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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牛超/文 彭程/图

黄辉是位自行车骑游爱好者。只要
遇到节假日，他总会背起行囊和骑友一起
外出游玩，近则鲁山、叶县，远的都跑到了
省外。但中秋节时，他却很少外出。“这是
个全家团聚的日子。”黄辉说。

回忆起他们上世纪60年代所过的中
秋，黄辉感慨万千。

黄辉兄弟3人。在上世纪60年代，因
父母都有工作，他们家的生活并不是很困
难。“当时的月饼一个有斤把重，里面包裹
的冰糖都有指头肚大小。”黄辉说，每到中
秋节晚上，一家人都会聚在一起。父母拿
出月饼、果脯，也会弄俩菜摆上桌，先敬月
亮，祝福家人团团圆圆，然后将月饼分给

大家。拿过月饼，大家慢慢吃、细细品，那
个滋味让人回味。

黄辉说：“当时，不是每个家庭都能吃
上月饼，吃不到月饼的家庭就用圆圆的糖
饼代替。”

“那时物质条件比较匮乏，没什么好
吃的，月饼也只有在过中秋节的时候才能
吃到，而且当时的月饼种类比较少、制作
工艺比较粗糙、月饼的馅料也比较单一，
最常见的是包有青红丝的月饼。”黄辉说，
由于当时油水比较少，饮食结构比较单
一，月饼是用猪油做的。所以那个时候，
大家都很期盼过中秋节，因为可以吃月
饼，补充平时的油水不足。

后来兄弟3人都成了家，但每年中秋
节，他们还会回到父母家，“一大家子坐在
一起，吃顿团圆饭。”

“现在过中秋节好吃的东西太多了，
大家对吃不太期盼了，主要是享受家人团
聚的幸福。”黄辉说。

60后：盼中秋补油水

□本报记者 高红侠

刘柯的老家在周口市鹿邑县农
村。以前，她的父亲在鲁山县原江河
机械厂上班，是一位军代表，平时工作
忙很少回家。四岁前，母亲带着刘柯
和比她大几岁的姐姐一直生活在农村
老家。在她四岁那年，母亲带着她们
姐妹俩一起来到父亲所在的工厂生
活，成了随军家属。

“每年中秋节，父亲都会带回来月
饼，有豆沙馅和枣泥馅的，有时还有五
仁馅的。”刘柯说，小时候，她和姐姐都
盼望着过中秋节，因为有最爱吃的枣
泥月饼。“每次分到一小块月饼后，我
和姐姐就躲在一旁轻轻地咬上一小

口，然后再慢慢嚼，最后缓缓咽下。”
刘柯回忆说，当时一盒月饼只有

小小的8块，全家6口人（奶奶、小姨和
他们一起住，奶奶分两块）分完之后只
剩下一块月饼。“我和姐姐吃完分得的
月饼后，眼巴巴地盯着那块剩下的枣
泥馅月饼，馋得直流口水。母亲见我
俩的贪吃样儿后，嗔怪着把月饼一分
为二给了我们。拿到属于自己的半块
儿月饼后，就偷偷地把月饼藏在一个
地方。每天放学回家后吃一点儿，这
半块儿月饼要吃上好几天。”

1988年，刘柯的父亲转业来到平
顶山市区，他们全家人也随其来到市
区。后来，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市面上出现了莲蓉、蛋黄等各类月
饼。但直到现在，刘柯还特别想念儿
时吃的那种枣泥馅月饼。

如今刘柯和姐姐都已成家，但每
年中秋节，她们仍会携家带口回去和
父母一起过中秋节，重温儿时的感觉。

70后：半块枣泥月饼要吃好几天

□本报记者 王民峰/文 张鹏/图

随着时代的发展，月饼也变得百味万
相，但80后的肖寒仍对儿时吃过的老式
月饼念念不忘，尤其是月饼里冰糖的味
道。9月23日下午，在市区曙光街西段，
肖寒对记者说：“老式月饼不仅是一种食
品，还承载了很多美好的生活回忆。”

在肖寒的儿时记忆中，市场上能够买
到的似乎只有五仁月饼，里面包着青红
丝、冰糖、芝麻等，外面用草纸包装、草绳
捆绑、上面放着一张红色封签。中秋节那
天晚上，一家人围坐在院子里，一边赏月
一边吃月饼，特别惬意美好。

“那时候，空气质量好，星星也特别
多，总幻想着能看到嫦娥穿着飘飘仙衣飞

到月亮上。”肖寒说，她最喜欢吃老式月饼
里的冰糖，吃月饼的时候都把里面的冰糖
抠出来，先吃小的，大的捧在手里舍不得
吃。“高兴得半天合不拢嘴，一小点一小点
地吃，感觉特别幸福。”

小时候，肖寒最喜欢中秋节前串亲
戚，带着鸡蛋和月饼，坐在二八式自行车
前面的大梁上。“到了亲戚家，腿都坐麻
了。那时候没有电话，走亲戚都是提前约
好的，今年你去我家，明年我去你家，感觉
可好玩，还能吃上肉。”肖寒说。

现在的生活越来越好，吃的月饼越来
越高档，但肖寒总觉得妈妈做的月饼更有
味道。“俺妈做的月饼是蒸出来的，一层一
层的，像千层饼一样，里面有好几层馅
儿。”肖寒说，这是传统月饼，象征着团圆。

最近几年，肖寒和家人都会以旅游的
方式过中秋。去年，她们一家人去了海
南，“在海边看月亮，感觉特别诗情画意，
特别浪漫，特别美！”

80后：念念不忘老式月饼里的冰糖

那些年，我们记忆里的中秋节

□本报记者 杨元琪 文/图

“一家人在一起吃吃饭、聊聊天，
再看场电影。”昨天中秋节，90后辣妈
李梦雯就是这样过的。

昨天下午，记者来到矿工路中段
李梦雯家，他和老公贾明星、闺蜜李消
刚看完电影《港囧》，三个人还沉浸在
喜悦之中。刚满一岁的女儿诺诺才学
会走路，在家里跑个不停。

“小时候家里住平房，有院子，每年
中秋节全家人围在一起吃月饼、看月
亮，总有说不完的话题。”说起儿时记忆
中的中秋节，梦雯滔滔不绝。她告诉记

者，长大后，上了大学，有时中秋节不能
和家人过，就和身边的同学一起庆祝。
现在成家了，曾经的平房换成了楼房，
看月亮突然成了一件难事，有些小遗
憾，但团圆是必不可少的。

据了解，梦雯大学毕业就结了婚，
2014年8月10日，女儿诺诺出生了。梦
雯成了一位全职妈妈，每天的生活就是
围着宝宝转。

“今年中秋唯一的区别就是我有
宝宝了。”梦雯告诉记者，昨天一大早，
一家三口就起床了，先是喂宝宝吃饭，
然后收拾行装，中午回娘家吃饭。第
一次带宝宝回娘家过中秋节，两年不
下厨的父亲终于肯露一手了，红烧排
骨、大闸蟹……全家人享受了一顿中
秋大餐。吃过午饭，在家稍作休息后，
梦雯与老公、闺蜜去看了场电影，晚上
他们还要回婆婆家吃饭。

90后：第一次带着宝宝过中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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