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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夜

我没有思念母亲

在想遥远的南极

一片只属于大自然的土地

企鹅向月亮挥手致意

蚂蚁抬着秋叶来了

还有饭粒和糖

是不是很快做出月饼

那就

邮一块给北极熊吧

微风一袭长纱

今夜

没有分手，失去与忘记

月儿圆圆

桂花香满地球的发际

一

中秋越近，月亮越是虚构着长大

我从不轻易抬头

每凝视一眼明晃晃的月光

就会眩晕整整一年

在异乡，最容易生病

二

写过很多月亮

唯独写不好中秋这一轮

母亲走时，正值酷暑

蝉鸣喊来一场暴雨

月亮哭了一晚上没出来

父亲走时，即将腊月

被冻僵的月光，瑟瑟地

抖落了一地

至今，我的心里

都有很大一个缺口

三

这个中秋

月亮滞留中原

头痛、失眠，间歇性发作

我抱紧女儿，跪拜浮夸的忙碌

盛大的空虚把光藏起

只剩下夜

在文人墨客的笔下，中秋是用来

赏月、观潮、饮桂花酒、猜灯谜的。可

在我的家乡，中秋节前后正是满园苹

果的采摘季。重要的节日不能忽略，

成熟的果子也耽误不得，所以，一想

到中秋，我记忆里的月饼就交织着苹

果的芬芳涌上心头。

踏入农历八月，尽管农事繁忙，

母 亲 却 早 已 将 赶 集 的 日 子 铭 记 于

心 。 那 时 的 农 村 ，虽 已 告 别 物 资 匮

乏 ，但 中 秋 的 月 饼 仍 是 我 们 姐 弟 的

期 盼 。 母 亲 抽 出 半 天 时 间 ，从 集 市

上 购 回 几 种 月 饼 ，她 把 礼 盒 装 的 月

饼 放 在 堂 屋 的 柜 子 里 ，再 拿 出 袋 子

里散装的月饼给我们解馋。啃着皮

薄 馅 足 的 五 仁 月 饼 ，跟 着 母 亲 又 钻

进 果 园 ，我 把 特 意 带 给 父 亲 的 那 一

块 递 过 去 。 苹 果 堆 后 忙 碌 的 父 亲 ，

连忙在衣角上擦了擦手喜笑颜开地

接 过 去 。 全 家 人 在 浓 浓 的 果 香 里 ，

一边吃着月饼，一边浅谈丰年，空气

里都是幸福的香甜。

月 饼 备 好 后 ，亲 友 间 送 节 礼 的

日 子 就 近 了 。 随 着 年 岁 的 增 长 ，去

外 公 家 送 月 饼 就 是 我 和 弟 弟 的 任

务 了 ，我 们 提 着 精 美 的 月 饼 礼 盒 ，

穿 过 果 园 ，翻 过 一 座 山 ，来 到 外 公

家 的 村 庄 。 外 公 他 们 算 着 我 们 要

去 的 日 子 ，每 年 的 那 几 天 会 特 意 让

四 姨 或 小 姨 在 村 子 边 的 果 园 做

事 。 我 们 的 小 身 影 一 出 现 ，姨 妈 就

迎 到 路 口 ，接 过 我 们 手 中 的 礼 物 ，

牵 着 我 们 的 手 ，朝 家 里 走 去 。“ 我 的

乖 乖 们 ，饿 了 吧 ，先 吃 点 东 西 垫

垫 。”姨 妈 捧 出 一 堆 给 我 们 准 备 的

饼 干 、葡 萄 、梨 等 零 食 ，当 然 还 有 不

同口味的月饼。

送完外公家的月饼，虽然我还舍

不得回家，但我知道自古都有礼尚往

来。过不了多久，姨妈她们还会去我

家，我们再相聚的日子指日可待。

依 然 是 争 分 夺 秒 地 采 摘 苹 果 。

不管我们在哪一块果地，姨妈过来时

总能找到。她把带来的节礼放在我

家小院，就寻到我们干活的地方，加

入到我们的劳动中。把树上苹果摘

到篮子里，再一篮篮装进篓里，把果

篓搬到拖拉机上，跟着满载的车一起

回家。母亲赶紧洗手做饭，她说啥也

不让姨妈再忙活了，她把她按到厨房

里的凳子上，边忙边絮絮叨叨和娘家

亲人说着家常。

也有些年，许是农活松散一些，

在 中 秋 节 那 天 ，几 家 亲 戚 会 隆 重 相

聚 在 一 起 。 炒 几 个 小 菜 ，包 一 锅 热

腾腾的饺子，配上几瓶清凉的啤酒，

就着苹果和月饼，敞开放松，享受团

圆 节 的 欢 喜 和 热 闹 。 长 大 后 ，再 忆

起 这 些 ，我 才 觉 得 ，或 许 ，那 就 是 我

们现在所说的“仪式感”吧。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中

秋佳节永远承载着我们美好的情怀

和 心 愿 ，在 我 们 一 年 又 一 年 的 期 待

中，款款而来、深情而去。

如果想在那曲赏中秋月，最适合

的地方就是到那曲赛马场后面一个

300 多米高的小山丘上。那里的地势

不是最高点，但远眺可以赏月，近观

可以将那曲全城尽收眼底。

在海拔 4600 多米的那曲，爬 300

米是一件非常吃力的事。虽然，我一

身轻装，爬了 100 多米后，腿就如灌铅

一般，走 30 多米就要停下来休息一会

儿，用了 40多分钟才到达山顶。

这时，山顶上已聚集了不少前来

赏月的藏族朋友，他们或三五成群、

或全家席地而坐，喝着酥油茶、青稞

酒，吃着牛肉，谈笑风生。

那曲的月色很是娇贵，你不在意

她时，她就如同美丽的姑娘一样，在

空中亭亭玉立，让你不多看一眼都不

行。有时如金盘高悬，随时让你感觉

会金光万丈。夏日，还会出现高原特

有的景观：远处皑皑雪山升明月，近

处山丘伸手可触摸，阵阵炊烟升起，

声声牧歌飘来，就如同一幅美丽的山

水画。

但 是 ，当 你 一 心 一 意 想 欣 赏 她

时，她却含羞、娇涩、扭扭捏捏。就像

今天，像是拉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迟迟不肯走出闺阁。

坐在我们旁边的几位藏族朋友

情绪高昂，用藏语有说有笑，完全没

有来赏月的意思。几个姑娘还不时

地用手指着什么，那样子比赏到中秋

月还高兴。我忍不住问她们在看什

么，一个叫次仁卓玛的小姑娘高兴地

说：“看我家的新房子呀！”

“你看，在赛马场东边，辽宁援藏

工作队给我们援建的新房子，过几天

我们就可以搬过去了。”她还告诉我

们，她们一家四口人，以前挤在很小

的平房里，为了过冬，每年都要去捡

牛粪，全家人做梦都想住上漂亮的楼

房。前年，辽宁援建了 300 套安居住

房，他们家分到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房

子，今天来到山上就是想从高处看看

自己的新家。

她还拿出手机，翻出了新房的照

片说，新房非常漂亮，现代设施样样

俱全，现在正在装暖气片。以后我们

再也不用去捡牛粪、烧牛粪取暖了！

当听说我们是辽宁的援藏干部

时，次仁卓玛和旁边的藏族朋友一下

子围了过来，像见到贵客一样，有的

给我们倒酥油茶，有的给我们递来牦

牛肉干，有的给我们斟青稞酒！

朴实的藏族百姓不会用华丽的

语言表达对辽宁援藏干部的感谢，他

们的感激之情是写在脸上的、是装在

青稞酒里的、是泡在酥油茶中的。

顺 着 大 家 所 指 的 方 向 看 去 ，辽

宁 援 建 的 小 区 还 在 施 工 ，灯 火 通

明 ，整 个 小 区 的 轮 廓 清 晰 可 见 。 这

是 我 们 援 藏 干 部 最 熟 悉 、去 得 最 多

的 地 方 ，这 个 最 大 的 民 生 工 程 ，正

在 做 最 后 的 收 尾 工 作 ，不 久 ，那 曲

的 百 姓 就 会 告 别 土 坯 房 ，住 进 宽 敞

明亮的楼房。

放眼环视那曲全城，那曲河宛若

一条洁白的哈达，潺潺的河水显得娴

静温柔；金黄的草地如同一张金色地

毯，让人浮想联翩；尽管这里没有树，

氧气只有平原的一半，但在国家和援

藏 省 市 的 大 力 援 助 下 ，城 市 日 新 月

异，生机蓬勃。

工地上点点灯光，就像夏夜田野

里的萤火虫，给那曲的百姓带来了幸

福、梦想和期望。

我们准备下山时，无意中抬头，

那轮圆月不知什么时候爬上天空，满

月穿云破雾，若隐若现，挂在那曲的

上空。

此时，天上皓月当空，绽放温柔

月光，静谧天空下，华灯初上，霓虹闪

亮。山头上，兴奋的人们，站高眺望，

心情激荡。

月亮，已经不是今天的主角了，

我们极目远望，欣赏到了一道比月亮

更加靓丽的风景，一个挂在藏族同胞

心中最美的月亮！

（作者系辽宁省第七、第八批援

藏干部）

月亮在泉眼鱼儿的簇拥下

挂在帐篷的树梢上

落在草原含着露珠的草尖上

流落他乡的思念捡拾滚落一地的碎片

皎洁的面庞在月光的眼眸里

透过开满鲜花的篱笆影舞在碉楼顶上

急于归仓的包谷上

秋风裹着一袭黄衣

推门进来的时候

一片雪花钻进了牧人的衣袖

牧场在冬天的被窝里沉睡

莲花灯摇曳

深深浅浅的月色落入女人酿酒的黑陶罐

月光的香味斟满浸泡绿蚁的酒歌

像米拉日巴的道歌

像仓央嘉措的情歌

像悠扬的朗玛

像遥远的古格王朝的土墙

晚归的秋月穿过弦胡的音符

在古巷里行走

捧一手清泉轻洒蕉叶上的星空

荞麦的花瓣挂满月宫的桂树

梦里站在梨树下望月的背影

在寒夜里悄悄离去

秋月在初霜来临时的叹息

漫过牧归的牛蹄声

搅醒了澜沧江慵懒的梦境

中秋节晚上，我只喝了半碗粥，然后搬

张小凳子，坐在家门口，托着下巴，盯着天上

的月亮。此时，圆圆的月亮，隐藏在树冠后

面，它和我的目光一样，半明半暗。

准确地说，我不是在看月亮，而是在等

父亲。

父 亲 一 早 就 出 门 了 。 临 行 前 ，他 对 我

说 ，晚 上 回 家 时 ，带 月 饼 给 我 吃 。 我 的 等

待，是有理由的。因为往年中秋节，父亲都

会到村头供销社买几个月饼，全家人共同

分享。

20 世纪 80 年代初的月饼，常见的是杏

仁、花生仁、核桃仁、瓜子仁、芝麻仁等苏式

五仁月饼，还掺杂着红绿色丝条，皮酥里实，

甜腻腻的，正适合缺少零食而又嘴馋的孩

子。我一口气能吃两个。我得留点肚子吃

月饼。

想着想着，我的肚子就“咕咕”叫唤起

来。我不禁舔舔嘴唇，咽下口水，一会儿看

门前的小路，一会儿望天上的月亮。不知等

了多久，只见月亮慢慢爬过树梢，然后跃上

夜空。一瞬间，如水的清辉，洒遍狭长的小

路，照亮远近的树木、房屋和池塘……

这时的月亮，在 7 岁的我眼中，就是一只

透明的大月饼。

母亲多次喊我：“快回屋里，外面露水

重，容易受凉……”我摇摇头，没有回应，依

然坐着，心里想：父亲也该回来了吧？后来

才知道，这天，父亲所在的砖瓦厂，新上了一

套制砖设备，需要反复调试，他连晚饭都没

顾得上吃。

“叮铃铃……”熟悉的自行车铃声，远远

地响起。我从小凳子上一跃而起，直奔门前

的小路——父亲回来了！

没等父亲停好车子，我就急忙在他包里

摸索。可里面除了文件、笔记本和钢笔，啥

也没有。我不死心，继续摸索。

“今天忙忘了，没买成月饼，村头供销社

也早就关门了……”父亲话音未落，我的眼

泪“刷”地就流了下来。父亲赶紧帮我擦拭

泪水，充满歉意地“嘿嘿”笑着。

母亲在一旁说：“孩子等了你一晚上，晚

饭都没好好吃，就盼着你带月饼回来呢！”听

母亲这么一说，我抽泣得更加厉害。

父亲轻抚着我的头，说：“你先不要哭

嘛，今晚，我们不吃月饼，还可以吃其他饼

啊，比月饼还棒呢……”

还有啥饼比月饼更好吃？我泪眼巴巴

地望着父亲。

父亲神秘一笑，让母亲陪着我，自己转

身去了厨房。

过了一会儿，父亲就用一只大盘子，端

来一张白面摊饼，四周呈弧形直立，就像一

口倒扣的锅。原来是摊饼，谁没吃过？我

有些失望，心里顿感委屈，泪水又在眼眶里

打转。

父亲掰下一块摊饼，塞进我嘴里，轻轻

一嚼，咦！薄薄的、脆脆的、甜甜的，还有香

油的味道。也许真是饿了，我感觉这个摊

饼，比月饼还要好吃！

“走，我们吃摊饼赏月去……”父亲搬出

小方桌和凳子，摆在门前。不一会儿，一张

大摊饼，就只剩下盘底圆圆的一块了。父亲

说：“你看，这像不像天上的月亮？”

我拿起摊饼，对着月亮，发现薄薄的摊

饼，竟能映照出些许月光。我对父亲说：“我

们这个摊饼，可要比月亮大好多哦，是一块

特殊的月饼……”我笑着掰开一块摊饼，送

进父亲嘴里。父亲也开心地笑了。

那年中秋节，我没能吃上月饼，但父亲

做的那张摊饼，却像一轮清澈的明月，一直

悬挂在我记忆的天空。

在那曲赏中秋月
王晓军

果香里的中秋节
潘朝红

特 殊 的“ 月 饼 ”
沈亚

江畔秋枫赏月图

清风月洁

月到中秋分外明

中秋节 徐成文 绘画作品

中秋（外一首）

咚妮拉姆

季节把我们压缩成

一张月饼

咸与忧伤拥闹

手机磁波

长满草原，小溪，牦牛

终端仍是

装满妈妈叮咛的药罐

一滴泪挂在当空

泪的钢铁片片落下

挥铸成机犁

默默开垦

黄土就着轰隆隆声

麦浪并不遥远

举杯邀明月

低头听见黑色翅膀

飞越珠穆朗玛峰

飞越马六甲海峡

飞向南极

缝补着地球母亲的衣裳

月儿好闺蜜

不惜用光辉陪护

岁岁年年

我们再次举杯吧

感恩您用宇宙的胸怀

关爱世界

牧归的秋月
德西

拼接
木朵朵

中秋之夜

徐淑荣 剪纸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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