思念相融，寄给十

五的月亮，伴着月光洒向相知的河流，流向心之所向

的远方。美妙和期盼就在这月光里守望，守望这幸福

的清欢。

秋分以后，风起秋寒，收获的喜悦还在大地上流溢，丰盈的

中秋节在人们的期待中如约而至。

中秋节是秋季时令的巅峰，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之一。因

独特的习俗和美妙的含义，自古至今受到华夏后裔的尊崇和信奉。

中秋节与春节、清明节、端午节并称为中国四大传统节日，

是中华民族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2006年 5月 20日，国务院将

其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8年中秋节被列为

国家法定节假日。

阅读典籍，拂开岁月的尘雾，遥望那一轮洗尽铅华的明月，

触摸历史文脉的纹络，感受中秋文化的悠远而厚重。

“中秋”一词最早的记载见于汉代文献，成书于两汉之间的

《周礼》，先秦已有“中秋夜迎寒”、“秋分夕月（拜月）”的活动。唐代

时中秋祭月、赏月的风俗已在中国北方流行，在当时的长安一带极

为盛行，许多诗人的名篇中都有咏月的诗句，并将中秋与嫦娥奔

月、吴刚伐桂、玉兔捣药等神话故事奇妙连接，充满浪漫色彩。

北宋时期，正式定阴历八月十五为“中秋节”。至明清，中秋

节祭月的习俗更浓。祭月，“其祭必圆”，各家都要设“月神位”，

举首望月，“向月供而拜”。《北京岁华记》载：“中秋夜，人家各置

月宫符象，符上兔如人立；陈瓜果于庭，饼面绘月宫蟾兔；男女肃

拜烧香，旦而焚之。”《帝京景物略》中曰：“八月十五祭月，其饼必

圆，分瓜必牙错，瓣刻如莲花……其有妇归宁者，是日必返夫家，

曰团圆节也。”

中秋节时，云稀雾薄，月光皎洁，民间除了有祭月、赏月、吃

月饼等民俗，内容与形式也随着流光溢彩的生活越来越变得新

颖与时尚。

中秋节，是人与月的共生共鸣，所有的仪式和情节，都围绕

人与月的主题有序呈现。

祭月。中秋当晚，各家设立香案，将月亮神摆在重要位置，拜

祭月亮神，月饼和西瓜是不可或缺的供品。全家人聚集月下，红烛

高燃，按照长幼顺序祭拜月亮。而后由当家主妇切开团圆月饼。

主人算好全家共有多少人，在家的、在外的，皆不可缺，不能切多，

也不能切少，大小要均匀。祭月活动是祈求家庭和睦、国泰民安、

风调雨顺、丰收吉祥的意愿，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天

人感应”等理念异曲同工。现今的中秋夜，一家人欢聚一堂，欣赏

圆月，常常忽略繁琐礼节，重在团圆，也不伤节日雅兴。

吃月饼。月饼是中秋节的标志性食品，传统月饼的外皮由

糯米粉和酥油制成，内馅则是豆沙、莲蓉、五仁、红豆等馅料。月

饼的形状似圆月，寓意团圆和完美。古老的习俗中，将月饼放在

月亮下赏月，寓意与月亮共同团圆。月饼还有传递信息的功

能。在月饼内藏上秘密字条，如写上许愿、祝福、关爱等心语，把

月饼赠送给亲朋好友，表达自己的殷殷情意。

赏月。赏月的风俗来源于祭月，对月当歌，吟诗作赋，吼几

声河南梆子，诵一首抒情小诗，把庄严肃穆的祭祀变成了轻松欢

娱的节日，也是当下人们释放生活压力的过节方式。

追月。所谓“追月”，即是过了农历八月十五，兴犹未尽，于次日

晚上，再邀约一众亲朋好友，继续赏月，故为“追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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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下，人们多是以红酒代替，多

有文雅之趣。

中秋这个传统节日延续至今，承载着巨大的文化价值，光芒

依然灿烂，表达了中华民族的情感与信仰。对故乡的依恋，对家

庭和亲人的思念，期盼团圆是人们永恒的精神需求，这便是中秋

节的魅力和意蕴。

自古至今，人们中秋望月，静观月缺月圆，心中往往会生出

复杂的情愫，尤其漂泊异乡的孤独游子，极易生出悲欢离合的感

慨来，深情的思念和浓稠的别离苦愁涌上心头，于是有了“举头

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的千古绝唱。

中秋望月，心中充满期待和祈祷。赏月，是人们与月神的心

灵对话。一轮阅尽沧桑的圆月，光耀华夏大地数千年，携带着人

们的共同祈愿，寄望丰收，祝福中华民族阖家团圆、盛世太平。

中秋佳节，把酒望明月，掬一把月光入怀，心绪忽然就会感动

起来，感恩的情结萦回于胸。感恩天地月神，感恩父母朋友，感恩

造福百姓的社会和国家。

中秋已至，月光如旧。

□制图 张梦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