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当中秋节来临之时，
我的脑海里便浮现出那块月
牙儿似的月饼……

小时候，物质匮乏，人们
的生活还很艰苦， 然而在那
艰苦的岁月里， 欢乐和幸福
并不缺少， 但浮现在我的记
忆中那半块月饼像一张永不
褪色的图画， 闪烁在我记忆
的星空。

我出生在农村， 由于父
亲常年在外地工作， 母亲一
个人承包了十来亩地， 家里
家外母亲是“一把手”。 那年
中秋节家里种的二亩芝麻正
好成熟，一连几天，母亲都在
忙着收割芝麻， 也来不及到
街上买月饼。

我们家种的那块芝麻长
势喜人， 齐腰深的地里掺杂
着一些早熟的芝麻， 那些熟
透的芝麻蒴都微微裂着小嘴
儿，经南风一吹，那些微张的
小嘴就会裂开， 洁白的芝麻
粒儿像河沙一般落在地里。
几天以来， 母亲都会早早起
来， 趁着露水收割早熟的芝

麻以减轻损失。 中午，母亲坐
在地头， 吃了一个随身带来
的大白馍，喝了两碗茶，顶着
中午的阳光，又开始干活了。
母亲后背上的芝麻碎屑和灰
尘经过汗水的浸润， 牢牢地
吸附在衣衫上， 额头上沁出
的一道道汗渍， 我被母亲的
辛苦感动了， 不忍心再催促
买月饼的事。

夕阳西沉，暮色笼罩大地
母亲才收工回家。到家后也顾
不上疲劳， 她先把面和好醒
着， 再淘洗芝麻准备炕干饼。
在家乡，大家都要在八月十五
晚上用新芝麻炕干饼的。

当村庄上空炊烟四起时，
孩子们都在等待大人分发月
饼，而此刻我内心却充满着无
限的失落。我一个人来到屋子
后面， 企图排遣内心的不悦，
本家的大哥刚好拿着半块月
饼走过来，我用羡慕的目光望
着大哥手中那块儿月饼，他一
下子就明白了我的心思。“你
们家买月饼了吗？ ”我有点羞
涩地把头摇了两下。只见大哥

从那半块月饼上掰下一点放
进嘴里，然后将剩下的小半块
递给我，接过大哥递来的月饼
也顾不上说声感谢的话我连
蹦带跳地回家，想让母亲也尝
尝。当母亲看到我手中捧的月
饼，问明情况后说：“你大伯家
七八个人一共买了两块月饼，
你大哥一年分到这一份月饼，
却让你个馋嘴猫分吃了……”
听着母亲的话，我有点儿不好
意思了，但闻着那块儿散发浓
浓香甜味的月饼，一种前所未
有的喜悦裹着幸福的甜蜜弥
漫在我的心头。

明亮的中秋月下，我用
鼻子一边慢慢嗅着，轻轻咬
上一小口慢慢咀嚼着，让那
不可言喻的美妙感觉蔓延
开来……

春去秋来岁月稠，时光
染白少年头。 我的人生中
过了很多中秋节， 唯独那
半块月饼也承载着特殊的
意义 ， 经历岁月的沉淀与
发酵，像一瓶陈年老酒，历
久弥香……⑦3

又见中秋
□王红

中秋夜，屋里摆放着各式月饼，苹果、香蕉等水果飘
着清香。 院子里，凉风习习，熨帖着每一个毛孔。 圆月高
悬，仿佛夜的眼睛窥视着人间。 不由想起一句诗：“堂前
月色愈清好，咽咽寒蛩鸣露草”，如此清好的月色不由把
我拉回到记忆的深处———那个月色如水的中秋节。

40 年前，我十来岁，扳指头数着的中秋终于到来了。
中秋夜，明月高悬，院中仿佛荡漾着一池银色的秋水。 妈
妈照例把小桌子搬到院子里，摆上一个大茶壶，几个小
茶碗，放上自家煮的花生、蚕豆。 几个大红枣反射着月
辉，闪射着诱人的光芒。 没有苹果，苹果对那时的我来说
是一个传说。 我只记得到了城里上师范时候，班里办晚
会，才第一次吃到大苹果，咬了一口，又甜又香，还心想：
苹果原来这么好吃？ 也没有看到月饼，妈妈不是说今年
要准备月饼的吗？

妈妈在院子里走来走去， 我跟在妈妈后面跑来跑
去，缠着妈妈问：“今年有月饼吃吗？ ”妈妈只说：“快过
去，碍事！ ”

我仰起小脸又问：“那到底有没有月饼呢？ ”
妈妈不耐烦地说：“有，只有一个。你吃吧，哥哥姐姐回来

可不许说。 ”
我蹦起来，拍着手，笑成了一朵花，高声回答：“我不说！”
妈妈把月饼给我，我双手接住，这是一个金黄的月

饼，上面刻着一些花纹，还写着“五仁月饼”几个字，我抚
摸着月饼，左看右看看不够。

妈妈催我：“快吃，一会儿哥哥姐姐就回来了。 ”
我咬了月饼的边儿， 柔软的淀粉的清香直入肺腑，

好吃极了。 我把月饼边缘啃完了，花生、冰糖等果仁露了
出来，里面还夹杂着一些红色、绿色的细长的条条，我咬
了一口，甜得腻人，感觉嗓子一紧，“啪”地全吐了出来。

妈妈忙问：“怎么了？ ”
我哭丧着脸说：“太甜了。 里头的馅不好吃。 ”
妈妈拿过我吃剩下的月饼，它的边缘像几个参差的

月牙儿，龇着嘴怪笑。 五仁儿仍然鲜明地保留着，宣告着
月饼的主权。

妈妈叹了口气说：“真糟蹋东西，这个月饼还是你爸
爸特意买的，怕你们说我们今年又不买月饼。 ”然后，心
疼地把它放在厨房的案板上。

不一会儿， 哥哥姐姐回来了， 姐姐看了一眼桌子，
问：“妈妈，今年有月饼吗？ ”

妈妈说：“没有。 ”
姐姐嘟囔 ：“去年说今年会有月饼的，怎么又

没有？ ”
我听到了月饼两个字，全然忘记了妈妈的嘱托，

跑到姐姐旁边显摆：“月饼吗？ 俺都吃了， 你都没
有！ ”还张着嘴使劲嚼了几下。

姐姐突然发怒了，厉声喝道：“滚！ ”
哥哥也走过来， 把我推倒在地恶狠狠地说：“月

饼在哪儿？ ”
妈妈把我拉起来说：“你真多嘴！ 亏不亏？ ”
我哭起来了，小院里硝烟弥漫，而我站在烟雾的中

心。 月亮在云层间穿梭，似乎躲起来了。
妈妈走到厨房，拿出了那块我吃剩下的月饼，哥哥

姐姐看到月饼的样子，气鼓鼓地什么也不说。
妈妈丢下月饼说：“不吃算了，就这了。 ”
哥哥看了看月饼，没动。
姐姐看了看月饼，也没动。
许久，姐姐拿起，掰开，分给哥哥，“咱俩一人一半。 ”
哥哥接过，一口吞了下去说：“甜！ ”他的脸上荡

漾着笑意。
姐姐咬了一口说：“好吃，我最爱吃甜食。 ”
剩下的月饼很快被吃完了。 这时，小院里静谧如初，

澄澈的月光如水般倾泻而下，我们身披银辉，沐浴在温
柔的月光里。

如今，琳琅满目的食品就在眼前，却没有什么胃口。 然
而那个中秋，那个月饼却在我的心中散发着甜香。 最忆是
中秋，是清好的月色，是澄澈的亲情。 ⑦3 �

堂前月色愈清好
□尤红梅

秋来神爽兴致高， 月到
中秋古今情。 农历八月十五
是我国的传统节日中秋节。
中秋节与春节、清明节、端午
节是中华民族的四大传统节
日， 承载着深厚的民族文化
意蕴。

农历八月十五， 时日恰
逢三秋之半，故名中秋节；又
因为这个节日在秋季八月，
又称“秋节”“八月节”“八月
会”“中秋节”； 又有祈求团
圆、女儿拜月的信仰及习俗，
故亦称“团圆节”“女儿节”。
因中秋节的主要活动都是围
绕月进行的，所以又俗称“月
节”“月夕”“拜月节”。中秋节
的传说也比较丰富， 如：《嫦
娥奔月》《吴刚伐桂》《玉兔捣
药》等神话故事流传甚广。

中秋节吃月饼的习俗。
俗话说：“八月十五月正圆，
中秋月饼香又甜。 ”在我国，
过中秋都有送月饼、 吃月饼
的习俗。 月饼最初是用来祭

奉月神的祭品，月饼一词，最
早见于南宋吴自牧的《梦粱
录》中，那时，它也只是像菱
花饼一样的饼形食品。 后来
人们逐渐把中秋赏月与品尝
月饼结合在一起， 寓意家人
团圆。 到了近代，有了专门制
作月饼的作坊， 月饼的制作
越来越精细，馅料考究，外形
美观。 以月之圆兆人之团圆，
用月饼寄托思念故乡、 思念
亲人之情，祈盼丰收、幸福，
都成为人们的心愿， 月饼还
被用来当作礼品送亲赠友，
联络感情。

中秋赏月的习俗。 古代，
每逢中秋夜许多人家都要设
大香案，摆上月饼、西瓜、苹
果、李子、葡萄等时令水果，
其中月饼和西瓜是绝对不能
少的，西瓜还要切成莲花状。
在唐代，中秋赏月、玩月颇为
盛行。 在宋代，中秋赏月之风
更盛，据《东京梦华录》记载：

“中秋夜， 贵家结饰台榭，民

间争占酒楼玩月”。 每逢这一
日，京城的所有店家、酒楼都
要重新装饰门面， 牌楼上扎
绸挂彩， 出售新鲜佳果和精
制食品，夜市热闹非凡，百姓
们多登上楼台， 一些富足人
家在自己的楼台亭阁上赏
月，并摆上食品或安排家宴，
家人团聚。

露从今夜白， 月是故乡
明。 至今，在我们豫南桐柏地
区还延续着中秋之夜，城乡人
家设茶果、月饼于庭院，举家
一起赏月的习俗，以示庆祝秋
季丰收、阖家团圆之意。 还有
的人家，烙焦馍、炸麻叶、炸麻
花等，做出美味可口的传统节
日食品，举家品尝或者馈送亲
友。 此夜，人们仰望天空如玉
如盘的朗朗明月，自然会期盼
家人团聚。 远在他乡的游子，
也借此寄托自己对故乡和亲
人的思念之情。 正如古人所
言：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
思落谁家？ ⑦3

中秋月明古今情
□李修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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