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中秋节是一幅细腻温婉的画卷，缓缓铺

展在岁月的长河中，每当秋风轻拂、月光如洗，那

份深藏于心的温情与思念便悄然浮现。

花好月圆，稻菽飘香。在金黄的温暖底色

中，高粱红、莲藕白、果儿红……这是丰收的斑斓

色彩！当丰收喜逢中秋，在团圆的话题之外，还

有着浓烈的庆丰收意味。在古代农耕社会，古人

认为月亮的运行同农业生产和季节变化有很大

关系，因此拜月就成为中秋时节一项重要的民俗

活动。月光洁白如练，月光下大地如虹，静静地

守着这一方明月。悲欢离合的人生片段时而从

脑际闪过，五味杂陈涌上心头。人生如月，亦有

阴晴圆缺。

小时候的中秋节记忆犹新。中秋节正是高

粱、玉米、大豆、芝麻、谷子等秋作物成熟的时节，

大人们忙着收玉米，自然也不让小孩闲着，也不

敢闲着，闲着会打架、偷着下河洗澡。于是，大人

们在地里掰玉米，小孩儿在后边捡玉米，然后抱

出地。拉回来的玉米穗先堆在院子里，晚上剥。

中秋夜，不用灯院里就很明亮，正好利用这月光

剥玉米。不仅我家，其他家也一样，不会因为这

天是中秋节就停下手中的活计。父亲说：“今天

少干一会儿，干完活儿吃月饼。”

父亲的话大人们不以为意，孩子们却很在

意，因而干活儿也比平时欢实。剥几穗玉米再瞅

瞅小桌上纸包的月饼，虽然没说话，可早咽了好

几回口水。

在这个特别的夜晚，家家户户都会坐在玉

米堆周围，一边赏着皎洁明亮的圆月，共话家

常，一边双手麻利地剥着玉米，分享着彼此的喜

悦与忧愁。

剥了好大一会儿，然后停下来一起品尝那香

甜的月饼。月饼被切成小牙儿，摆在小桌上。当

我吃完了两牙又伸手去拿时，啪的一声，父亲的

巴掌落在了我的手背上，我的手赶紧缩了回来。

月饼有限，大人只吃一牙儿，小孩儿吃两牙儿，我

的已经吃够了。

其实，那时的月饼也没什么吃头，基本上都

是生产队自己制作的，配料简单，加工粗糙，但回

忆起来还是觉得那时的月饼最好吃。那时候物

资匮乏，吃不到好东西，只有中秋节才能吃到的

月饼就是美味佳肴。

记忆中的中秋节，总是伴随着母亲忙碌的身

影。那些熟悉的菜肴都来自自家菜园，每一道都

承载着家的味道，让人心生暖意。

后来，我出来工作，可每到中秋节都会带着

妻子孩子回到家乡，和父母一起过中秋节，分享

丰收的喜悦，享受短暂的团圆之乐。

母亲不擅长做大鱼大肉，中秋节的午饭主食

永远是饺子。在母亲的心里，饺子是过年吃的食

物，过节如过年，和儿子一家吃上一顿饺子再好

不过。

时光如水。随着父母驾鹤西去，故乡成为我

心中的符号，和父母一起过中秋成为梦中的情

景。每当中秋，我总是泪湿衣襟。

不知不觉，儿子已经长大，我们夫妻俩成为

儿子的牵挂，儿子成为放飞的风筝，风筝线在我

们手中攥着，陪我们过中秋成为儿子的心愿。

曾经与我们朝夕相处的儿子从高中起渐渐

生活独立，上大学时在武汉，就业时去了深圳，

距离越来越远，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少，基本过年

时才能回来，中秋节就别奢望了。好在现在通

信发达，能时常线上见面。每当中秋节，儿子都

会打来视频电话，也算是“但愿人长久，千里共

婵娟”吧。

去年春节过后，儿子有了回河南工作的想

法，起初我们是反对的，不想让他舍弃在深圳的

事业。

可儿子执意要回，理由是一线城市房价高、

生活节奏快、压力太大。好在回来不久，他就

在洛阳找到了喜欢的工作，虽然收入比

在深圳少了一大截，但是他的心里

踏实了。其实，儿子回来

的真正原因是想就

近 照 顾 我

们。尽管我们瞒着他，他还是从姐姐口中知道

了这两年我和他妈妈都曾经住院的事。他很愧

疚，认为我们最需要他时自己却没能好好照顾

我们。

去年中秋节是时隔多年后儿子陪我们过得

最有仪式感的一个中秋节。

中午，儿子带我们和他姐姐一家人去吃了

火锅。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一轮明月缓缓升

起，银辉洒满大地。儿子别出心裁，把桌椅搬

到楼顶，摆上他带回的一桌子美食，当然少不

了我喜欢的老式五仁月饼和他妈妈喜欢的蛋

黄月饼。我们全家人一边品尝美食，一边欣

赏那轮明月。月亮似乎也比平时更加圆润明

亮，如同一个巨大的玉盘悬挂在空中。我们

谈论着过去一年的点点滴滴，分享着各自

的收获与成长，也感恩生活在美好的时代，

才有了岁月静好，让我们享受这天伦之

乐。那一刻，所有的烦恼似乎都随着秋

风飘散而去，只剩下心中那份纯粹的喜

悦与宁静。

虽然岁月流转，许多事情都已

发生了变化，但是中秋节在我心中

的那份美好与温馨从未改变。

今年中秋节前，儿子打电

话说：“你们在家等我，我要

回 去 过 节 。”我 知 道 ，无 论

时 光 如 何 变 迁 ，那 份 对

家的思念与向往永远

伴 随 着 他 ，就 像 当

年的我。

我的中秋节
◇ 张振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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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中秋节，始于周，定于北宋，到明清已经成为仅次于

春节的第二大传统节日。历经千百年流变到如今，这个天朗气清、秋

庄稼成熟的日子，成为走亲访友、庆贺丰收的美好节日。

中秋节临近秋分，秋分被国家定为中国农民的丰收节。节令到

此，原野里一眼望不到边的庄稼怀穗结荚，沉甸甸地压塌地皮。有农

谚：“七月枣，八月梨，九月的柿子红了皮。”千门万户，斜阳流水，在这

个饱含喜气的节日里，普天下那是真正的、发自深心的欢乐。

在我早年的记忆里，中秋节走亲戚是小孩子的事儿，大人都在地

里忙着。棉花白腾腾地开，前脚刚摘过，后脚又白了，手快的人一晌

能摘一百多斤。黑腾腾的是绿豆荚，你推我拥也等着摘，没人手，老

人、孩子都下地。春谷子勾着头在风中摆动，荡起喷鼻子的香味儿。

早玉米掰下来堆在场里，麦茬玉米腰间的缨子眼瞅着干了一大半。

最喜人的是花生和毛豆，摘回来加几个尝鲜的红薯，搁锅里一蒸，香

香甜甜的，吃起来像过年一样。

大路上时不时有走亲戚的人，大老远看见了，认出是哪家的，赶

紧回家开门儿。“小妞妞儿，一滴溜儿，两包果子一块肉。”一年三节，

姑家的亲戚走不走，舅家是一定少不了的。肉是春节的礼，端午节送

油馍、鸡蛋、粽子，两包月饼外加一篮子瓜果，是中秋节的标配。

无论家境如何，中秋节吃月饼是少不了的。大人们一牙儿一牙

儿地吃，小孩子手里才有大半个或一整个。小家伙们凑到一块，细数

青红丝掺杂着的花生仁、核桃仁、杏仁、瓜子仁，数来数去，好半天不

舍得咬一口。

那时候的亲戚真亲，刚看见人影儿，就看见了白石子蘸着清清溪水

一样的笑容。

今年的中秋节还没到，县区里的瓜果就一车一车香到市区来

了。除了传统的核桃、梨和枣，还有猕猴桃、阳光玫瑰葡萄、黄金梨，

还有栗子、蓝莓和苹果。真是想啥就有啥。走亲访友，南北风味的各

色月饼是成提拿的；不管是外来的、本地的，各色水果是成箱搬的。

无论城乡，五线谱一样的阡陌小路早已变成了水泥大马路，走亲戚的

人差不多都是摩托车、小轿车、电动自行车，肩扛手挎的年月，一去不

复返了。

招待客人，阖家聚餐，多在大酒店、特色饭馆，再没人对着月亮啃

五仁月饼了。

我喜欢如今的红红火火，也难忘当年的清清爽爽。

我心中珍藏着的那轮中秋月，和堂妹小芹相关。只有十多岁的

两个小村姑，坐在小芹家门前的院子里，远远近近的茅屋和柴瓦房暗

幽幽地泊在夜色中，树也不摇，狗也不叫。我们吃了月饼，交换了柿

子和梨，一边啃着，月亮就上来了。青茫茫的月光弥散开来，水一样

泡着屋舍和树木，有虫子叽叽地叫。两个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闲

话儿，你望我一眼，我望你一眼，直到无话可说。

小芹坐在捶布石上，我坐在大树根上。中秋的月亮真亮啊！月

光里，只有两颗充满对人生向往的女儿心。夜深了，天凉如水，抱在

一起的胳膊冰凉冰凉，月亮太亮了，我们久久不愿回屋里去。

多年后，我在阶梯教室听老师讲杜甫，一句“清辉玉臂寒”鼓槌一

样敲在心上，敲动了多年前那个中秋节的夜晚……

一轮中秋月，多少诗人心，千百年来，对月吟诵的文人墨客数不

胜数。最大众、最难忘的，还是苏东坡那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

娟。”

◇ 曲令敏

中秋节 庆丰收

秋天是个成熟的季节，秋天是个收

获的季节，秋天是个播种希望的季节。

遥想二十多年前，生产条件落后，

生产装备差，农民一年中付出和劳动最

多的时候就在麦收和秋种。秋天掰玉

米、收谷子、割豆子都算不上最难，最难

的要属拔秸秆、刨红薯、腾茬种地。

种红薯劳动强度大，浇水栽苗、翻

秧除草，有的地块杂草丛生，少说也得

两遍打理，要不然这些杂草闲苗就会同

红薯争肥抢墒，红薯产量就上不去。到

了收获季，得一镢头一窝地刨，然后用

木制刨子把红薯一个一个切片暴晒。

赶上天气好还行，赶上阴雨天，弄不好

就得吃发霉的红薯干。

后来，随着水利条件的改善，小麦、

玉米产量不断提高，我们村里的人陆续

不再种红薯。近年来，又开始少量种

植，但那完全是为了尝新鲜。

玉米是我们当地的主打粮食，秋收

中最费力的活儿是掰玉米、拔玉米秸

秆。秋收天气依然炎热，太阳晒着，一

人多高的秸秆得用镢镰一下一下地连

棵带根挖出。玉米秸秆根须很大，如果

不挖出来，后续犁地耕种很困难，会影

响小麦产量。

拔玉米秸秆得四肢配合，弯腰弓

背、相互用力才能拔出，且急不得，干

一阵子得喘喘气、缓缓神。不足一亩

的秸秆一个人得一天干，弄不好手上

还会磨出血泡，夜里躺下大腿酸疼。

为了赶农时，躲避白天的热，趁月亮地

往田里拉粪、捆玉米秸秆、腾茬整地成

了家常便饭。

古语说，远亲不如近邻。家庭联产

承包制实行初期，农村农业机械化程度

非常低，就连牛马驴骡这样的牲畜也不

是家家户户都买得起、养得起的。那时

候最难的就属秋忙时借牲口犁地拉庄

稼。每到这时我就得硬着头皮找亲戚

朋友帮忙，顺利的话倒没什么，一旦吃

了闭门羹，心里的难受就甭说了。

上世纪 90 年代初，父亲经常带母

亲外出看病。秋收农忙季，孩子没人照

顾，我妻子要么把孩子送到岳母那儿，

要么送给亲戚朋友或邻居照料。那些

曾经帮助过我们的人，我视为生命中的

贵人，一辈子都忘不掉。

种麦过程是复杂和艰苦的。首先

腾茬，然后上农家肥、化肥、防虫害药

物，最后是跟犁打坷垃，平整土地。

秋分早霜降迟，寒露种麦正当时。

季节不等人。一个多月的农事忙碌，收

获了农作物和粮食，完成了趁墒下种、

打格整渠的基础，秋天才算结束。

这一个月下来，农民最多的是疲劳

和苦恼。机械化程度越来越高的今天

与那时相比，简直是天翻地覆的变化。

过去需要掰玉米、挖秸秆等几道程序才

能完成的农活儿，现在一台联合收割机

全搞定，农作物品种不断改良，水利条

件不断改善，粮食产量翻倍增长。

回想那些种地的岁月，克服了很多

不易，也感谢亲戚朋友的帮忙。

1995 年前后，通信工具逐渐普及。

每到秋麦收获季，我就会提前约几个要

好的亲戚朋友，借人借机前来帮忙，好

吃好喝地准备着，不计成本搞集中“会

战”。那时候尽管我有了正式工作，可

工资待遇很低，有了一年秋麦两季的收

获，解决了吃的大问题，也给家里省了

很多，弥补了经济上的不足。

这期间，我三叔家的四轮车用得最

多，同族侄子的车我也没少拉扯。因为

他们知道我工作紧，回来不容易，只要

我张开口都是先紧着我的活儿安排。

几位朋友成了我的及时雨，早喊早到、

晚喊晚到，收麦打场、犁地收秋，很少缺

席，还组织他们的朋友前来帮忙。人在

饥时给一口，胜似饱时给一斗，这些一

直到现在我都非常感激。

锦上添花易，雪中送炭难。正是由

于他们的帮忙，每年的麦收秋种我都跑

在了全村的前头。这些帮助成为今生

我最深刻的记忆，也是兄弟朋友之间最

值得珍惜的情感。

2013 年，联合收割机开到了我们

的小山村。当时，村民打工的多了，有

了收入，机械化耕作意识也普遍增强，

我们村麦收秋种都用上了联合收割

机。那一年，迫于工作的无奈，我在收

获了最后一季玉米后，不得不放弃了农

田的耕种，专心致志于工作和城里家庭

的经营。

岁月蹉跎，几十年的农村收种，我

收获了很多，也有了乡愁，记住了生活

的不易，农民艰苦奋斗的本色始终保

持着。

◇ 张万强

月到中秋农事忙

鹰

城民间，

把中秋节唤

作八月十五，也

叫八月节，其风俗

主 要 是 愿 月 、赏 月 和

庆 丰 收 、乐 团 圆 。 所 谓

愿月，也叫祭月、拜月，即

中秋月圆之夜，在自家庭院

设案，摆上茶果、月饼，女主人

面对圆月，祈祷许愿，以祈求五谷

丰登、阖家团圆、平平安安。老辈

人说，八月十五是月奶奶的生日，愿

月就是给她老人家拜寿，感谢给咱穷

人赐福降吉祥。

愿月的仪式感很强，与之相关的民

谣也很多：“八月十五月正圆，月饼西瓜敬

老天，敬得老天心欢喜，一年四季保平安”

“月奶奶，拜三拜，不长疮，不害疥”“月奶

奶，黄巴巴，八月十五到俺家。俺家有个大

西瓜，让您吃，够您拿，您得保佑俺全家”。

八月十五中秋节，民间盛行走亲戚，通

常都是节前走。不只是亲戚朋友之间相互

走动，当年定下亲的小伙子，也要赶在中秋

节前夕备下厚礼，去看望未来的岳父、岳母，

送去节日问候，表达一片孝心。

乡谚说：“宁穷一年，不穷一节。”民以

食为天，散落在乡村的民俗中，食俗占了很

大一部分，一年中的大小传统节日里，几乎

都与老百姓创造的风味美食有着千丝万

缕的联系。譬如，过年吃扁食，正月十五

吃元宵，二月二吃炒豆，端午吃粽子，这

都是约定俗成的节日食品。吾乡的中

秋 节 食 俗 中 ，除 了 吃 月 饼 ，还 有 很 多

种，譬如杀小鸡、烙饼馍、包扁食。

吾 乡 对 中 秋 节 的 重 视 程 度 ，仅

次于过春节。在我幼时，祖母教我

念 过 一 个 与 中 秋 节 食 俗 有 关 的

民 谣 ：“ 八 月 半 ，庆 团 圆 ，杀 小

鸡，烙饼馍，你吃个，我吃个，

掉 下 一 个 喂 鹦 哥 ，鹦 哥 喂

得会扫地，一下扫到南场

里，南场有个卖糖哩，

啥 糖 ？ 芝 麻 糖 ，捏

一捏，尝一尝。我回家去拿点粮，我偷偷摸

摸拿秫秫，俺娘打我一笤帚。我又偷偷拿

豇豆，俺爹砸我一砖头。卖糖哩，你快走，

免得撞见俺哩大黄狗。撞见狗，丢骨头，一

去切莫再回走。”吾乡还流传着一首古老的

民 谣 ，说 的 是 旧 时 穷 人 过 中 秋 节 的 苦 楚 ：

“八月十五月儿圆，提起往年心痛酸。有钱

的人把节过，肥吃饱喝过一天。无钱的人

过 节 难 ，东 讨 西 借 一 碗 面 ，少 柴 无 油 还 缺

盐。”

八 月 十 五 杀 小 鸡 ，是 吾 乡 世 代 相 传 的

食 俗 ，也 是 孩 童 心 心 念 念 的 期 盼 。 老 日

子 的 村 庄 里 ，几 乎 每 家 都 喂 鸡 子 ，只 是 多

少 不 等 而 已 。 每 年 开 春 时 ，或 挑 选 种 蛋

让 老 母 鸡 孵 化 ，或 直 接 买 回 现 成 鸡 娃 ，经

过 一 春 一 夏 的 精 心 照 看 ，到 了 八 月 十 五

基 本 长 大 ，即 青 年 鸡 ，也 叫 半 大 鸡 子 。 所

有 母 鸡 ，留 下 生 蛋 ，卖 钱 换 盐 ，补 贴 家

用 。 至 于 公 鸡 ，除 了 留 下 一 只 当 种 鸡 ，兼

职 司 晨 打 鸣 ，其 他 都 不 受 待 见 ，在 不 长 的

时 间 里 ，一 只 接 着 一 只 被 宰 杀 ，或 招 待 远

道 而 来 的 尊 贵 客 人 ，或 赶 在 八 月 十 五 成

为庆祝团圆的节日美食。

中秋吃鸡，是一饱口福享用美食，也是

传 承 传 统 文 化 。 古 人 特 别 重视鸡，称它为

“五德之禽”，《韩诗外传》说，鸡头上有冠，

是文德；足后有距能斗，是武德；敌前敢拼，

是勇德；有食物招呼同类，是仁德；守夜不失

时，天明报晓，是信德。因鸡与吉谐音，民间

更是将鸡视为吉祥之禽，有大吉大利、吉祥

如意、金鸡报晓、雄鸡报捷、金鸡迎春、鸡鸣

富贵、闻鸡起舞等诸多美好寓意。

八 月 十 五 吃 鸡 子 ，不 管 煮 炖 ，还 是 熬

炒，用的都是铁锅，烧的皆是柴火。至于烹

饪之法，通常有三种：一是清炖，特点是原

汁原味，汤鲜味美，重在喝汤水，吃肉是其

次。杀罢鸡子，滚水褪毛，清洗干净，掏空

内脏，剁成块状，放到锅中，加适量水，丢入

花椒、八角、生姜、辣椒等作料，先大火，后

小火，煮至肉烂汤浓，一人盛上一碗，饼馍

泡到碗里，有汤有肉有饼馍，汤浓肉香馍劲

道。也有人家，喜欢囫囵鸡子大火炖，直炖

得 鸡 肉 鲜 香 入 味 ，软 烂 不 柴 ，筷 子 一 扎 就

透，一挑就离骨，熄火揭开锅盖，撒些葱花

芫荽，盛至碗中，吃肉喝汤。

第 二 种 方 法 是 做 黄 焖 鸡 蒸 碗 ，又 叫 扣

碗 。 把 盐 、小 麦 面 和 粉 芡 掺 到 一 起 ，搅 成

面 糊 ，再 把 洗 干 净 的 整 鸡 剁 成 小 块 ，倒 入

面糊中拌匀，丢入烧热的油锅里炸。炸至

金 黄 ，捞 出 鸡 块 ，控 油 放 凉 ，分 装 碗 内 ，浇

上 事 先 调 好 的 料 汁 ，放 上 花 椒 、八 角 、葱

段 、姜 片 、辣 椒 ，装 入 笼 箅 ，开 火 蒸 制 。 因

为有诸多作料加入，蒸熟后的黄焖鸡块香

味 浓 郁 ，肉 烂 好 咬 ，肥 而 不 腻 ，老 少 皆 宜 。

吃的时候，从冒着热气的笼箅上端下来装

有鸡块的碗，手腕翻转，倒扣到盘子上，再

撒上芫荽点缀，看上去圆润美观，吃起来软

香味美。

第三种是熬炒就馍吃，把切成碎块的鸡

肉在热锅里煸炒，放入葱、姜、蒜、盐等作料，

其特点是肉香味道好，可配多样菜。譬如，晒

干的干豆角、萝卜缨、马齿苋，放到锅里当配

菜，蘸满汤汁熬炒后，香气浓郁，口感劲道，吃

起来味道不比鸡肉差。

中秋节这天，支鏊子，烙饼馍，一来泡到

鸡汤里吃，二来就是赶时间。八月十五正逢

秋收农忙，乡谚说“秋忙秋忙，绣女出房”，就

连平日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绣女，都要放

下手里的活计，下地帮忙掰玉米、杀芝麻。

发酵面，蒸成馍，耗时间，又麻烦。粮食收不

到家里，心里着急似火烧，庄稼人恨不得吃

住 在 地 里 ，没 有 空 闲 ，更 没 有 精 力 发 面 蒸

馍。相比而言，烙饼馍简便易行，省时方便。

搲几瓢面，盆里一倒，舀些水，和成团，不用发

酵，鏊子一支，不大工夫就能烙成。

巧妇烙饼馍，是厨艺，更是杂技。小擀

杖拿在手中，娴熟轻巧，转眼间，核桃大一

块面团，擀成一张圆周周、白生生、薄溜溜

的面饼，如银盘，似满月，白如雪，用小擀杖

轻轻一挑，稳稳落在鏊子上，翻上两翻，起

泡即成。饼馍可卷百样菜，随便拿张，托在

左手，右手执筷，夹菜均摊馍上，一折一卷

即成。吾乡中秋吃烙馍，意在表达天上月

圆、人间团圆的美意。还有一种说法，旧时

月饼制作成本高、卖得贵，唯有富裕人家才

能吃上，穷人没有钱，买不起月饼，就用杂

面掺点小麦面烙个饼馍，应应景，象征全家

老少团圆，寄托美好生活期盼。

八月十五杀小鸡
◇ 梁永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