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我的粤北家乡，中秋节的习俗以吃为主，生有
水果，干有月饼，熟有鱼肉，这些几乎都要出钱到县
城里购买。三四十年前，农家几乎都是一样的贫穷，
但好在勤俭的母亲早早就盘算好过节的开支，挑卖
青菜硬是一分一分地攒够过节的费用。

记忆中的中秋之夜，生产队里分来的鱼和猪肉
是有的，自家养的鸡也是有的，节日前的几天里我和
村里的小伙伴们下池塘里捞来的石螺也是有的，只
是那圆圆的月饼，常常像天空的明月一般，在我盼呀
望呀的日子，就被母亲赶在节前悄悄地买了回来，藏
在我所不知的地方，只到一顿丰盛的晚饭之后，被一
个一个地拿出来，切成几块，分到我们兄弟姐妹四人

手中，一人一小块，吃完后再向母亲要。
那时，我真的不知中国人过中秋所蕴含的深意，

只知月饼是圆的，月亮也是圆的，天真的我也只能是
天真地想，饼是不是照月亮之形做出来的？还是月亮
因为人间有这圆圆的饼方才变得更圆更满？生产队
年代，都被束缚在这个大集体中的农家人，一年三百
六十五天天天几乎都呆在村里，日出而作，日落而
息，哪一天不是团圆之日？因而少了望月怀远的思
念，少了对月当歌的情致。然而怀揣着一小块月饼
走出家门寻找小伙伴在月下游戏的我，尽管明月当
空，也只是因了腹胃不再饥饿，节日之夜的玩耍总能
尽兴而归。

童年时代的月饼稀少却做得精致有味，因而留
下来的记忆也是非常美好，耐人寻味。在临近中秋
的某个静夜里，我对那些美好岁月的回味，总是有一
种月饼的馨香萦绕心头。那些简朴的农家，那些简单
的食品，那些浓烈的夜话，那些轻松的游戏，那些单
纯的月光，现在只能成为遥远的梦想。

母亲今年七十余岁，生活在距县城百余里外的
山坳里，每日起早贪黑地种田，日子过得极其艰辛。
但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母亲还是牵挂着在城里谋生
的我。隔三差五就会托熟人给我捎来蔬菜和粮食，
用母亲的话说：“城里啥都贵，可别饿着……”

这不，前天上午我正在开会，突然接到了母亲的
电话。母亲急急地说：“娃，快点去车站吧，我给你捎
了点东西，你去取……”又捎来东西？前天不是刚捎
来了米面和蔬菜吗？怎么又……我瞅着领导不注意，
赶紧溜了出来。乘着出租车赶到五里外的车站，当
取到东西一看，原来母亲从百十里外给我捎来的不
是蔬菜和粮食，而是八个月饼!

还未回到办公室，母亲再次打来电话，又是急急
地问：“娃娃，月饼收到没有？有点少……”我心里生
出一股无名之火，不耐烦地打断了母亲的话：“就这
几个月饼你还捎来捎去，我今天打出租车车费都十
几块钱呢！我想吃的话，这满大街多的是……”我一
赌气挂了电话……

到了晚上，我接到了姐姐打来的电话。姐姐说
她也收到了母亲的月饼，也是八个。其中有两个月
饼，是洛阳的表姐来看咱娘时拿的，只有八个，咱兄

妹四个每人两个……”
我赶忙将还在一边置放着的月饼拿出来看。果

真，其中有两个月饼虽然个头没普通的月饼大，但外
面的包装却是相当精致，色泽诱人之极，而且散发出
的气味，丝丝缕缕地钻进我的鼻孔，令我满口生津
……

看着这些月饼，想起中午时对母亲发的怒
火，我心中不禁生出愧疚来。遂又给母亲打了电
话。我还未张口说起月饼的事，母亲就先是歉意
地说她不知道我当时在开会，然后又关切地问我
捎来的月饼尝了一点没有，感觉好吃不好吃……
最后，母亲又喃喃地说：“你在外打工不容易，工
资少，我想你是不会去买好一点月饼吃的。你表
姐拿来的这月饼，可是高级月饼，给你分了两个
让你尝尝，就是有点少，我只好又去买了点普通
的月饼凑成八个……”

为什么要凑成八个啊？我问母亲。母亲高兴地
说：“一来袋子里多放点东西，放到车上就不会丢失。
另外，八个取‘四平八稳’、‘八方来财’的意思，吉利
……”

听着母亲的话，我的眼眸湿润了。

风雨至，归何处？ 再回首，眼朦胧。
梦里不知泪满襟，薄翼岂能解寒霜？
寂寞如歌，卿卿难平。
人海觅良缘，鸿鹄建新巢！
难解风情，心怎归她？
唯有杜康，伴我天涯！

缘已尽，隔云端！ 乱如麻，难安家。
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
人生如梦，一晌贪欢。
韶华碎余生，红颜悦春宵！
浮生若花，沧海如茶
天地悠悠，怆然涕下……

自从在城里买了房后，我就很少回老家过中秋节了。前几
天，母亲突然打电话说想来城里看我。我知道母亲来城里看我
是假，想我回家陪他们过节才是真。放下电话，忽然想起小时候
一家人过中秋节的情景，那其乐融融的场面，那自制月饼的芳
香，至今仍让人回味无穷。

每年的中秋前夕，母亲都会准备好花生仁、瓜子仁、黑白芝
麻、核桃、葡萄干、冬瓜条、青梅碎等等，再去集市上买回一些大
块的冰糖，自制“蜂蜜伍仁月饼”。

待到中秋节的早上，母亲便和好面粉，炒熟芝麻后和糯米
粉，再把桃仁碾碎后拌上白糖。当面粉发酵好以后，就把饼皮揉
成团，稍压扁，再将同样揉成团的馅料放在上面用虎口托住，另
一只手配合慢慢把饼皮向上推，转动月饼的同时，让饼皮慢慢
“爬上来”紧紧包裹住馅料。

一切准备妥当，母亲便在木柜里虔诚地拿出用红布包着的
祖传下来的月饼铜模，再用煮沸的山泉水把它清洗干净。撒入
适量的面粉，转动模子后再倒出多余面粉，将包好的月饼放入
铜模中，压在烤盘上，然后轻轻提起模子，按照 3个蛋黄加 1 个
蛋白的比例制作蛋黄液，轻刷在月饼表面，漂亮的月饼就成型
了。最后，母亲在饼面上抹上厚厚的一层农家自产的天然纯蜂
蜜，把做好的月饼并排放在竹笼床上面，盖上锅盖，在土灶里面
加入柴火焙烤。烤到一定程度，再把月饼翻过来，涂上厚厚的蜂
蜜后再烤。半个小时后，月饼就烤成了。

还没等掀开锅盖，芳香就已弥漫全屋，飘荡在外头，吸引着
在晒谷坪上玩耍的我们赶快飞奔回家。迫不及待地揭开锅盖
后，只见一个个月饼金灿灿、黄亮亮，煞是好看，馋得我们直流
口水。

吃过晚饭后，母亲在院子里摆上桌椅，把预备好的西瓜、苹
果、雪梨一一摆上，再拿出下午出炉的月饼给全家人品尝，一家
人围着饭桌，在月光下尽情享用。我先掰下一小块，然后小心翼
翼地啃一点外边的皮，瞬间一股浓浓的香气直扑我的鼻孔，便
迫不及待地狼吞虎咽起来。母亲在一旁笑得春风满面，忙说：慢
点，慢点，别噎着！

时间飞逝，如今市场上的月饼不断推陈出新，虽然能品尝
到各种口味的月饼，但心里总觉得少了点什么，我仍对儿时母
亲自制的“蜂蜜伍仁月饼”情有独钟。后来我才明白，那是因为
母亲做这种月饼时加了两种特殊的材料———母爱与耐心。

钟瑞华 （广东江门）

鲁迅说：“走得足够
远 ， 你就会遇见你自
己。 ” 故乡是生命的起
源， 乡情是游子独特的
情感寄托。 你的故乡是
否山水秀美，民风古朴，
文化积淀深厚？ 你是否
有割舍不断的故乡情
结， 对故乡的情感是否
爱恨交织？ 给我们写点
小文章吧，写故乡那些人、那
些情，写少时痛并快乐着的

玩乐，写渗入骨子里的友情
乡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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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爱悠悠月饼香

月饼之记忆
■曾诚 （广东南雄）

八个月饼 ■李刚（河南栾川）

中秋之心雨 ■彭腾金 （广东佛山）

梦里桂花香 ■成月秀 （广东韶关）
又是一年中秋至，又是一轮月圆时，我追一缕月

光梦回童年，梦回故乡。
寂寞的青石板，反射一种别样的光亮，凉凉的，

似水流泻千年不变的沧桑。古老的村庄呵，是月的
故乡。

几声犬吠，几串孩童欢快的叫嚷，砸碎了月的
冷淡，唤醒了寂静的村庄。玩累了的我依偎在阿婆
怀里，跟着阿婆唱“月光光”。

阿婆说，月里有仙子哩。月里有桂树，吴刚伐
桂，却永远也砍不完。

我说，吴刚吴刚，放下斧子歇一歇吧，今晚的月
亮真的很亮很亮，请别吵着大家晒月光。

我托着腮帮，睁大眼睛望月亮。呵，我看见仙子
在洗衣啊，玉兔捣药，一只三条腿的金蟾在蹦跳游
荡！

在阿婆的呢喃里，我渐渐入梦乡。我把月饼送
给嫦娥仙子，仙子赠我桂花香……

童年的月，童年的饼，梦中的仙子，遥远的桂花
香。

今夜，故乡的童年在何方？
“妈妈妈妈，你看啊,我也有月亮光光。”我稚嫩

的孩子捧着圆圆月饼比对天上的月亮。
哦，故乡，远在梦里飘香。而童年，轮回到了孩

子的身上。

中
秋
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