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蔡安阳

入夜后，月朗风清，
轻柔的月光犹如薄纱一
般覆在大地之上，这不禁
让我心中泛起思念的涟
漪。

小时候，每到桂花
煮酒的时节，心情都是
异常的好，一是因为盼
着过节，一是贪恋此时
美景——月正圆，蟹正
肥，桂花皎洁，馥郁芬芳。

印象中，中秋的月亮
是一年之中最美的。“暮
云收尽溢清寒，银汉无声
转玉盘。”中秋之月，如水
似镜，光亮圆润，温柔的

月光如流水般倾泻而下。而此刻，母
亲沐浴着月光，鬓垂银发，丝丝闪
亮。她只是用手轻轻将发丝往耳后
一拢，继续忙着手里的活计。我望着
月光下的母亲，她原本消瘦的脸庞似
乎在月光下丰腴起来。她时不时抬
起头对我微笑，眸子闪烁着的光比月
光更加温柔。母亲有时会停下手中
的活儿，拿起蒲扇帮我驱赶蚊虫；也
会像个孩子一样，捉只萤火虫捂在手
心里，让我快来看……总之，那些年，
我守在母亲身边，一起望着中秋的月
亮，心里温暖又踏实。

秋蟹肥美，一口咬下，醇厚香软
的蟹黄在齿间盘桓，美好的滋味久久
不散。第一次吃螃蟹是什么时候，我

记不清了，第一次被螃蟹夹，我却记
得清清楚楚。我缠着母亲，央求她带
着我去买螃蟹。她拗不过我，便点头
答应了。看着母亲熟练地挑选螃蟹，
我在一旁跃跃欲试。眼前一只大螃
蟹挣脱了束缚，此时正张牙舞爪地挥
舞着一对大钳子，可在我眼里，它此
刻已成为桌上的美食，所以伸手就把
它拿了起来。耳边忽地传来母亲的
一声惊呼，与此同时，我感到一阵钻
心的疼。母亲一边轻轻给我吹着手
上被夹出的红印子，一边说：“今晚，
咱就吃它！”中秋夜，我和兄弟姐妹围
坐在桌前，母亲端上一盘螃蟹，每拿
一只都先用手掂掂，大的沉的都分给
了我们兄弟姐妹，而她自己和父亲，
留下两只最小的。我把我的大螃蟹
拿给母亲，对她说：“我不要这只夹过
我的，我要和您换换！”母亲看着我，
笑了。现在想起来，我觉得自己那时
候手里捧的不是一只红红的大螃蟹，
而是一束火红的花。

“小饼如嚼月，中有酥和饴。”月
饼可是最有中秋味儿的美食。小时
候，离家不远处有棵桂花树，每天夜
晚在院子乘凉的时候，总要闭上眼
睛深吸几口桂花香。后来，母亲不
知跟谁学会了做月饼，每到中秋佳
节，都要招呼着我们兄弟姐妹一起
做月饼，其中桂花馅儿的月饼是我
吃过的最美味的一种。有时候，我
们的帮忙却和添乱无异，只是母亲
丝毫不介意，看着我们吵吵闹闹，她
笑得很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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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剑青

黄昏，村庄四周充盈
着秋天特有的宁静、恬淡
的气息，给家乡增添许多
和平安宁的氛围。夏的
燥热、烦闷一扫而空，暮
色降临，月亮酷似天空中
清澈明亮的眼睛，注视着
人间的所有。她时而云
中穿梭，时而高挂苍穹。
看，开始之时，月亮“犹抱
琵琶半遮脸”，像害羞的
新娘，刚露出姣好的脸

庞，又悄悄躲进云层中。云随风动，
云是那月娘遮羞的手帕，手帕又捂住
了半边脸，叫你希望看见月更美的容
颜，引发人们无限的遐想。

夜色渐暗，月亮慢慢地升高，仿佛
在空中攀援一座无形的高山，从低洼
之处的天边一直到宽阔无垠的天中
去。经过无数次明与暗、光与黑的较
量，朗朗乾坤中，月华终于战胜所有障
碍，以王者的姿态傲立天宫，如水一泻
千里，空灵、皎洁，透出一股清幽之
气。盈贯周身的光芒无限辉煌，皎洁
的明月高悬天空，洒下满地清辉。

圆月一直都被视为团圆的象征，
更是文人墨客吟咏的对象。自古以
来，月亮有很多别称，“玉盘”“冰轮”

“蟾蜍”“宝镜”“素娥”“婵娟”等，寄寓
了人们许多美好的祝福，倾注了众多
诗人的情感。千百年的历史长河里，
咏月诗句多如繁星。“举头望明月，低
头思故乡”。望月思乡，一提到月亮，
往往指“思乡”之情，往往塑造的都是
游子的形象。“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
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诗人
胸中郁结着难以言说的悲愤，在花
间，独酌独饮，求得一时之静。“古人
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唯愿

当歌对酒时，月光长照金樽里。”诗人
从困惑于宇宙之谜写到人生失意及
对人生哲理的探求，显示出孤高出尘
的襟怀。“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
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中秋之
夜，作者写出旷达的胸怀和对人们的
美好祝愿。

古人对于月亮的思考及对人生
的感悟很深刻。今天的我们，在传统
的中秋佳节，在这全家相聚团圆的美
好时刻里，对赏月之时所享受的天伦
之乐，又该做何感想呢？也许有人百
感交集，也许有人感慨万千，也许有
人不胜唏嘘。

我想，不管我们的境遇如何，在
这举家团圆的美好时光里，我们更应
明白“孝”的内涵。家是养育我们的
摇篮，家中的父母永远是我们的牵
挂。小时候的我们，犹如春天里屋檐
下的雏燕，还不会飞翔，整天等着父
母用时间、汗水和精力去换来食物，
一天天把我们养育，教会我们快乐地
生活、自由地翱翔。长大后的我们，
就像是成年飞鹰，离开父母的呵护，
为着自己的梦想，去寻找、去发现、去
开创属于自己的天空。

时光滚滚向前，一年一度的中秋
又到来了。在拼搏与前行的路上，你
是否还记得父母夜以继日的辛劳，记
得父母忙碌的身影……

岁月无痕，时间会改变一切。我
们不一定要在节日里，才会回家看看
父母。《常回家看看》唱出了人们的渴
求，“找点空闲，找点时间，领着孩子，
常回家看看……”

又是一年中秋赏月时，朗朗月光
之下，我仿佛看到了普天之下长辈的
殷切期待。时光易逝，人生易老，让
我们尽享天伦之乐，感受人生的快意
与责任。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中秋佳节，亲朋好友团聚，围坐一桌博饼，骰子碰击瓷碗，声音清
脆悦耳。每当状元、榜眼出现时，总是欢呼阵阵，笑语连连。

博饼这种民俗活动在闽南盛行了数百年，甚至省外很多地方也在中秋节博起了饼，足见这种
民俗活动生命力之旺盛。

大凡民俗，都是老百姓在长期生活中不断积累、不断修正的文化传承，其中有不少是对历史
名人或史上大事的追怀，这也是民俗的重要来源之一。民间传说，中秋节博饼是郑成功部将洪旭
首创的。其时，郑成功据守厦门，士卒大都来自异乡，中秋佳节难免思亲怀乡。为了宽解士卒愁
绪，激励士气，洪旭巧妙地设计博饼游戏，让士卒们享受到中秋佳节的快乐。这个游戏很受老百
姓的喜爱，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民间风俗。博饼给老百姓带来了节日的欢声笑语，也寄托着人们
对民族英雄郑成功的敬仰。

初秋时节，我寻访了洪旭将军在厦门岛的遗踪。
从厦禾路进入开禾路，穿过熙熙攘攘的八市海鲜市场，便进入洪本部街。洪本部街因洪旭而

得名。洪旭（1605—1666），同安人，原为郑芝龙的部下；郑芝龙降清后，他追随郑成功，举兵抗
清。由于治军严整、能征善战，他被先后任命为户官、少师、水师右军、水师总督。郑成功北伐时，
洪旭兼任兵官，留守金门、厦门两岛。郑成功收复台湾后，洪旭辅佐郑成功世子郑经留守厦门。
如今的洪本部街38-44号，据考证就是洪旭兵部衙门所在地，称为“本部堂”，街名也由此而得。而
连接洪本部街的洪本部巷，得名的原因也与此相同。

数百年风雨沧桑，如今在洪本部街已经找不到当年堂皇气派的“本部堂”了。洪本部街，名虽
为街，其实是一条狭窄的巷子，房屋古旧，门墙破败，电线杂乱
而低垂。在通往洪本部巷拐角处的洪本部街 35号老宅
侧面墙上，镶嵌着一块石碑。石碑立于清乾隆四十
五年，石碑额头雕刻着富有立体感的精美图案，

“皇清”二个大字很是显眼。“皇清”下面刻着
碑名“重修洪本部渡头碑记”，碑文内容依
稀可见。其中文字曰：“渡头洪本部者，
何昉乎？盖闻诸父老相传，以为洪讳
旭公筑石成津，利于行人，故名之。
但造自何年，无从查考。间有补葺
重修，非□一次”。又曰：“特捐清
俸以倡增修，适此津者十余户，
亦欣然乐善。”由碑文可知，渡头
原为洪旭捐献俸禄倡建，因而以
其名命之，而且渡头就在洪本
部街尽头。沧海桑田，当年的
洪本部渡头，如今已经变成了
狭窄街巷。而洪本部街巷外围
鹭江道，则盖起高楼大厦。

在洪本部街，我还找到了嵌
于陈氏宗祠昭惠宫外墙上的一方
石碑：增修洪本部路头碑。其左上
角已经缺损，碑石仅剩四分之三，但
碑文内容清晰可见，曰：“渡头之有洪
本部也，闻自洪公倡始举义，筑石成梁，
因以为名。其创造时自何年，补葺经于何
手，前既莫考，后愈难稽”，“世久年湮，涛冲
浪击，倾圮特甚……思济涉之维艰，爰与二三同
志者共议增修。”碑文赞扬了洪旭修建渡头之事迹，
说明渡头名称之来历。缺损的石碑有人为切割的痕迹。
路边的阿伯告诉我，那是以前业主在墙上开挖排油烟孔所致，
这真令人啼笑皆非。

在昭惠宫外墙下，还竖立着“洪本部路头告示”石碑。残缺的碑石仅剩余上半部，其碑文刻着
的立碑时间为“光绪贰年贰月十”，“十”字之下为残缺部分。断断续续的碑文为“厦门一岛，四面
环海，港深坪浅……人物起落，得以登岸，甚为稳便，如洪本部路头”，“贪图占地，不顾碍人，辄将
傍近路头之海坪侵占，填土盖房”，“永远不得侵占填筑，尚再侵占填筑，伏乞立舆重惩”。碑文赞
颂了洪本部渡头为人们提供了方便，也警告侵占海坪乱搭盖者必遭重罚。

这一天，我游走洪本部街巷，寻访洪将军遗踪。民间传说洪旭为博饼的首创者，既寄托人们
对郑成功的敬仰，也寄托人们对这位郑氏部下的追怀。尽管这个“首创者”的归属无从稽考，甚至
有学者提出异议，列出种种理由，认为他不可能是博饼的首创者。然而，洪旭是博饼的首创者之
传说，已经广为流传。博饼也因为有了洪旭来当首创者，而更有内涵，更富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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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金水

酷热的暑气开始消
退，一轮明月从海边缓缓
升起，徐徐的海风拂来，
倒也温润舒爽。和妻女
一起漫步海堤，抬头看看
月亮，心想：今年的中秋
月应该会更圆了吧？漫
步海边，月光洒下，脚印
成串，一直向前延伸……

第一次吃中秋月饼还是在工作
入伍后的事。因为单位住房紧张，自
己没有和大家一起住在生活区，而是
独自一人住到了教学区，还美其名
曰：看楼人。日间，学生来来往往、进
进出出，热闹有余。到了夜间，看着
空荡荡的走廊，不禁让人心里发慌。
幸得有书为伴，有音乐绕旁，不至于
过分冷清空虚。

那次恰值中秋前夕的周末，自己
依然一人“坚守”着偌大的楼房。到
了晚上，正听着BEYOND的《谁伴我
闯荡》，门那边传来了敲门声。惊讶
之余，我打开房门，几位认识但还不
甚熟悉的同事走了进来，手里还拎着
一大包的零食饮料。一旁的芳艺师
爽朗一笑，说：“还是被我猜中了，小
周同志果然还在坚守岗位！”我出去

搬了几把办公椅子，把零食散放在上
面，把带来的月饼切开，大家围坐在
一起，开始侃起了大山……

现在也记不清当时聊了什么，但
为什么当时的情景难以抹去，我想，
这可能就是人情味吧。在一个陌生
的环境里，那看似简单却热得滚烫的
人情，能让一个外乡人的内心迅速破
防，找到这个集体中的归属。

月圆之夜，恰是诗情飘逸之时。
也是临近中秋之际，应了同学之约，
到他单位去参观玩耍。当晚，几个同
学围坐一桌，酒酣之际，我们几人时
而慷慨激昂，“指点”教育发展大势；
时而怒目而对，唇枪舌剑，你来我往，
争辩一番……后来，大家又驱车到海
边，继续没有结束的“战斗”！

至于那次的聚会是怎样结束的，
在脑海中的印象已全然模糊，甚至哪
些人参加了聚会，现在也说不全了。
唯一清晰的，就是那晚的月光下，几
个男人对着波光粼粼的大海，挥斥方
遒，指点江山的模样！

那样的月光、那样的大海、那样
的情景，此生难忘！

再次抬头看看夜空，一轮明月高
挂天上，大海远处，明灭可见的渔火
正在闪烁，风还在吹，妻子和女儿已
经远远甩开了自己……

林美聪

思念如果得以延续
那定是一条五里长桥
一头系着远方
一头系着故乡

举起手中的灯火
就能点亮五里桥头的白塔
五层六角，自下而上
指引和照耀古镇才人
金榜题名，簪缨鹊起

举起手中的圣火
就能以“烧塔仔”的方式
让这场丰收的喜悦
在安海古镇大放异彩

城门楼外三里街
人声与人声碰撞
骰子与瓷碗碰撞
千人博饼现场正直播
家乡的中秋佳节……

庄振加

人间烟火明灭
炊烟渐次流往高处
散作满天星光

蒸煮香薯芋魁
敬祭田头，愿五谷丰登
幸福与梦一样芬芳

又是中秋，庭院桂花下
月饼瓜果陈列整齐
童谣古朴，风铃清脆
明月从香案上缓缓升起
一袭轻纱的仙子
惊艳了时光

满头银发的母亲，和她的姐妹伴
像年轻时的样子，笑盈盈地
手持炉香，走进喧哗人群
走进皎洁月光中
去寻听，那句入耳入心的话

听到什么，母亲从来不说
而我只听到
喂养我长大的村庄
那些田间蛙声、清风鸣蝉
带着淡淡稻香的南曲弦管
还有那一溪哗响的月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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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直播（外一首）

月亮是潮湿的

请不要告诉我
这个夜晚的月亮是圆满的
是温柔、善解人意的

要不然她怎么会让
开得炽烈的桂花一瓣又一瓣
落在冰冰凉凉的院子里
让飘荡在晚风中的落叶
至今还下落不明

树上的秋蝉喊了一夜
也没有人搭理
父亲茶桌上沏好的菊花茶
早已经凉了半截

这个中秋节的夜晚
就连月亮自己
经过潮起潮落的大海时
身上也是潮湿的——

中秋月又圆（外一首）

如水的月光

终无法走出的乡愁
漂泊路上总有阴晴圆缺
抓把月光入药
逐梦一生，有多少美
就有多少忧伤

月色弥漫的地方
梦想悄悄生根发芽
江口码头起航的南音
从中原到闽越到他乡
悠扬、起伏
愿舀一瓢月光，轻饮
醉在中秋团圆时

又是一年中秋
有些还未能圆的梦
像那山涧孤独的树，醒着
我和月亮一起失眠
酒杯晃荡的心事
晃荡着迟迟没喊出口的名字
在如水的月光里徘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