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约撰稿人 邢德安
1980 年的中秋节，是我记事以来，

我们家过得最丰盛的一个中秋节。
这一年，因为农村已经土地承包到

户，收获的粮食明显比往年多，只得又
买了两个塑料粮食屯。七十多岁的老母
亲抚摸着冒尖的粮食屯激动地说：“俺这
一辈子也不曾见过家里面有这么多的粮
食。”

这一年的中秋节，我奉母亲之命，
破天荒地割回了一大块肉，买了两斤月
饼，准备痛痛快快地过节，妻子还蒸了
一大笼白面“锅盔”。母亲说：“过去，
大户人家过中秋节也不过如此，像我们
这些庄户人家是想也不敢想的。”

在此之前，我对过中秋节没有太深
刻的印象，尽管很多人都非常重视中秋
节，但由于那时生活贫困、收入低下，
即使有心想过，也没那个条件。至于吃
饼赏月，似乎只是传说中那些豪门富户
或文人雅士的事情，所以，过节的意识

也就非常淡漠了。据我所知，在中秋节
来临之即，民间有蒸“锅盔”的习俗，
就是那种如冰盘大小的圆形馍馍，里面
夹层中可以包上白糖或芝麻盐之类的东
西，是走亲访友作为礼品用的，由于粮
食短缺，也只能是象征性的蒸上寥寥几
个，其余则是黑杂面菜包和红薯包。

1980 年前后，我发现，不只是我
家，左邻右舍都对过中秋节重视起来
了。节日期间，人们提上月饼等礼品互
相拜访，互致问候，述说这一年的收获
和变化。国家把中秋节以法定节日的形
式固定下来以后，节日的气氛就更浓
了。当然，我知道，这一切皆源于人民
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而生活水平的提
高又是改革开放带来的红利。当脱离了
温饱的农民们走向琳琅满目的食品市
场，看到那久违的月饼、糕点，就如一
位饥肠辘辘的汉子看到了冒着热气的可
口饭菜一样，尽情地挑哇、买呀，恨不
能把整个食品市场搬回家。那种心情，

只有经过苦难日子的人才会知道是什么
滋味。

随着时光的推移和社会向前发展，
好东西越来越多了。就拿月饼来说，花
样不断翻新，人们的消费意识也在发生
变化，不再满足于只讲实惠不问质量、
零称碎买的方式，而是转向了集高质量
与包装、观赏性于一体的高档品牌。最
近几年，情况又发生了新的变化，人们
似乎不再单一讲究物质生活的享受，而
是开始了对精神文化方面的追求。节日

期间，不再是大吃大喝，而是外出旅
游，饱览祖国的大好河山，陶冶自己的
道德性操，把无限的美好理想安排在有
限的节日时间里。

感叹社会的迅猛发展，更感谢党中
央的英明决策。自1949年毛主席在天安
门城楼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
在，已经过了整整七十年，在党的正确
领导下，全国人民正走在新时代奔向全
面小康、实现中国梦的大道上。又是一
年中秋到，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又是一年中秋到■■流金岁月流金岁月

■特约撰稿人 王晓景
老 陶 叫 陶 金 昌 ， 今 年 77

岁，比我父亲大了 15 岁，按年
纪我该叫他陶大爷；老陶退休前
曾任县文联副主席，对于我这个
文学爱好者来说，该尊他一声陶
老师。但是见过他本人后，我保
留了和村民一样的称呼：老陶。

尽管将近杖朝之年，可老陶
并不显老。许是之前当过兵的缘
故，老陶无论是站还是坐，姿态
都很端正，即使开着小电三轮
车，腰板依然挺直。理得极短的
平头，竖起的白发和人一样透着
精气神儿。见人就是哈哈大笑，
声音洪亮，底气十足。保持这样
状态的人，心里定是不服老，也
不认老的。知道老陶，是缘于他
的大院。听说，自 1998 年从单
位 退 休 后 ， 老 陶 先 用 10 年 时
间，在自家宅基地上建了一个乡
村文化大院，又用 10 年时间，
利用大院开展各种活动，为附近
村民提供读书下棋、品茶聊天的
好去处。用老陶的话说，就是让
下里巴人也感受阳春白雪的生
活。

二十年的光阴，说长不长，
说短不短，坚持去做一件有益他
人的事情，并非那么容易。处暑
后的第二天，恰逢周末，我怀着
敬重与好奇，携友走进老陶的大
院一探究竟。

一
在周围几幢两层小楼的之

中，老陶红砖围成的院子极其普
通。若不是大门上方用黄漆写着

“湾陶村文化大院”几个大字，
会让人以为是不起眼的陈旧民
居。推开院门后，却发现别有洞
天。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条绿色
走廊。两棵手臂粗的凌霄花肆意
攀缘，翠叶团团如盖，遮出密密
的荫凉。几朵橘红色的花散乱落
在地面，大有“满地凌霄花不
扫，我来六月听蝉鸣”的况味。
廊顶附着的还有丝瓜蔓和苦瓜
藤，三两步便有修长的丝瓜和凹
凸的苦瓜炫耀似地垂下来。绯红
的大枣和石榴带着诱惑，掩在叶
下犹抱琵琶半遮面。

这田园诗意的走廊，还是老
陶特意打造的文化长廊。廊下八
根柱子，有内容不一的八副对
联，记得其中一副是“文化教育
人为本，道德培养爱至上”；廊
柱与廊柱之间，悬挂着定制的彩
色版面，有 《湾陶村村歌》《湾
陶村姓氏歌》《湾陶村大学生光
荣榜》《湾陶村历届村支书名
单》。几米长的走廊，可观，可
赏，可玩。我们走得很慢，时而
驻足细看，时而发出感叹，像进
了大观园一般。

走廊西边，挖有一个小的方
形荷花池，两枝荷花微绽，娇俏
可人，六支莲蓬风中微动，别有
意境，老陶专门为这荷花池写过
一篇 《荷花赋》。走廊东边，种
了大片的洋姜，绿色的茎东倒西
歪。洋姜地旁是一丛翠竹，亭亭
中生出几许幽意，老陶也为这丛
竹子写过一篇 《翠竹咏》。竹子
下面藏有两只肥母鸡，低头在草
丛里东刨西划，见到来人，小眼
睛里立马闪烁出警惕的光芒。

老陶见我蹲在树下的草丛旁
许久不站起来，哈哈大笑：“你
们这真是银环下乡，对什么都感
觉新奇，看来朝阳沟里的戏剧人
物一点也不夸张。”其实，我对
乡下不稀奇，倒是对这个布置得
像“百草园”的院落觉得新奇。

二
穿 过 走 廊 ， 就 是 “ 陶 然

亭”。这是在正屋前面的空地，
用铁皮瓦搭建的一个普通亭子，
取了诗意的名字。在 2009 年 2
月，也就是大院建成后的第二
年 ， 老 陶 写 了 一 首 《咏 陶 然
亭》：“少小贫寒老得安，苦心躬
耕五十年。今建凉亭赤子心，寸
草欲报三春天。但愿桑梓知吾
意，相聚亭内多陶然。品茗对弈
话沧桑，赏菊咏梅读圣贤。”从
这诗里面，我读出了老陶的愿望
和希冀，读出了他的意气风发。

凉亭下杂物堆积，棋盘上的
残局，不知是何时留下的？母鸡
在桌上的旧衣堆里，下了一个
蛋。看来这院子里的鸡也是陶
然，愿意哪儿下蛋，就在哪儿做
窝。亭子旁边各有一个水泥大
缸，里面养了泥鳅。老陶说，等
到筷子粗细的时候就可以吃了，
炸了下酒，炖了佐饭，是好东西。

老陶特意给我播放了他珍藏
的碟子。那是 2010 年县电视台
专门为这大院、为老陶录制的一
个宣传片，让我看到当初大院建

造的过程。当时，老陶的老伴儿
拿出25000元的积蓄，儿子寄回
在深圳打工挣的40000元钱，湾
陶 村 一 位 孤 寡 老 人 送 来 2000
元 ， 驻 村 的 干 部 送 来 4500
元……这院子，算是大伙一根梁
檩、一片砖瓦、一块预制板、一
袋水泥、一棵树、一株花，如燕
子衔泥般筑起来的。

看完碟片，想起老陶写的村
歌：“千年颍河万年水，人杰地
灵湾陶美。陶梁孙黄和马杨，就
像一家新兄妹。相濡以沫渡难
关，喜事同欢共举杯。勤奋好学
人有志，勇于攀登敢作为。商海
弄潮不畏险，开拓施展大手笔。
教子成才父母心，后生展翅能高
飞。继往开来团结紧，为建新村
显雄威。试看将来咱湾陶，前程
似锦更光辉。”

三
问到建院的初衷，老陶絮叨

着给我们讲起一段往事：“我母
亲是郏县人，当年日寇侵华占领
郏县时，随人逃难，路过这里实
在跑不动了，就在湾陶村里落了
户。我舅舅就是被日本人杀死
的。当时日本人让他去捉鸡，他
不愿意，转头跑时，被鬼子用刺
刀捅死了。我母亲一路逃命，来
到湾陶后，嫁了人。那时候结婚
嫁人很简单，能有口饭吃，能有
个安身的地儿就行了。”老陶的
父亲早逝，因为妯娌之间的矛
盾，母亲在这待不下去了便带着
年幼的弟弟改嫁他乡。成了孤儿
的老陶，吃百家饭穿百家衣，还
在乡亲的资助下，读完小学六年
级，16岁时被村支书陶驴昌推荐
参军……老陶回忆往事时犹如神
助，那么早的事情，那么远的故
事，那么靠前的年份，甚至孩提
时的事情，他回忆起来也毫不费
力。老陶念叨自己最年轻、生命
里最好的几年，是他 16 岁到 24
岁从河南老家到湖北武汉当兵的
几年。16岁去武汉当兵，正好赶
上部队学文化，老陶的星期天基
本都在图书馆里度过，第二年就
在《湖北日报》发表诗歌。老陶
提起第一次收到 18 元的稿费，
仍是一脸激动，因为那时候一个
月的工资才6元。写作让老陶从
普通战士成为宣传队长，看到的
世界越来越大，活动范围越来越
大，每天吸收着外界给他的新鲜
信息和知识。退伍转业到县剧团
担任编剧，后又担任县文联副主
席。

“建这大院是感恩乡亲，感
恩党和政府。人生路上，任何一
个节点出偏差，就没有后来的
我。”老陶在动情之处落了泪。
原来，人生的轨迹只有在一定年
龄时回过头来才能看到，这条弯
弯曲曲的轨迹上有一些拐点，或
大或小，或明或暗。有些拐点是
社会强加给你的，不可抗拒；有
的则是从内里自我改变，由此成
功完成自己的愿望。

四
大院建成后这些年里，村里

的孩子在这儿读过书、猜过谜，
老人在这儿赏过月、吃过饼，壮
年人在这学过种养殖、看过普法
剧。老陶也收获了不少荣誉，县
里的、市里的、省里的，从“感
动漯河2009年度人物”“十佳五
老人员”，到“全省离退休干部
先进个人”“新时代乡贤”……
这些奖杯和证书，老陶就放在大
院的正屋内，让人随意翻看。

书柜里的书，已经霉变，想
是已有两年没有晾晒的缘故，积
存的潮气和霉味经久不散。我没
有向老陶问起，也是不忍问起，
毕竟快 80 岁的人了，那些书搬
挪腾放，都是极费劲的力气活
儿。离开时，老陶交给我一个剧
本，是根据当前扫黑除恶形势写
的 《审爹》，薄薄的几页纸拿在
手里觉得沉甸甸的。“我感觉时
间不宽裕，如果再给我三十年的
时间，我还要干更多的事情。”
暮年的老陶，仍志在千里。

回去的路上，田里的玉米正
在茁壮成长，植株顶端披拂着的
红缨已渐转为灰黑色，豆子、花
生、红薯，也在一天天膨胀，一
天天饱满，只待秋凉，集体从田
野走向仓房。这是田园牧歌式的
家园，也是现世安稳、血脉相关
的故乡。我想起郑大新闻与传播
学院的一位教授说过的一段话：
人们习惯把过多的赞誉给予那些
所谓的文化名人，其实，我们真
正应该礼敬的，是那些在基层传
播文化的人、创造文化的人、传
承文化的人、热爱文化的人，正
是他们默默无闻的奉献，才撑起
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大厦。

老陶和他的大院

■特约撰稿人 陈猛猛
远离故土漂泊的游子
永远不敢提及中秋故乡的月亮
无边思念会被月光拉长
多年未归的人儿
一辈子都在躲避思乡的惆怅
抬头仰望中秋的月亮
曾经的那些孤独和思念
在月光抚慰下得到补偿

想起了月色下的那个村庄

皎洁月光照着母亲的小院
两只黄鸡蜷缩在扁豆架下睡觉
院子里老黑狗无比忠诚
尽责地守护满地银白的月光
故园家中兄弟姐妹都去了远方
父亲渴盼的目光在月光下伸展
明月千里遥寄相思万千
记忆中甜蜜往事在一轮圆月下
一遍又一遍浮现终究无法忘却
每逢想起中秋故乡的月亮
一团温暖的火焰就在心房燃烧

故乡月

■特约撰稿人 郑曾洋
姑姑给父母亲送来了几盒月饼，说

是广州的肉松月饼，掰一牙儿放入口
中，味道果然跟平常吃惯了的不一样。
不过说实在的，我还是喜欢小时候的五
仁月饼。

小时候，也许是因为家里穷，除了
盼过年，就是盼中秋。盼过年是因为过
年可以吃肉，盼中秋自然是因为中秋可
以吃上美味的月饼。

家在农村，农村的秋天，天空显得
空旷高远，颜色是醉人的蓝，蓝得似乎
能滴下水来，美得像童话一样。比童话
更美的，是那金黄的田野，虽谈不上到
处瓜果飘香，但如果说到处都能找到好
吃的一点都不夸张。绵软劲道的嫩毛
豆、爽滑甜糯的嫩玉米是儿时记忆里难
以抹去的美味，甜香的煮花生，喷香的
烤红薯，更是让人现在回想起来仍不禁

垂涎欲滴。中秋月圆夜，金黄色的圆月
爬上天空，跟着大人一起从地里回到家
里，在银白的月光下煮上一锅毛豆角、
嫩花生，或者在锅灶里烤上几根红薯，
美美地吃起来，那美味儿至今难忘。

不过比较起来，秋味儿最浓最美
的，还是月饼。对，就是那种酥皮五仁
的月饼，圆圆的扁扁的，外面是一层一
层半透明的皮儿，大约六七层吧。然后
渐入佳境，细碎的花生、核桃，还有芝
麻、葵花子仁、杏仁，被青丝红丝缠绕
在一起，各种的香甜，几乎都让舌头分
辨不出彼此，环绕成幸福的感觉。

这美味的酥皮月饼自然不是我家买
来的，而是姑姑送来的。姑父是工人，
家里条件好，中秋节前一般是初二就会
给我家送来月饼。那个时候我最盼望的
就是姑姑来，姑姑一来，我就会跑老大
远接住她，更准确地说是接住她的篮

子，里面有我盼了好久的酥皮月饼。月
饼用专用的糕点纸包成正方形，上面再
覆上一张嫦娥奔月的装潢纸，用绳子捆
扎，最后打个十字花。不过，月饼不是
随便就能吃的，因为父母还要用姑姑送
来的月饼去姥姥家走亲戚，往往给我家
留下没几块，还要一直放到八月十五那
天晚上才能吃。

记忆里，有好几次是八月十五晚上
在院子里剥玉米累了烦了困了，父亲一
句“吃月饼啦”，让我立刻困意全消，揉
揉眼蹦起来跑到屋里去吃日思夜想的月
饼。小心翼翼地吃着月饼，碎渣渣也舍
不得落在地上，所以吃的时候用另一只
手接着。先吃外皮的油酥，一层一层
地，品咂着滋味儿，再小口吃五仁的甜
香。最后，舔舔手指上的碎屑，意犹未
尽。

月饼一般是一人一块的。但母亲每

次都把她那块留给我和弟弟吃，她说她
不爱吃甜的。我当时很纳闷，竟然还有
不爱吃甜的人，这个人竟还是我的母
亲！那时候脑子简单，从来不去想那么
多，既然母亲不爱吃，那我就帮她吃，
所以我毫不客气地把母亲分给我的月饼
吃掉了，长大了才知道自己竟然那么蠢！

后来，我参加了工作，能自己挣钱
了，家里的生活也变得越来越像月饼一
样甜美。每逢中秋，我就给家里买美味
的月饼。月饼的种类也比以前多了好
多，除了五仁的，还有豆沙的、枣泥
的、凤梨的、哈密瓜的……现在还有肉
松的月饼。一种种月饼，连接了过去和
现在，把岁月煨成一杯香醇的酒。

又逢中秋，拿起一小块月饼放入口
中，品尝着月饼的味道，品尝着过去和
现在的岁月，感慨今天的日子就像这月
饼一样甜美。

镶嵌在月饼里的岁月

■特约撰稿人 安小悠
那时我还小，每到中秋之夜，月亮

便像白玉盘一样高悬在天幕上，清清凉
凉的月光洒满了整个院子。篱豆花开蟋
蟀鸣，风过处，花叶窸窣，在地上投下
斑驳的黑影，反衬得地上的月光更明
了。蟋蟀不间断唱着，仿佛知道这是中
秋佳节，迫不及待地要为之奏响祝贺的
乐章。

中秋不是平常日子，颇有仪式感。
奶奶先拿出四块月饼，均匀地摆放在白
瓷盘中，其上正中再摆上一块，供奉在
堂屋几案上，几案上有一尊观音和祖先
的牌位，前置一个小香炉。奶奶每逢初
一、十五必焚香祷告，中秋当天祈祷时
间更长。月光洒在奶奶银白色的头发
上，那银丝闪现出绸缎一样柔和的光
泽，月光和白发相融为一体，让人分不
清长在头上的是白发还是月光，仿佛月
光落在月光上……

那时只觉得奶奶滑稽，尤其是上了
中学，自以为学了辩证唯物主义，便全
然觉得奶奶那一套是封建迷信不足道。
如今思之，满是羞惭、愧悔。奶奶是心
有敬畏呀！等仪式结束，奶奶才让我们
几个堂兄弟姊妹吃月饼。那时月饼的品
种和花样远不如现在丰富，只有掺着红
丝绿丝的五仁月饼，五块为一斤，用牛
皮纸包着，上覆一四方小红纸，用细绳
捆扎。也有盒装的，相对名贵。那月饼
甜啊、酥啊，在物资匮乏的年代，吃一
口，终生难忘。如果谁在月饼里吃到了
大块冰糖，简直跟大年初一吃到包硬币
的饺子一样兴奋。

中秋之夜，月饼是必吃的。除此之
外，还要吃些葡萄、石榴、苹果、煮熟
的毛豆和花生等。一大家子男男女女、
老老少少近二十口人，中秋这天晚上都
要到奶奶的院子里来。全家人边吃东西
边聊天、边赏月。有时兴之所致，大

伯、二伯和父亲兄弟三人还要在月光下
喝酒。孩子们吃饱以后，有时围在奶奶
身边听她讲神话故事，有时组队比赛背
诵与月亮相关的诗词，有时竞相望月寻
找月中桂树、吴刚、嫦娥和捣药的兔
子，有时就在院里玩丢沙包和跳房子的
游戏……直到月上中天，月亮洒下越来
越厚的银粉，万事万物都如白天看到的
那般清朗，却又比白日多了一道诗意的
迷离。这全赖中秋之月过圆过大过亮之
故，月华流泻之处，全是人间好年景。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如
今，奶奶去世，父母叔伯渐老，堂兄弟
姊妹都已各自成家，天南地北，海角天
涯，能相聚的机会极少，每每想到这
些，我的心情不免怅然，亦有隐隐的疼
痛。幼时齐聚一处欢度中秋的情景只能
成为记忆中的往事，在以后的每一个中
秋之夜，只能作为暖心的炭火，驱除人
生孤寂之余，拿来温一杯岁月的绿酒。

月亮一点点攀升，往事无声，皎月不
语，举杯邀月，连饮三杯，为往事，为
亲人，为自己。不知从何时起，我也开
始学着奶奶的样子，对月祈愿，愿亲人
康健，愿岁月静好，愿国泰民安。

月光落在月光上

■马万里
风是一点一点开始凉起来的，毕竟

时令已中秋了。空气中不时还夹杂着一
股香甜的气息，深嗅一口，原来是街面
点心铺里烤月饼的味道。

中秋节吃月饼的习俗是从何时传下
来的，没人跟我讲过，后来读书多了，
我才知道月饼与苏轼的诗句“小饼如嚼
月，中有酥与饴”有关。翻遍史书，宋
朝之前好像是没有月饼的，关于月饼的
记载，始自南宋吴自牧仿北宋孟元老而
作的《东京梦华录》，记录南宋临安当时
风貌的《梦粱录》，书中说到了王孙公子
登轩玩月，酌酒高歌；铺席之家登小小
月台，安排家宴，团圆子女，以酬佳
节；那时的月饼已经成为面点，但中秋
团圆席上，还没有成为一种象征，当时
中秋食品主要是以吃蟹为主。最早真正
出现月饼的记载应该是在明朝万历、天
启年间太监刘若愚所回顾当初宫中事的

《酌中志》中。书中这样写道：八月宫中
赏秋海棠、玉簪花。自初一日起，即有
卖月饼者，加以西瓜、藕，互相馈送。
至十五日，家家供月饼、瓜果，候月上
焚香后，即大肆饮啖，多竟夜始散席
者。如有剩月饼，仍整收于干燥风凉之
处，至岁暮合家分用之，曰团圆饼也。
到了清朝时月饼已经是酥皮月饼了。袁
枚的 《随园食单》 里记录了两种月饼：

“刘方伯月饼”与“花边月饼”。刘方伯
月饼是当时官府用山东细面做酥皮，松
仁、核桃仁、瓜子和冰糖、猪油为馅。
花边月饼则是猪油拌细面为酥皮，枣肉
为馅，只不过有碗大，四边掐成菱花

边。还有水晶月饼、素月饼等一直流传
至今。

也许是真的老了，开始喜欢这种腻
腻的甜味了。打记事起，我们家就很
穷，但每到中秋，父母总能给我们每人
分一牙月饼吃，圆圆的月饼被纸包着，
上有红封纸写着“欢度中秋”四字。那
时中秋节串亲戚，我们姊妹几个抢着去
岗庄的姑姑家，掂两封月饼，晃晃悠悠
地就跑了，跑几里地，就是为了到姑姑
家能吃上一块整月饼。

娘也喜欢吃月饼，但她从不舍得在
中秋节前多买，她觉得贵，不划算。但
每到中秋节若是实在没钱买月饼了，她
就会给我们蒸像月亮一样圆的枣糕吃，
因为我们家院里种有一棵枣树，等枣熟
了，娘把枣打下来，不卖，除了蒸枣糕
给我们吃外，就是留着给我们当零食，
慰劳我们贫瘠的味蕾。等过了中秋节，
她才会上街买那些减价的月饼让我们大
快朵颐。那时我们吃的月饼似乎只有一
种馅：五仁馅，里边有冰糖、青红丝、
桂花、花生、芝麻。娘知我喜甜食，每
每发现有一块冰糖，便急忙抠下来，即
便我已睡下，也会偷偷塞进我嘴里，于
是我的梦也充满了甜蜜。

在中秋我也收获过人生最大的成
果，1989 年的农历八月初十，我有了一
生最为宝贵的作品：我的儿子！我曾给
他起过乳名：红月亮。

那晚，我因阵痛坐立不安，只能在走
廊里走来走去，实在难受得受不了时，便
扒住窗台，让气往下走。那时我突然看到
一轮冉冉升起的红月，仅仅是刹那间。

我问身边的爱人看到没？他答曰：没注
意。后来阵痛就紧了，我被送到产房，
拼尽全力生下了儿子。农历八月十四，
我像一个凯旋的将军，带着儿子雄赳赳
气昂昂地打道回府了。路上碰见的熟人
都要看一看我怀抱里的孩子，他们的笑
脸像春天。婆婆家添丁进口，长子长
孙，四世同堂，幸福满满。八月十五那
晚自是张灯结彩，家宴丰盛。那天妈妈
也派弟弟送来了她蒸的像圆盘一样大的
大枣糕，中间还有用红枣拼成的福字。

那个中秋节是难忘的、欢乐的、团圆
的。我哺育儿子的时候，感受到自身生命
的枯萎和一种新生命的诞生，但我愿意把
一生的精华献给亲爱的儿子。如果说这辈
子我有过什么成果，做出过什么巨大的成

就，那儿子就是，他是老天送给我最好的
礼物。如今，我的孙子已来人世快四个月
了，这是一条生命的长河。上有爹娘，下
有儿孙，多好！原来，自己生命中的每一
个细节都同样充满快乐和悲凉地寄存在心
灵某处，在不长亦不短的岁月里，只要你
肯种下欢喜，长出来的，一定都是欢喜。
我突然想起张孝祥的词《过洞庭》：洞庭
青草，近中秋，更无一点风色。玉鉴琼田
三万顷，着我扁舟一叶。素月分辉，明河
共影，表里俱澄澈。悠然心会，妙处难与
君说。

明月当空照是一种佳境，中秋想
念月饼则是一种心境。说是想念月饼，
其实更多的是想念母亲，想念已然故去
的岁月。

想念月饼

■■诗风词韵诗风词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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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漫笔心灵漫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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