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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辰龙年，又近中秋。每日总是忙忙碌
碌，没有停下休息的时候。中秋，仿佛一位
值得信赖的长者，缓缓踱来，邀你慢下来，歇
歇脚，回头望望，一日，一月，一年，一路……

中秋节，家家户户望团圆。瓜前饼旁，
美酒佳肴，笑语盈盈，其乐融融，明徐有贞有
诗云：“好时节，愿得年年，常见中秋月”。中
秋月，自古便是文人墨客情怀寄托的所在。
冰轮流转，是李白“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
杯一问之”的豪放肆意；是张九龄“海上生明
月，天涯共此时”的切切相思；也是苏轼“但
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美好期盼。默默
望月怀远意，悠悠情思今古同。

年岁渐长，节日的吸引力渐弱，更多的
是怀旧与不舍。小时候，每到中秋，母亲总
是买怎么也吃不完的月饼，从未有过一家人
分吃一块饼的情形。平日里家中只有母亲
和我们姐弟三人，父亲虽常年在外工作，但
在中秋时节定是要回来的。姥姥姥爷日日
前来探望，不论早晚，村里的大事小情，农作
物的长势旱涝，虽不出门，了然于胸，日子倒
也舒适闲逸，简单温馨。母亲的仪式感极
强，每到节日，必给我们换新衣。有一年中
秋节傍晚，我与姐姐穿着新衣，在院中打闹
嬉戏，弟弟贪玩还没回家，抬眼一望，圆圆的
月儿正与我同行，我向南走它向南走，我往
北跑它也往北跑，于是略带几分得意告诉姐
姐，姐姐却说月亮是跟着她走的，我俩互换
位置，结果我发现月亮还是跟着我走，我俩
谁也说服不了谁，越发跑的停不下来，乐此

不疲……
中秋，是收获的季节。田野里、场面上

到处是忙碌的身影。金色的阳光，金色的庄
稼，金色的土地，草木也变成金色的了，“人
间最美是金秋，无尽山河一望收”。忙碌一
年的农人谈论着一年的收成，温暖又惬意，
新粮下来的第一餐，邻居们总要交流一番，
满足又自豪。父亲感念母亲的不易，年年秋
天休假，帮忙收割庄稼。我们姐弟仨能参与
的农活有掰玉米和挖土豆，这个时候，往往
全家齐上阵。姐姐掰玉米最快，好像多长出
几只手，不仅把浑身使劲不甘心的我远远甩
在身后，还超越父母好几个身位，最绝的是
她还常常帮助临近的我们，忽的一下前进好
几步，就像上课的时候，小憩一会，有猛然惊
醒后发现什么都没有错过的欣喜，那手速现
在想来也是望尘莫及的。舅舅和姥爷割玉
米杆，咔咔作响，似乎打着节拍，似乎毫不费
力，一刻也不停下，从不叫苦，从不喊累，收
获，一定是快乐的。那么，播种，也一定是快
乐的，因为播下去的是希望。待玉米够装一
车的时候，我和姥姥姥爷就停下来，开始装
袋，我负责撑开口袋。那个吱呀吱呀的小驴
车，仿佛我童年的摇篮，摇啊摇，直到我离开
家乡，还有那头动不动就抛下车子，自己信
步回家的浓眉大眼的小毛驴……

刨土豆的时候最惬意，一个“刨”，把庄
稼人在地里劳作，土里刨食，靠天吃饭的情
景刻画的入木三分，刨土豆的工具叫（zhua），
音抓，字典里没有，我给创造了一个，左右结

构，左边“钅”，右边“爪”，与猪八戒的九齿钉
耙类似，齿少几个，粗一些，长一些，间距宽
一些，姥爷总让我们离这个工具远一些。中
午地里烧土豆，我总是自告奋勇地留下来，
陪在姥爷身边，整座山只属于我们爷俩，那
天，那云，那山，悠然，安心，踏实。姥爷说蒿
草烧出来的最好吃，可是艾蒿一着火忽的一
下就没了，实在折不够，于是，各种树枝混合
着泥土的烧土豆焦香，永远萦绕在心底。

成家以后，每到中秋节，必定回老家，公
婆在世回婆家，公婆不在回自己父母家。供
月是传统项目，仿佛家家户户都有一个沧桑
的大圆瓷盘，磕了皮儿，磨了面儿。月饼和
西瓜是必须有的，其他随意，总是放的满满
当当，喜庆且热烈。月亮爷享用之后，我张
罗着分饼，家里几个人，就切几块，有人吃，
有人不吃，不必勉强，有人珍惜，有人无所
谓。想知道，同一块饼，在不同人的口中，可
否有相同的滋味？同一个人，这一刻的饼与
往年相比较，滋味可不同？

时光如水，缓缓流过，记忆的长河里总
有特别在意的东西，生长在生命最深处，滋
养、呵护着心里纯粹的孩童，来抵御岁月风
风雨雨的侵袭。纵然烟熏火燎的生活暗淡
了清澈的眼眸，纵然一地鸡毛的琐碎搓皱了
年轻的面庞，在你心中，可曾还有执着的坚
守，热切的期待，不忍的忘却？“在那东山顶
上，升起白白的月亮……”东山顶，白月亮，
山脚下，那潺潺小溪流过的不正是我小小的
村庄？

又到中秋
□李艳霞

清平乐·秋感
□师红儒

前时秋赋，此际攒眉处。云
淡风平过几许，总使离怀留住。

纷纷闲日飞花，沉沉倦眼余
霞。错爱少陵章句，苍鬓怕忆天涯。

朔州崇福寺之弥陀殿

□梁峙山

歇山顶上琉璃脊，力士雄姿套兽真。
画栋雕梁风格异，参天古树日华新。
谁描彩塑供三圣，独把窗花奉一身。
跟着悟空游朔邑，方知塞外有门神。

鹧鸪天·登广武明长城

□郭志宏

一似黄龙岭上横，山风习习
起秋声。稀疏野菊开空谷，斑驳
颓墙望旧城。

烽火熄，宇寰清。兴亡故事
耳边鸣。时光咫尺穿今古，脚下
通途任畅行。

河传·塞上秋雁行

□司红霞

雁聚。南旅。沐清风。俯看
满山枫红。忽而金黄浪几重。碧
空。留连难舍容。

年年序换每来往。所见广。
月异日新样。正秋明。丰硕呈。
豪情。去传邀客声。

朔州民间，管中秋节不叫中
秋节，直接叫八月十五，就像人
的小名儿，叫着亲切。

我们小地方人，过日子节
俭，过节却向来豪爽大气，尤其
在吃的方面，更是不惜本钱，因
为老祖宗留下话了：嘴是福口，
越吃越有！你看吧，节日市场上
人山人海，脚尖儿顶着脚跟儿，
大家一边说着“你看！这人们就
像不过了”之类的调侃话，一边
买买买，肩扛手提，哪个不是满
载而归？

在众多的节日食品中，月饼
是主角，做月饼，吃月饼，亲朋好
友间互送月饼是朔州各区县的
风俗。

朔州人管做月饼叫打月饼、
烙月饼，也有人叫炉月饼，不管
哪种说法，其实都是和做的工艺
有关。过去人穷，过节应景，家
里做几个月饼，把包好馅料的饼
坯子放进专用的模具塑型，然后
在案板上磕打出来，上锅烙熟，
故名“打月饼”“烙月饼”。后来，
生活好了，月饼做的多了，得上
专门的作坊做，做好了一盘一盘
放到烤炉里烤，谓之“炉月饼”。
以前，我姥姥家就有一套打月饼
的“四件套”模具，小圆模，打的
是常规月饼，大圆模打制供月爷
的大饼，桃心是打给孩子的，寿
星是打给老人的。都是在厚木
板上挖出一个凹陷的造型，在内
部刻出花纹和图案，再把包了馅
儿的饼坯放进模具塑型即可。

八月十五前，这套模具可忙
了，一家一家轮着用。后来，人
们不在家里做月饼了，那套模具
变成了玩具，小孩子挖上泥或者
雪，按瓷实了，在地上磕打出一
排一排的泥月饼和雪月饼，月饼
上的花纹依旧凹凸分明。可惜
的是，因为没有油的浸润，弃置
不用的月饼模子在风耗日晒中
变形开裂，直至不知所终。

时光回溯到上个世纪乃至
本世纪头十年，做月饼仍然是
朔州老百姓过节的重头戏。农
历七月的下半月，甚至更早一
些，城里、乡下，大大小小的月
饼作坊开始忙碌了，人们拿着
面粉、油、糖以及果脯干果仁儿
等配料，纷纷涌向饼房，按先来
后到排队等候。张罗一回，少
说也做个三二十斤面的，豪爽
一点的人家，干脆扛五十斤装
的一整袋面粉，再配上其他辅
料，足足可以做出三百大几小
四 百 个 月 饼 。 十 五 前 的 那 几
天，满大街都是热烘烘，香喷喷
的月饼味儿，那味道提醒着每
个人，就要过八月十五了！马
上就要过八月十五了！

随着生活档次的进一步提
高，人们对月饼的需求也由量
向着质转变。月饼的花样、口
味多了，数量却少了——多了吃
不了。

我们这儿还有一个习俗就
是“送月饼”，送月饼一般是八月
十六正当时。晚辈给长辈送，亲

戚之间相互送。过去农村养羊，
集中起来由羊倌儿放，八月十六
早 上 要 给 羊 倌 儿 送 三 五 个 月
饼。我们小时候，也给老师送，
不多，也就三五个。定亲了的男
方要给女方家送。结婚头一年，
娘家人要给女儿送。亲家之间
送月饼，那是一件大事，往往是，
老早老早就开始向那些过来人
打听“行情”了，准女婿给准丈人
丈母送月饼，得大气些，这个本
钱下得值，搞定这两个人，好处
多了。新婚头一年，娘家爹或者
兄弟到女儿（姐妹）家送月饼，礼
品同样丰厚，这一遭门子出的有
讲究，一来探看一下女家的光
景，二来显得娘家有人。至于礼
品的多寡丰俭体现的是自家的
脸面，也是对亲家的尊重和重视
程度。现在，人们富裕了，不再
为这些事惆怅盘算，反正礼多人
不怪，光送月饼有些单调，显然
拿不出手，烟酒体现的是档次，

红酒洋气，茶叶高雅，再搭配个
三五箱子水果饮料，到时候上了
亲家门，小轿车一停，后备箱一
开，包装精美的礼品卸下半地，
可真是喜庆。老话说：亲家上
门，鸡儿头疼（杀鸡招待），当然
了，招待送月饼的准女婿和亲家
的规格同样隆重。

至于吃月饼，那就是个意
思，物质匮乏的年代，不能敞开
吃，意思意思；现在人们生活那
么好，紧控制慢控制，不是血糖
高就是血脂高，吃月饼也是意
思意思适可而止。传统节日里
的饮食是约定俗成的，虽然常
年不缺月饼，但不时不节，月饼
充其量只是点心的一种，只有
八月十五的月饼才是真正的月
饼！不是强词夺理，其中的滋
味你懂得。

八月中秋，天上月圆，人间
团圆，祝愿天下百姓日子过得像
月饼一样圆满香甜！

八月中秋说月饼
□杨晓兰

油画油画《《应县小石口水库应县小石口水库》》 赵世英赵世英

【仙吕·太常引】庆祝教师节
□郝爱雁

春秋冬夏墨描香，卌载育贤
良。师道绽芬芳，阔远界、全才栋
梁。（幺）一支粉笔，讲台三尺，德智
体传长。解惑释迷茫，勤授业、佳
名颂扬。

【正宫·塞鸿秋】赞教师
□解景阳

讲台传业昏晨度，课间且将
孩童顾。领航踏向书山路，沿途
留有欢声复。揽星一笑迎，戴月
深情赴，心滋桃李花开处。

金错刀·走进八月
□刘萍萍

小楼秋，一阶凉。山风连野
染橙黄。虫吟石罅声加急，蛙鼓
池边调抑扬。

田绣锦，雁排行。添杯续宴
数痕霜。浓情八月休言慨，雨后
篱边赏菊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