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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波

中秋时节，一轮满月高挂在华蓥山之巅，月色
清辉洒满天池湖和华蓥山的山川沟壑。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 舒窈纠兮，劳心悄兮。 ”
一轮圆月，曾照耀过先秦诗人的愁绪满怀；“嫦娥
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满月一轮，曾让
盛唐诗人李商隐浮想联翩；“花间一壶酒，独酌无
相亲。 ”无酒不成诗的诗仙李白曾月下独酌，心潮
澎湃间难掩黯然神伤的顾影自怜；“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婵娟。 ”豪放不羁的苏东坡对月抒怀，内心
生出情意绵绵；“月到中秋偏皎洁。 偏皎洁，知他
多少，阴晴圆缺。”一轮中秋月，曾引发过明朝诗人
徐有贞几多离愁别绪……

中秋月，因其圆满明朗，寄予了华夏人特殊的
团圆情感。 古往今来，无论是文人雅士，还是贩夫走
卒，都在这一天渴盼与亲人团圆，渴盼一家人欢聚
在花前月下，对着满月品尝月饼，饮桂花酒，撒欢猜
拳行令，烧斗香，点塔灯，放天灯，舞火龙……众人
畅叙亲情、友情、爱情，尽享天伦之乐。

中秋节，因其深厚独特的文化意蕴被中华民族
尊为八月节、团圆节，也是国人心中除了除夕之
外，家人聚会最重要的节日。 然而这一天，满月朗
照之下，有这样一群人，却从各自团圆的饭桌上
抓起一坨糍粑塞进嘴里， 拿起一块月饼揣进怀
里，以茶代酒一饮而尽，然后从欢声笑语里抽出
身来，在天池湖畔的绿水洞煤矿矿部门口与工友
汇合，一起换上工装，乘坐人车前往千米地心，赶
赴与乌金、钢轨、电机、皮带、桥转、溜子、支架、掘
进机、割煤机的团圆之约。

千米地心，暗黑无垠，能够照亮他们的只有头

顶的矿灯，仅有点亮乌金的执着之念。 他们欢快地
走进风巷、机巷，走进采煤工作面，走进掘进碛头，
操起掘进机、采煤机遥控器，拿起扳手、铁钳、手把，
用手中的工具向千米地心的“老伙计”一一问好，鼓
足干劲，与他们一起欢度佳节。

圆月清辉耀心田， 谁说千米地心没有中秋月
圆？不信你看，此时此刻，就有一轮满月从地心每一
名矿工的心田缓缓升起，还有每一台电机、每一条
皮带、每一台桥转、每一架溜子、每一台支架、每一
台割煤机、每一台掘进机、每一粒乌金，都在为节日
歌咏沉吟。 （作者供职于川煤集团绿水洞煤矿）

父亲已离开我们六年了， 中秋佳节阖家团圆
时，我们思念他，也总想起他带给我们和生产队社
员们那甜甜的月饼梦。

小时候，甚至直到上世纪 90 年代初，我都认为
月饼只有一种口味，就是五仁馅。 那时吃月饼总
是小心翼翼，如果谁在月饼里吃到一大块冰糖或
一块大核桃仁，就会像中了大奖一样开心。 就算
没有中这样的“大奖”，也会将里面的青红丝一点
点抽出来，单独品尝一种不同的口感。

记忆中，农村的月饼鲜有盒装，都是用黄草纸
包好四块，上面用印有“月饼一斤”字样的红油纸盖
上，再用细纸绳捆好售卖。 那时候家家都不富裕，很
少有人家买整斤月饼，但为了节日的气氛，都是买

一两块，回家切开后一起品尝。
我读小学高年级和中学时， 中秋节上完晚自

习，趁着皎洁的月光回到家，一定会在床头看到一
小块月饼，那是父母给奶奶和两个妹妹分完以后特
意留给我的。 那个场景，总是满满的温情和感动。

父亲上过高小，算是个有文化的人，很年轻就
当了生产队长。 因为工作踏实、群众满意，乡里还奖
励给他一台收音机，这在当时可是又光荣、又实惠
的事。

大概在我上小学时，有一年中秋节，我放学回
家看到墙上挂着一斤月饼，心里特别高兴，就问
母亲能不能吃。 母亲以少有的严肃制止了我，执
意要等父亲回来再说。 后来一问父亲才知道，那

是别人求他办事送的，但那个事不能办，就算能
办，这月饼也不能吃。

不知道是不是这件事触动了父亲，还是他早
有打算，后来生产队就在父亲的带领下开始制作
月饼。

做月饼得有制作师傅， 这个难度倒不算太大。
当时，生产队有一户人家本就是制作糕点的，但这
家老师傅年龄大了，而且自家就有小买卖，不太好
请。 不过，经过父亲做工作，老师傅最终答应来帮
忙，还亲自指导几个社员共同制作。

因为当时年龄小， 生产队制作月饼的很多细
节早已忘了，但记忆深刻的是那飘散在空中的香
甜味吸引着放学后的孩子们欢呼雀跃，制作月饼
的仓库作坊也成了诱人的“梦幻城堡”。

在作坊里， 我们看到了从未见过的月饼模
子。 这些模子前端是圆形，后面带一个长长的柄，
将团好的月饼放前端带汉字和图案的窝窝，按压
后磕出来，就是一个成型的月饼，之后烤熟就可
以了。 这些新鲜事物免不了吸引孩子们争相观
看，有时因为脏手乱摸会受到呵斥，有时会有社
员偷偷将切成小方块儿的馅儿塞进我们嘴里，再
哄我们赶紧离开。

不知当年父亲是如何向社员们承诺的，也不知
月饼制作期间大家经历了怎样的艰难和不易，我
只清楚地记得，那年每家都分到了一斤月饼，令其
他生产队羡慕不已。

如今，对于“梦幻城堡”，我的记忆已经模糊
了，但想起那段往事，就从心底里敬佩和感谢父
亲。 他圆了那个年代的人们一个月饼梦，这个梦
里有月饼，有他为大家实实在在的努力，有乡亲
们奔向新生活的美好憧憬。

�� ■■杨杨永永跃跃

故故乡乡的的中中秋秋
总总是是与与秋秋收收撞撞个个满满怀怀
丰丰满满的的玉玉米米顶顶着着骄骄傲傲的的胡胡须须
撑撑破破了了秋秋风风
撑撑破破了了村村边边的的玉玉米米地地

收收获获后后的的玉玉米米棒棒
在在院院里里堆堆成成一一座座王王屋屋山山
两两斤斤月月饼饼、、三三个个苹苹果果
齐齐齐齐摆摆上上供供桌桌
引引的的月月亮亮悄悄悄悄升升上上山山头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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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回望望故故乡乡

剥剥下下玉玉米米的的外外衣衣
再再将将仅仅留留的的几几根根稀稀疏疏苞苞衣衣
系系在在房房梁梁上上垂垂下下的的铁铁丝丝上上
一一串串串串沉沉甸甸甸甸的的金金黄黄
是是对对秋秋月月最最好好的的献献祭祭

月月饼饼是是秋秋日日最最好好的的奖奖赏赏
那那满满口口的的香香甜甜
满满满满的的回回味味
萦萦绕绕起起一一幕幕幕幕想想象象
像像月月亮亮中中的的曼曼舞舞那那样样轻轻盈盈

如如今今身身在在他他乡乡
那那岭岭南南五五味味的的月月饼饼
除除了了清清甜甜
还还有有咸咸辣辣苦苦酸酸
一一如如这这几几年年走走过过的的路路

煤煤矿矿月月饼饼香香

■■王思敏

天朗气清，恰是中秋。 秋蝉依然聒噪，
荷塘依然葱绿，茂盛的荷叶下，莲藕又胖
又壮。 挖藕人赶着中秋节那天吃上新鲜的
藕，争分夺秒踏进齐腰深的污泥，整个身
子探进其中摸索，忽然狡黠一笑，双手握
住一点点拔出，一根一米来长的莲藕就架
上了肩头。

中秋食藕的习俗， 在靠水吃水的人们
眼中，重要程度不亚于吃月饼、饮桂花酒。
因藕与“偶”同音，偶是双数，代表圆满，所
以中秋节，一家人围坐在桌旁吃莲藕，寓意
团团圆圆，和和美美。

我初到湖北婆家， 第一次品尝排骨藕
汤，正巧也是中秋。 婆婆买了刚上市的洪湖藕，用刀一
条一条地削去皮，手中立刻出现了洁白的藕肉，如同
少女的玉臂。

排骨藕汤的点睛之笔， 在于将所有的食材爆香后
放入砂锅中慢熬。 瘦小的婆婆钻进橱柜中抱出一口直
径一尺宽的大砂锅说：“知道你们要回来， 买了个最大
的，一家人，才够吃。 ”自小在北方长大的我，第一次吃
到那样粉糯绵甜的藕，竟一连吃了五碗，婆家亲戚笑得
合不拢嘴，给我一个“大饭量媳妇儿”的“美名”。

长江中游的人们喜好排骨藕汤， 长江下游的江

浙一带则喜欢在中秋节吃藕盒。 藕盒也叫
藕夹，形状和肉夹馍差不多，两片藕夹着肉
末，裹上面糊，煎至两面金黄即可食用。 守
在锅旁迫不及待的人，第一口咬下去，一定
是焦脆咸香、满口油汁，只是要千万小心，
以防烫了嘴。

除了藕盒，桂花糯米藕也是鱼米之的中
秋美食。 藕是仲夏的礼物，桂花是初秋的馈
赠，二者结合，有种不可言说的缘分。 桂花恬
静高雅，像待字闺中的姑娘，小轩窗里描眉
梳妆。 藕则是忠诚憨厚的男子，不一定饱读
诗书，却勇敢坚毅，让人生出十足的安全感。
而糯米，则扮演着撮合的角色，称其为“红
娘”最是妥帖。

在安徽合肥， 当地人除了中秋吃月饼，
还要吃包河无私藕。 传说宋仁宗曾赏赐给包拯的一段
护城河，赐名包河，河中盛产一种无丝藕。 包拯感念皇
帝恩德，给后代定下了一条“包河藕只许吃不许卖”的
家训。 包家后人恪守祖训，等到包河藕成熟之时，便
将它们悉数送给街坊四邻。当地人为了感谢包家，口
口相传一句谚语“包河藕———无丝（私）”，还在每年
中秋吃藕时，撒上冰糖，寓意“冰心无私”。

作为中秋餐桌上的常客， 藕被人们寄予各种美好
的心愿，它虽只是一种滋味，却成就了人间万种情怀。

(作者供职于陕西省水电设计院)

■童喜

中秋节到了，当人们问起 “哪里的月饼
最好吃？ ”时，我想起了儿时的最爱———矿办
食堂的福利月饼。

小时候，父亲在煤矿上班 ，每年中秋节
前，矿办食堂就会飘出芝麻油、鲜肉与果仁
的混合香气，令人垂涎欲滴。 一些家属会提
前向食堂师傅打听：“今年打算做多少月饼？
五仁馅的做多少？ 豆沙馅的做多少？ 发给职
工后还能剩多少？ 怎么出售？ 要不要粮票？ ”
打听清楚了， 回家跟丈夫合计买多少豆沙
的，多少鲜肉的，多少五仁的……矿办食堂
的月饼不用粮票且价格低、分量足、味道好，
好多外单位的人想方设法托矿上的职工帮
忙代买，过节送亲戚，实惠又有面子。

小孩子有事没事就跑去食堂转悠，一边
闻着香气一边侃大山：“冰糖五仁的，我一口
气能吃四个！ ”“我能吃六个！ ”“吹牛吧，撑破
你肚皮！ ”实际上，家家都是人多饼少，每人
能分到 1/4 就很不错了。

中秋节前几天，母亲备好节礼 ，让我和
姐姐给长辈们送去， 每家都是两封月饼、两
瓶白酒、两斤葡萄，其中白酒和月饼都是矿
上发的。 我们最喜欢给爷爷奶奶送月饼，因
为奶奶每次都会悄悄做白糖鸡蛋炒米茶给
我们吃，还会笑呵呵地叮嘱：“回去别告诉妈
妈哟。 ”目前不许我们吃奶奶的鸡蛋，因为那
是她老人家用来换油盐钱的。

中秋节晚上，皓月当空 ，吃完一桌丰盛
的饭菜，我们将小方桌抬到院子里的葡萄架
底下，摆上茶水、石榴、花生、一盘月饼，全家
人围坐一起，喝茶、聊天、吃月饼、赏月亮，这
是一年中难得的幸福时光。

“月亮光光，装满箩筐。抬进屋去，全部漏
光！ ”院外响起清脆的童谣声，我和姐姐拿着
月饼，抓一把花生，出门跟小伙伴一起去附近
的广场看烟花。 余下的月饼，母亲则放在铁皮
罐中保管好， 合适的时候再拿出来给我们解
馋。 矿办食堂的月饼材料纯正，不管放多久都
是香喷喷的，从不跑油。

如今，随着生活水平提高 ，物质产品日
益丰富， 中秋时市面上售卖的月饼琳琅满
目、花样繁多，矿办食堂的月饼也渐渐退出
了历史的舞台。 如今回想起来，那个年代的
煤矿和矿区生活，因为一块块月饼而充满难
得的甜美， 那份甜美带给童年无限的快乐，
带给矿工和家属无限的希望。

（作者供职于淮南矿业集团煤业分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