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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处的天际刚刚露出了一线鱼肚白远处的天际刚刚露出了一线鱼肚白，，晨练的人们晨练的人们，，或一个人独行或一个人独行，，或或
三三两两结伴而行三三两两结伴而行。。昨夜的一场雨昨夜的一场雨，，天空如水洗过一般清澈湛蓝天空如水洗过一般清澈湛蓝，，鸟儿鸟儿
的鸣叫声也是的鸣叫声也是水灵灵的，一声声滴落下来，滴进人的心里。枝头上树叶
的颜色日渐加深，不时有几片迫不及待地飘落下来，开到荼蘼花事
了，路边的那些花儿也褪去了百般红紫的绚烂。风迎面吹来，吹在
人的脸上，吹在人的身上，不再烦躁，不再热烈，一股清爽爽的凉
意悄然而至。

秋天忽然间就来了，就好像忽然之间，我发现自己已经人至
中年一般。岁月更迭，季节轮回，每一个季节都有每一个季节的
美丽，春天有万物萌动的美丽，夏天有生机盎然的美丽，冬天有
银装素裹的美丽，而秋天的美丽是五谷飘香，硕果金黄。“稻花
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诗人最为感性，寥寥数语，让秋
风里少了愁绪，让秋雨里少了伤感，秋天的美丽尽入眼底。流
淌着的诗行，氤氲着对秋天的喜欢，对秋天的爱，默默地便
融入了人的骨子里。

岁月匆匆，人生过半，中年或者是人生最好的韶华，从
稚嫩到成熟，从浮躁到稳重，人生之路，总是在跌跌撞撞中
趋于完美。每一步成长，都是历经沧桑后的身心蜕变，都
是洗尽铅华后的人性回归。人之中年亦如季节之秋天，经
历过春天懵懵懂懂的萌动，经历过夏天轰轰烈烈的成长，
才会有秋天金碧辉煌的收获。人至中年，昔日的旧时光，
渐渐融化为心里的一份甜蜜，渐渐浓缩为心里的一份念
想，暖暖的，即便时光再瘦，指缝再宽，这样的暖一直都会
在，在秋天的一片金黄里愈加浓郁。

诗人席慕蓉写过一篇散文《中年的心情》，文中这样
说过，“十几年的生活，使我有了不同，我已经知道，世间
的美是无限的，而终我一生，我所能得到的却只是有限中
的有限，就只有那么一点点而已。因此，既然是这样，为什
么不能好好地来享受我眼前所能见到的这一点有限的美
呢？”人生就是这样，走过的路上有风景，要走的路上也有
风景，让我们去回味，让我们去追逐，人到中年，旧日的时光

已经成为过去，活在当下、享受当下才是最真实的人生。
人生短短数十秋，韶华易逝，光阴易老。人至中年，青春不

在，曾经的岁月里，有过美好，也有过遗憾，当人生走到了中
年，走到了秋天，遗憾只不过是枝头上飘飞的落叶，而美好才是

人生里结出的硕果，才能够品味到生活的甜蜜。或者我们改变不
了岁月，那些所有的过往都将在逝去的青春里，定格为一道永恒

的风景。
善待岁月，珍惜当下，不负韶华不负秋。在浓浓秋意里，把自己

活成秋天的模样，不惧风雨，心有阳光。

不 负 韶 华 不 负 秋
□ 田秀明

静夜无眠，我反复聆听着歌唱家
毛阿敏的经典歌曲《天之大》：“妈妈，
月光之下，静静地，我想你了……”

恍然间，我发现，不知多久没有
心无旁骛地聆听一首歌曲、一段音乐
了，不知多久没有敞开心扉与亲爱的
家人说说话了。此时此刻，温馨动人
的旋律、情感十足的曲调、回味无穷
的演绎、舒适平和的氛围，深深地触
动了我的心弦。

总有一些人、一些事，不经意间，
随着一首歌曲与内心某种情愫同频
共振，迸射出火花，任思绪天马行空，
无所边际。叩问内心，多少次傍晚时
分，或是步履匆匆、或是琐事羁绊，完
全忽视了夜空或弯弯、或圆圆的月
亮。蓦然回首，抬头望望那轮明月，近
视眼的我，将手机开启放大功能，月
亮表面山峦依稀可见，愈加静谧、皎
洁和慈祥。

许多有关月亮的脍炙人口的古
诗句脱口而出，什么“举头望明月，低
头思故乡”“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
时”“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等等。

这些诗句都和月亮有关，更和思念有
关。顿时，有关月亮的往事，宛如洪水
决堤般迅速弥漫我的心头。

记事起，我常常是寄养在奶奶
家。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停电和断
电是“家常便饭”。一到黑灯瞎火的
夏季，月光显得异常明亮，我便躺在
奶奶铺设于院子里的蒲团上听故
事。她的故事内容多是惩恶扬善、除
暴安良、天道酬勤、读书明礼等等。
正是那些故事，让我如痴如醉，陪伴
我度过无数酷热难耐的夜晚，于无
形中在幼小的心灵沃土播撒了堂堂
正正做人、踏踏实实做事的种子。而
今，奶奶过世也一年多了。可在摇曳
的树叶下，斑斑点点的月光里，奶奶
佝偻着背、眯缝着眼睛，动情讲故事
的画面，依稀映现在我的眼前，真的
恍如昨日。

记得，每到中秋节，在奶奶院子
房屋台阶的左边，总会放上一个石桌
子，石桌的中央整齐地摆放着几个盘
子。盘子里有石榴、黄梨、月饼、苹果
等，家人围在一起赏月。奶奶和母亲

面对月亮，闭着双眼、紧锁眉头，嘴里
不停地叨念着什么，之后，才告诉我
可以吃月饼了。小的时候，我不知道
她们在说什么，也不想知道她们说什
么，一心想着的就是吃。我常常站在
旁边，顺着月亮的方向，凝视摇曳的
枣树下，影影绰绰、轻轻浮动的月影，
觉得特别神秘。的确，那树影下，一地
斑驳的银辉，点缀着月色，显得扑朔
迷离，又妩媚动人。站在树影里，我对
未来充满着美好的期待与向往。

长大后，我明白了，奶奶和母亲
的祈祷，是祝福家庭，和谐团圆、幸
福吉祥；是祝愿祖国，繁荣昌盛、基
业绵长！这是普通百姓的家国情怀，
是人类最最不能动摇的情感。这份
深挚的情感，与江河同流、跟日月同
辉。人不管身在哪里，天之大有妈，
就有温馨的家；有祖国，就有坚强的
靠山。

去年中秋节，忙碌了一天的母
亲，打理完过节的各种事宜后，又精
心预备好各类物品，要带回到我们的
小家。就在奋力低头向后备厢塞东西

时，我蓦然发现，母亲
的白发已经爬满了鬓
角。倏忽间，我想起了唐
孟郊的《游子吟》：“慈母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
密密缝，意恐迟迟归。”天
下的母亲，不都是这样吗？
把无私的爱，奉献给自己的
儿女。女子本弱，为母则刚。
母亲把有限的生命，用心用情
去延续着一代代生命。正是有
细腻的母爱滋养，天下儿女们
才能茁壮成长；正是母亲把有
限的生命无私奉献给儿女，才加
速了她的衰老，而变得更加沧
桑！那一刻，浓郁的母爱，占据了
我整个心灵的空间。

“妈妈，月亮之下，有了你，我
才有家。离别虽半步即是天涯，思
念，何必泪眼。爱长长，长过天年，
幸福生于会痛的心田。天之大，唯
有你的爱，是完美无瑕……”枕
着明亮的月光，听着循环的歌
声，我酣然入梦……

月

光

之

下

□
郭

报

我记得，小时候，我最盼望的就是每
年的中秋节。到那一天，我不仅会吃到好
吃的月饼，还会吃到甜滋滋的苹果、糖果
等，要知道，这些好吃的在平时，想也不敢
想，只有到这个时候才会心想事成，内心
的快乐无以言表。往往离中秋节还有好长
时间，我就会数着手指盼着、念着，期待这
一天的早日来临。

那时，我家在农村，条件不好，平时根
本吃不到水果，想吃的话只能寄希望于过
年过节的时候。此时，我不仅可以大餐一
顿，还可以缓解一下内心中那种渴望，那
种满足如同得到了什么大奖一般。节一过
完，下一个期盼又从心中渐渐泛起。就这
样，我在周而复始的期盼中，度过了我的
童年与少年。

后来，生活条件好了，中秋节吃得好
一点了，不仅吃月饼不再有限制，水果与

糖果等也是随便吃。就连平时比较节省的
爷爷也说，你们想吃什么就随便拿，没有
的就去买。不过越是这样，我却少了吃的
欲望，也吃不了多少，可以说吃得很少，只
是品尝一下，算是过节了。虽然内心里没
有了儿时的那份欲望，却有了心情的舒
畅、生活的平和、人生的坦然。我知道，生
活会越来越好。

再后来，我考上大学，离开家乡，自己
只身在外，每逢中秋节的时候，自己就会
和同事们一块共度。此时，没有了母亲分

的月饼，也没有了爷爷给得水果，更没有
了小伙伴之间的炫耀，总感觉心里少了点
什么，细细一想，不是少了吃的喝的，而是
少了那种期盼的感觉，那种想占有的冲
动，而多了一种平淡与和缓。我还是很想
在家过中秋节，现在只不过不再是为了
吃，而是为了那份沉到心底的温馨。

当下的中秋这一天，全家人还是会围
坐在一起，吃一顿团圆饭，但不是在家里，
而是到饭店。吃的也不再是家常饭，而是
有特色的佳肴，一家人其乐融融。此时的

月饼已然成了点缀。
不管吃的什么，也不管时间过去

多久，中秋节团圆的欢乐，会始终荡漾
在人的心里。无论生活在那里，都会
期盼着这一团圆时刻的到来，各地
还会有传统的庆祝活动，人们始终
洋溢在那浓浓的节日气氛之中，不
快与烦恼会荡然无存。

阖家欢乐的气氛塞满了每
一个家庭，感染了每一个人。

中秋是团圆的日子，是
心情舒畅的日子，更是全
家幸福的日子。我每年都
期盼着这一天，能和家
人坐在一起，品尝月
饼，感怀赏月，享受
难 得 的 那 份 舒 畅
与惬意。

金风夜捻露千珠，
荷叶呈盘敬月姑，
实确非知何样菜，
中秋餐桌一新酥。

桂花树下话婵娟，
佳酿高斟笑语传。
最忆儿时多趣乐。
荷塘玩月忘归眠。

蝴蝶泉边蝴蝶舞，
菊花园里菊花香。
分明又是中秋到，
盼得嫦娥览故乡。

儿时的大部分光阴，是在外婆家度过的。在中秋
节，我们最期待的事，就是吃外婆亲手做的月饼。每
年离中秋节还有三、四天的光景，外婆便开始着手制
作月饼。外婆先用油、蛋黄和水和好面醒着，接着准
备月饼的馅料。外婆煮上一锅子红豆，将煮烂的豆子
用纱布扎起，挤掉水分，倒入适量白糖、芝麻、油等，
搅拌均匀，月饼馅就成了。

做好月饼馅儿，面团也醒得差不多了。外婆接着
用力揉面，左搓右揉，直到面团变得细腻而有弹性，
然后将面团搓成圆柱形的长条，再切成若干份鸡蛋
大小的剂子。接着用擀面杖将剂子擀成圆圆的薄饼，
放上适量馅料，将面饼捏成包子状，再放进刷过油的

月饼模子里，盖上小木板，轻轻一压，月饼就做好
了。成形的月饼正面，有各种图案，煞是好看。

做月饼的最后一道工序是烘烤。外婆将做好的
月饼挨个摊放在烤盘上，这时我总是不停地问：“外
婆，月饼啥时候熟啊？”

外婆也总是笑着答道：“就好，就好，再等等。”
好不容易等到月饼出炉，兄妹几个也不待月饼

放凉，抢到月饼就开吃，一个个被烫得嗷嗷叫也不肯
罢休。看着我们这副猴急的样子，外婆笑得眼睛眯成
一条缝，连连说：“慢点吃，别烫着！”

在那个物质贫乏的年代，自家做的手工月饼也算
是“奢侈品”。外婆做的月饼都是有定数的。饼子做好
的当天，每个大人能分到二个，而孩子们能分得三个，
吃完就没了。剩下的月饼，外婆会藏到“米柜”里里，，待中待中
秋节那天晚上，赏月的时候，再拿出来大伙儿一起分
享。那唇齿留香的感觉，至今想来还萦绕在舌尖……

子时，月光照故乡。
月光洒在窗外，
拜托月光，
致远方，
致故乡，
致儿时的小伙、姑娘。

子时，月儿伴梦乡。
月光洒进梦里，
寄思月光，
思临汾，
思爹娘，
思生我、养我的地方。

难 忘 儿 时 月 饼 香
□ 项 伟

中 秋 随 想
□ 孙志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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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孩子，很少有喜欢吃咸月饼的。
我也是一样。小时候，每到中秋，家

里头都会做两种月饼，一种甜馅，一种
咸的。对于月饼的选择，每年都一样，孩
子们争着抢着吃甜月饼。那会儿，特别
不理解，怎么会有人喜欢吃咸月饼？

小时候的我，吃东西喜欢“大甜”。
我还记得，有时家里头熬粥，盛到碗里
后，我都得放一勺子白糖，这才开始喝
粥。每一口，都有丝丝甜意沁入心扉。而
对于月饼的选择，那些年的我也延续了
一贯的爱甜风格。

可后来，年岁渐长，口味却开始慢
慢改变。有一年的中秋，我破天荒地尝
起了咸月饼。那时，月饼已经不需要自
家亲手做。店铺里各种口味的月饼应有
尽有。按照往年的惯例，家里头准备了
甜和咸两种月饼。第一次，我吃着咸月
饼，竟觉得颇为可口。

那一刻，我才惊觉，自己何时喜欢
上了咸味的食物？细细一想，似乎从很
久以前，就开始从抗拒慢慢向着接受，
直至最后的喜欢。

在口味转变的同时，自己为人处世

的方式也在悄悄改变。小时候，总觉得
世界都是美好的，总觉得这世上的滋
味，除了甜，还是甜。

可后来，渐渐长大，才发现这世间
不仅有欢乐，还有苦痛和汗水水。。经历了经历了
坎坷苦痛，懂得以苦为乐，领略了汗水
过后的收获，也就对咸这一类的味道有
了新的体悟。在我看来，咸味是综合了
甜与苦之后，所产生的味道。在这样的
味道里，我品尝到的不仅有人生汗水的
苦咸，也有苦尽甘来的喜悦。

于是，这才明白以往所钟情的甜的甜
食，仅仅是味蕾上如童话一般的城堡。现
实中，却容易成为昙花一现的泡沫。真实
的人生，不会总是甜蜜的。而咸味这样的
味道中，更能品出接地气的生活滋味。

从甜到咸，一枚月饼，就这样品出
了人生的五味杂陈。

咸 甜 月 饼 品 人 生
□ 郭华悦

编者按
佳节至，共此时。中秋，是中华民族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古往今来，中秋

赏月、对月抒情是人们传递情感、寄托相思的一种独特方式。圆满皎洁的秋月
总会勾起游子的思乡之情，更是文人墨客情之所系。中秋月圆，清辉闪烁，不论
你身在何方，让我们一起观明月、吃月饼、赏美文。

月光里的思念
□ 李艳庭

中秋畅怀
□ 张巨温

秋 歌
□ 王天平

柔柳随风荡，
晚荷卧浪摇。
远山风正灿，
近岭果犹饶。

尘世期安顺，
神州乐舜尧。
载歌秋获曲，
举酒赴华韶。

中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