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春亮
老家有一个老院落儿，闲置多年，院内杂

草丛生，枯枝败叶遍地。平日里总想收拾收
拾，但一时又找不到好的时机。这便成了我的
一块心病。

这桩心病完全来自于母亲。母亲今年已九
十五岁高龄，自父亲过世后，我便把她接到城
里跟我们一起居住。近期母亲虚弱多病，卧床
不起，嘴里还不停地唠叨着要回家、回家……

母亲经常念叨“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
窝”，她是想老家了。为满足老人家的心愿，退
休后的我，便随母亲从城市又搬回到农村老
家。至此，我便做起了“全职保姆”。

在照顾母亲的同时，看到院内闲置的空地
实在可惜。就想，辟块菜地，岂不妙哉？于
是，我就开始做前期准备。然，真要辟这块
地，谈何容易？我清楚，这儿地下全是砖渣瓦
块，上世纪八十年代家里拆旧屋建新房，拆下
的砖渣瓦块全埋在地下，上面只是薄薄盖了层
黄土。要刨，困难多多。

“有困难也要干！”我决心已定。
“谷雨”前一天，我准备了一应工具，开

始“破土动工”。我弓下身子，挥舞镐头，挖掘
砖渣；镐头一击，火星四溅；蹲下身子，把刨
出的砖渣瓦块一块一片捡拾。手掌上磨出血
泡，忍着；腰腿酸麻疼痛，忍着。整整一个礼
拜，在汗流浃背的劳动中，总算把地粗略打理
了出来。

施肥是种菜的关键。俗话说：“种地不上
粪，等于瞎胡混。”我从自家厕所内舀起粪便，
浇在事先掏好的地沟中，然后盖上土沤上几
日，便可做底肥用了。“地翻三遍，土碎如
面。”那块地竟被我打理得有模有样。依照时
令，我要在打理过的田畦里面种菜了。种菜不
像种庄稼那样，种庄稼一般是播种，种菜却是
可撒可点，还可以移栽；并要根据菜的成熟期
分个先后。别看就种那几棵菜，讲究多着哩。
例如四月种的猕猴菜三至五天就破土出芽，月
儿四十就可以下锅，“劳秋菜”如梅豆、丝瓜、
苦瓜、冬瓜，晚秋时才能收获。

管理，是种菜的重要环节。除照看母亲
外，我每天总是在园里忙碌着，或浇水，或除
草，或施肥，或捉虫，或喷药，忙得不亦乐
乎。人勤地不懒，菜很会给人脸上“贴金”，只

要你勤快，它回报得就快。十天半月，绿色满
园；月儿四十，生机盎然；三月俩月，瓜果飘
香。菜畸上；猕猴菜青翠欲滴，番茄红似灯
笼，青茄个头丰硕，辣椒红得耀眼。棚架上；
丝瓜根根绿得闪亮，豆角条条如帘垂挂，黄瓜
一身绒刺儿，尾上还带着未落的花蒂儿。望着
丰收之果，虽然汗湿衣裳，却不觉其热；双脚
沾满粪便，也不觉其脏；周身劳顿困乏，亦不
觉其累。这时，我会从菜地里摘出各类的蔬
菜，打包入筐，自家享用的同时，还经常送给
乡邻；有时也会带到城里，让亲朋好友品尝。
他们吃在嘴里，乐在脸上；我却喜在心头，享
受着种菜过程中特有的情趣和韵味。

我不是为了种菜而种菜，但却从种菜中
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收获。通过辛勤劳作，减
少了疾病的困扰，降低了我的高血糖，体质
得到明显增强，更重要的是为了生我养我的
老母亲。她始终不愿意离开家乡的故土，不
习惯于城市现代化的生活节奏，情愿回到老
家过那种平平淡淡的日子。我以种菜的方式
陪伴在母亲身边，为的是让她心里少一些孤
独和困惑，多一些幸福和欢笑，生活多一些

慰藉和依靠。
每次种菜时，母亲或坐在门旁的木椅上，

或坐在轮椅上，眼睛总是盯着我劳动的身
姿，随着我锄头的起落来回移动。我的每一
个肢体动作，都会引起她的兴致，换来她的
微笑。当她坐在轮椅上时，我把她从屋内推
到院子里种菜的地方，随时向她请教，而她
总是面带微笑，扬着手臂，指指点点的同
时，唠着她昔日种菜的经验和感受。有母亲
在身旁助阵，我瞬间又回到已经淡忘了许久
的少年时代，觉得自己仍是那个只想用劳动换
来母亲夸奖的孩子。

离家近四十年，种菜技术欠缺，但身在老
家，请教乡邻方便。与乡邻的接触多了，我们
逐渐消除了彼此之间的冷漠，拉近了彼此之间
的距离，找回了昔日丢掉的那份乡情，我在生
我养我的土地上，收获着关爱，收获着幸福，
收获着快乐，收获着长寿的密码。

不久前，母亲溘然辞世。我在悲痛之余，
由衷地感恩母亲，是她培养了我的劳动观念，
丰富了我的劳动实践，让我读懂了劳动创造财
富的道理，彻悟了幸福是奋斗出来的深刻内涵。

收 获

■易学难懂
坐在躺椅上，泡一杯铁观音在身边，手里

摩挲着包装精美的月饼，那圆润如墨玉，闪着
油皮子光的月饼，如工艺品一般。轻咬一口，
软嫩淡香，再好的美味大概也不过如此。

小时候见得最多的月饼是五仁馅。馅少而
饼硬，手掰不开，牙咬不动，即使狠下心咬一
口，满嘴冰糖花生瓜子仁等，软的硬的，嘎嘣
嘎嘣，生怕自己的牙齿被硌掉。月饼很甜，但
是我不喜欢。

后来，南街村开始制作“南街村”牌月

饼。改良过的五仁月饼，单个掂在手里，要比
传统五仁月饼稍轻一些，因为它的五仁馅更软
和，包裹的饼皮更松，跟酥饼差不多，有好多
气孔，是加了苏打粉发酵后形成的。轻咬一
口，满嘴满身都是饼渣子。虽然有点噎人，但
已经比传统的五仁月饼好吃多了。再后来，家
里的亲戚朋友开始送月饼礼盒给长辈，高档
的、硕大的月饼礼盒，红彤彤的大金字，无不
显示着豪华与气派。

中秋月夜，赏月吃饼必不可少。长辈会拆
开礼盒，和家人分享美味。盒内大多数是六七

块月饼，大的小的掺在一起，大的有半掌那么
大，小的有鸡蛋那么大，塑封包装，干燥剂填
充。拆开看，有豆沙的，有蛋黄的，有莲蓉
的，轻咬一口，软香甜糯。月饼礼盒虽然好
吃，量却不多，每人最多分食半块，已是足够
有福气了。

现在，私人定制月饼开始盛行。朋友从西
藏打电话到老家四川，定制月饼给我邮递到河
南。私人定制月饼可以看到月饼制作的整个流
程，用料讲究，工艺全靠用心，做出来的美味
不再单单是美味，还掺杂着情感，可能这才是

它的最珍贵处吧！我收到月饼后，立刻和家
人、朋友、同事分享，皆赞不绝口。分享，是
一件有意思的事情。

今年中秋，逛超市时，真空包装的散装月
饼琳琅满目；逛美食街小商铺，手工现做月饼
如火如荼。随便想吃哪个口味，都可以买到，
如果要选购礼品串亲戚，旁边有包装礼盒，直
接可以装箱，大众的口味、朴实的生活态度，
挺好。喝一杯铁观音泡的茶，吃一口月饼，赏
一轮亿万里之遥的圆月，怀念着心中最记挂的
人，也挺好。

月饼，月饼

■■儿女情长儿女情长

■薛桂梅
金风送爽，桂花吐蕊，月饼飘香，又是一

年中秋节。
以前，无论是想起、提起，还是感觉中秋

节的气息，我的心里都充满了无限的温馨和甜
蜜，觉得中秋节是人生中最幸福的节日。因为
生活再苦，只要有了中秋节，一切都变成了香
甜的月饼。现在，父母故去，甜蜜温馨的中秋
节对我来说多了些微的遗憾。

我们这一带，有中秋节拜访亲朋好友的风
俗，以前拜访亲朋好友的时候，很简单，只需
要提上二斤月饼，就是最好的礼物了。如果实
在买不起月饼，就把自己的新麦面发暄腾了，
再把花生芝麻炒熟炒香碾碎了，用发面包上加
了糖的芝麻花生碎，精致讲究的人家还会印上
精美的图案，在锅里蒸上半个钟头，就是非常
体面的自制面月饼了。

记得小时候，我对月饼的向往、思念、回
味，溢满了我的童年。因为母亲是孤儿，我的
父亲又没有姐妹，所以，我家没有给我们送月
饼的亲戚，也没有需要送月饼的亲戚，以至于
别人家亲戚送月饼上门的时候，我就格外羡
慕。如果听说哪个小朋友在家里吃月饼了，我

会羡慕得要死，甚至会突然和人家成为好朋
友，希望蹭一点月饼吃；吃不到，听人家讲讲
感觉、闻闻味道也是不错的。我也会因为一点
小事就突然和吃过月饼的小朋友翻脸，因为是
她勾起了我肚子里的馋虫，不仅挥之不去，而
且无药可治。现在想想，这就是典型的羡慕嫉
妒恨吧！

我第一次自己做主吃月饼，是上高中的那
一年中秋节，因为有了可以自己支配的钱，我
便早早就打定主意，省吃俭用，到中秋节的时
候，一定能省出买一块月饼的钱。

中秋节那天，我特意去了百货商店，像个
大款一样，财大气粗地说买月饼，售货员问好
了数量，用包装纸打包的时候，特意问我要不
要大红色的装饰贴纸。我当时想，好不容易才
买一次月饼，怎么能不要那个亮闪闪、有着银
色嫦娥奔月图案的大红纸呢？于是很肯定地说
要。那个阿姨奇怪地看了我一眼，再次确认了
一遍，郑重其事地给我加了一个大红包装纸。
随后，她解释说：“如果拜访亲戚朋友，肯定得
要红纸，看起来漂亮、喜庆，还有仪式感；如
果自己吃的话，就不必了，因为红纸也是要花
钱买的。”我不记得加一张红包装纸是多少钱，

可我却一直记得我的懊悔：我花钱买了没用的
东西，父母还在家里面朝黄土背朝天地收获秋
庄稼，还在为我的学费而把汗珠子摔到地上，
我是个败家子，不仅想吃月饼，还花冤枉
钱……

那块月饼，我只吃了一点，且吃得没滋没
味。

我第一次吃到一块完整的月饼，是我在高
二那年。我的同桌家里生活富裕，离学校也
近，中秋节当天，她从家里带了两块月饼一起
分享。那是我第一次知道月饼还有二两半一块
的，因为我以前只见过半斤一块的。拿着小巧
玲珑、盈盈一握的月饼，闻着那香甜的味道，
再看看天上那一轮皎洁的明月，我觉得那晚的
月亮格外明亮格外圆润，月饼格外香甜，友情
分外纯洁。后来，我的那位同桌，随父亲去了
遥远的塞外，一别三十载，虽然没有联系过，
但每一年中秋节的晚上，无论身处何时何地，
都有她美丽的影子清晰地划过我的心海，泛起
一轮又一轮友谊的涟漪。

提上自己买的月饼给父母送去，是在婚后
的第一年。那时候，提着那象征我孝心的月
饼，觉得无比自豪和骄傲，觉得这一次母亲可

以敞开肚子、随心所欲地吃月饼了，再也不用
为了让家里人吃而自己只能忍着口水了，再也
不用没有足够的月饼支撑门面而忧心忡忡了。
我不由得加快脚步赶到家中，手捧香甜的月饼
递到母亲口中，亲热地说：“娘，你吃月饼。”

随着社会的发展，物质生活的富足，人们
的观念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年岁渐长，我和
母亲都变成了多脂肪、富态的女人，姐姐也被
糖尿病折磨着，所以我们对月饼变得敬而远之
了，甚至把这香甜的、都喜欢的月饼，当成了
洪水猛兽。

在母亲八十高龄的那一年中秋节，我来了
个彻底的改革——中秋节不再给母亲送月饼，
而是买了些水果饮料。本以为母亲也会支持我
的，可已经步入垂暮之年的母亲，固有的味蕾
让她像小孩子一样，仍然在期待着女儿的月
饼。事后，我无意中从邻居那里知道，母亲因
为没有吃到我送的月饼一直伤心不已。所以，
我们这些一心为了父母身体着想的儿女们，无
论肥肉、高糖点心、烟、酒等有多么十恶不
赦，如果年迈的父母想享用，还是顺着他们
吧！那样，父母的人生不留遗憾，儿女的心里
也不留遗憾。

中秋节随想

韦金榜：“啊？快说说听听！”
陈星聚看他是真的想知道，却有点不好意思

起来：“其实……”
韦金榜催促：“说呀！”
陈星聚无奈：“那小侄就献丑了！起头是：

八戒十劝到处传，社会平定都喜欢；一戒械斗睦
邻里，四海一家保平安；二戒……”

刚吟至此，韦金榜就拦住道：“停！走，到
书房去！”

“表叔……”
韦金榜不由分说强把陈星聚拉至书房案前

说：“我听着怪有意思，耀堂，快把它抄下来，
得空我拿去也让老爷子瞧瞧！”

陈星聚急忙推辞：“咋好意思在表叔面前涂
鸦呀！更不敢污了大帅的法眼呢！”

韦金榜道：“就是大帅问这事我才知道的
呢！再说了，早听说你的字好，我还没见过，正
好也给我这里留幅墨宝呢，快写！”

陈星聚见推辞不掉，也就不再谦让，来至案
前，见墨早已磨好，略作推辞，便在早已摊好的
四尺宣纸之上笔走龙蛇起来。也只是须臾之间，
书案上四尺整张一幅《八戒十劝歌》写就：八戒
十歌到处传，社会平定都喜欢；一戒械斗睦邻
里，四海一家保平安；二戒骄傲谦受益，和衷共
济心相连；三戒贪婪知足乐，不义之财手莫沾；
四戒淫欲固元气，身心双修享万年；五戒嫉妒能
上进，人人有长也有短；六戒贪吃俭为贵，丰时
莫忘灾荒年；七戒暴怒仁为本，心平气和三冬
暖。八戒懒惰勤为美，哪怕千险和万难。一劝爱
国固海疆，举起猎枪打豺狼；二劝忠孝骨肉亲，
养育之恩似海洋；三劝读书做君子，学习圣贤好
榜样；四劝家和万事兴，一代更比一代强；五劝
人品要端正，诚信处事人敬仰；六劝为富应多
仁，义举善行大发扬；七劝取财要有道，千万莫
有非分想；八劝心平气和善，不会吃亏和上当；
九劝修身固元气，精神旺盛体健康；十劝勤俭满
地金，家喻户晓齐传唱。

“嗯，真难为你了，把一团锦绣文章硬是化
成了乡间俚语，恐怕只有贤侄你能做出来了，
好！好……”韦金榜禁不住拊掌大笑起来。

台湾出事了
自那日见过韦金榜后，陈星聚的心绪就再也

平静不下来了。
其实，除了那块黄澄澄的“左”字令牌让他

感觉到无比沉重外，其他的关于琉球的事他大都
有所耳闻，凭他的直觉，他似乎对自己即将踏上
的道路有着一种难以名状的忧虑，不是怕差事完
成的难度，而是在担忧中国面临的内忧外患。

这天夜里，陈星聚草草用过晚饭，就把自己
关在由韦金榜特意为他安排的河南会馆的房间里
奋笔疾书起来。从他用的八行笺可以看出他是在
写家书。

写完最后一个字，陈星聚放下笔仔细浏览。
在旁磨墨的陈福看他看得仔细，便探头看了

看问道：“叔，您这写的是……”
陈星聚的眼睛并没有离开信笺：“这次怕是

又回不了老家了，就捎封家书吧，免得老母亲挂
念啊！”

陈福一惊：“啊？又回不去了？你就不想家
吗，叔？”

“想，我比谁都想啊！八年了，我还真的想
家了……”陈星聚说着就把信装入封套。也许是
被陈福说中了心事，他一下子陷入了沉思之中，
嘴里忘情地喃喃道：“老娘八十了，过了中秋节
就是她老人家的八十大寿了……”他的眼前幻化
出已经很久没有回过的中原老家，村庄，孝台，
大枣树，大院；他好像看到老母亲天天倚门相
盼，看到妻子拉着儿女每天都站在村头眺望。对
了，大儿子已经十三了，不知道功课是个什么样
子。小儿子……他当然不知道，他的小女儿已经
三岁多了。

陈福见他出了神，知道这位叔叔是真的想家
了。他不敢打乱他的思绪，就在身后小声道：

“那就回去看看吧，你不想奶奶，可奶奶想你
呀！”

陈星聚长叹一声道：“再等等吧，等我把朝
廷交办的事忙完，忙完咱就……”

陈福有些不以为然，就上前一步道：“忙！
忙！忙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呀？叔！”

陈星聚摇手止住了他的话头道：“我知道你
想说啥。放心吧，等忙完这阵子，叔就去求圣上
恩准。老太太快过生日了，咱回去给老太太拜寿
去，也让老太太看看你的新媳妇！”

陈福有点不好意思起来。
陈星聚却把装好的信拿给他道：“这封家

书，你明天到韦爷府上托人捎回去，他那里老家
的人来得多！”

陈福兴奋了：“好嘞！”
早朝散罢，参加早朝的朝廷要员陆续回到各

自的值房处理各自承担的朝中要务了。
像韦金榜这样品级的在部司官是没有资格参

加朝会的，但是，他必须每天按时来到兵部值房
和其他的司官一起看看折子，同时等着朝会结
束。

听到外面有了动静，韦金榜正要起身，却见
左宗棠已经气呼呼地进来了，急忙躬身侍立。左
宗棠也不说话，只是把帽子一把掼在案上，顺手
抓起案上的茶杯猛喝起来。

韦金榜待他略微平复，才小心翼翼地凑前：
“大帅？”

左宗棠没让他往下说就截住他的话头道：
“东洋人对台湾下手了！”

韦金榜一惊：“啊？”
左宗棠接着道：“前一段不说是有一艘琉球

船被风吹到了台湾，船上的人靠岸后又被当地的
生番杀了几个吗？本来这件事就有蹊跷，可现在
东洋人要就这个事兴师问罪。他奶奶的，你兴什
么师？琉球是咱大清的藩国，就是办人也轮不到
你小日本呀！现在朝廷已经派员去台湾把杀人者
都办了，可他们还是不依不饶，说是要派兵征
讨。这不是明显地要找借口夺咱们的台湾嘛！这
不，还装模作样派了使团来谈判，有什么可谈

的？自己没有血性，又没有拼死抗敌的决心，谈
判桌上咱就没有资本哪！”

他说的这事韦金榜知道，但他还不知道日本
人派人来谈判。他从老爷子的神色看出他很生
气，但一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

左宗棠却在此时长叹了一声：“唉！也怪我
朝参与谈判的几个蠢材话不经脑子就说出口，给
了日本人出兵的借口，气死老夫了！”说着又抓
起了茶杯，杯中袅袅的热雾中幻化出中日谈判的
场景来——

总理衙门，谈判桌前，中日两方对面而坐。
看来谈判进行得并不顺利。

中方代表户部尚书董峋冷冷道：“琉球自古
以来就是我大清藩国，就连琉球王室姓氏尚都是
前明洪武皇帝所赐。我大清历代皇帝均对琉球王
册封，而琉球则对我大清年年进贡。此次琉球船
漂至台湾，台湾番民杀了琉球难民，实属憾事，
然两地俱属我土，我们的人互相伤害，该如何处
理是我们的事，如何抚恤受害的琉球人，我朝自
有措置，何劳贵国操心？”

日方代表柳原前光却呼地站起，说出的话更
盛气凌人：“你说什么？你们对台湾只是管理了
一半，东部都是番民，并没有纳入你们政府的管
理，他们是独立的，而琉球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
领土，琉球人是帝国的臣民，现在他们在台湾被

害，你们为什么不把凶手交给我们？如果再不交
的话，我大日本帝国……”

董峋冷冷道：“你想怎么样？”
柳原凶相毕露：“你们不惩罚凶手，那就让

我们来！”
董峋霍地站起喝道：“你敢！我告诉你，不

但琉球是我们大清的，台湾更是我们大清的，谁
敢踏上我们的领土染指我们的内务，那是自己想
找不自在！”

看到二人恰如两只叨架的公鸡般掐了起来，
一旁参与谈判的吏部尚书毛昶熙急忙起身赔着笑
脸调停：“二位，二位，不要动怒，两国使臣代
表两国形象，不要失了面子嘛！坐，坐！”待二
人气呼呼落座，这才又没话找话说道：“其实
呢，琉球人在台湾被害，我们也很痛心，但是
呢，杀人者都是生番，都是些化外之民，未便穷
治，这个……”

柳原立即从他的话里听出可乘之机，不待他
说完就截住话头道：“那么毛大人就说说什么是
化外之民吧！”

毛昶熙却没听出眼前的这个小个子日本人的
话里机锋，随口就顺着他的话答道：“化外嘛，
就是没有归服王化，就是……”

他的话未说完，坐在日方谈判首席的日本外
务卿副岛种臣就发话了：“这么说贵国承认台湾
不是你们政府管辖了？这就好办了，你们不管，
我们管，我们大日本帝国向岛上问罪！记录在
案！”

毛昶熙一愣，这才明白自己掉入了日本人设
下的陷阱而急忙改口：“我不是这个意思呀，你
们怎么能这样啊？”然而，他看到面前的日本人
已经把自己话记录了下来，并且合上了案卷。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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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风词韵诗风词韵

■孙献伟
中秋节这一天
孩子们点起红蜡烛围坐在桌前
慈祥的老奶奶将月饼分给他们
在葡萄架下不紧不慢地
为孩子们讲嫦娥与吴刚的故事

苍穹中，从东方
飘来一个圆圆的铜镜
光线是那么的明亮
照得孩子们忘记品尝，手中美味可口的月饼

一阵清凉的风穿过夜的肌肤
在月光下，变成金黄
老奶奶和孩子们，不约而同地仰起了头
要看看月宫中的流光溢彩
还有秋色的丰收容貌

中秋月儿圆，望月亮，思故乡
禁不住回想起儿时的故乡
似乎在回忆中看到，那亲切的家乡明月
在母亲温柔的目光里，充满了缠绵和挂牵

中秋月圆

■肖丽苹

月亮高挂在苍穹，如玉般晶莹
撒下一地银光，幽幽照着家乡的方向
出城的高速在路上拥堵
祝福的微信在手机里塞着车
喧嚣的宿舍，热闹的街道
我坐在魔都的楼顶

月色如水，抚摸着我，清凉又静谧
仿佛闻到了母亲的清香
圆月如镜，一滴热泪流到唇边
不知道是喜悦还是哀伤
摩诃般若波罗蜜多，请把我带到彼岸

请把我带到彼岸

■谢志刚
带着风，携着雨
装满丝丝凉意，怀着无限的遐思
秋来了

屋檐下玛瑙般的辣椒串
南坡上累累果满园
有笑弯了眉的庄稼汉
还有少女一样羞红了脸的高粱
像一位着盛装的贵妇人
秋袅袅婷婷地走来了

与风缘定三生的红叶
不顾家的挽留，义无反顾地告别了枝头
高天流云，寥廓万里
叶儿和风儿牵着手，去追寻自己的自由

皓月当空照在游子的心头
睡梦里一句深情的问候
北方的鸿雁，南国的红豆
秋天是十里长亭的一杯醇酒

秋的遐想

■■心灵漫笔心灵漫笔

■■别样情怀别样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