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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音乡情

������在浩瀚的宇宙苍穹下，有一轮明月，自古
至今，静静地悬挂在夜的织锦上，不言不语，
却道尽了人间的悲欢离合， 牵系着无数游子
的心弦。 这轮明月，既是自然的恩赐，也是文
化的图腾，它以独有的方式，诉说着“明月何
曾是两乡”的深邃哲理。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唐代诗人张
九龄的诗穿越了千年的风尘， 依旧清晰地回
响在每一个中秋之夜。 海，广阔无垠，象征着
人生的漫长旅途与无尽的未知；而明月，则如
同一盏永不熄灭的灯，照亮了归家的路，让每
一个漂泊的灵魂都能找到心灵的港湾。 即便
身处天涯海角， 只要抬头望向那轮皎洁的明
月，便能感受到一种莫名的亲切与温暖，仿佛
亲人就在身边，未曾远离。

月亮，在中国古诗词中，是一个永恒的主
题，它承载了太多文人墨客的情感与寄托。 从
“床前明月光， 疑是地上霜” 的思乡之情，到
“举杯邀明月， 对影成三人” 的孤独自酌；从
“明月松间照， 清泉石上流” 的清新脱俗，到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的历史
沧桑，月亮以其独特的魅力，成为连接过去与
现在、现实与梦想的桥梁。

而中秋，这个以月亮为主题的节日，更是
将这份情感推向了极致。 在这一天，无论身处
何方，人们都会不约而同地望向那轮圆月，寄
托自己的思念与祝福。 月饼的香甜，不仅满足
了味蕾的享受， 更承载着家人团聚的温馨与

幸福。
然而，现实往往不尽如人意。 在这个快节

奏的时代，有多少人因为工作、学习或其他原
因，无法与家人共度中秋之夜？ 他们或许只能
独自一人，站在窗前，望着那轮孤独的明月，
心中涌动着无尽的思念与哀愁。 但正如“但愿
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所言，即便身不能至，心
却可以紧紧相连。

在这样的夜晚， 我不禁想起了苏轼的那
首《水调歌头》。 “明月几时有？ 把酒问青天。
不知天上宫阙， 今夕是何年”， 诗人与酒为
伴，向明月发问，表达了对人生、对宇宙的无
限遐想与追问。 而“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
圆缺，此事古难全”则道出了人生的无奈与哲
理———无论是人还是月， 都无法避免离合与
圆缺的轮回。 但正是这份不完美，才让我们更
加珍惜每一次的相聚与团圆， 更深刻地体会
到亲情的可贵与温暖。

“明月何曾是两乡”，在这轮明月下，无论
是身处繁华都市的霓虹灯下，还是偏远乡村的
稻田边；无论是达官显贵，还是平民百姓；无论
是相聚一堂的欢声笑语，还是独自一人的默默
思念，我们都享有这同一片月光，都在这轮明
月下找到了心灵的归宿与情感的共鸣。

月亮，用它那柔和而坚定的光芒，告诉我
们：在这个世界上，无论我们走到哪里，无论
我们经历了什么， 总有一份温暖与关爱在等
着我们回家。

������中秋未至，月饼先行。 朋友
送的，亲戚远道寄来的，各式各
样的月饼堆成了小山。 每一盒
月饼都包装精美， 盒盖上雕刻
着繁复的花纹； 每一块都精致
无比，， 带着精巧的雕饰和诱人
的光泽。。 月饼的口味更是多样，
水果的、 肉松的， 还有冰激凌
的，真是应有尽有。

母亲从盒子里挑出一块，切
开，吃了两口，遂叹了口气：“唉，
这月饼 ， 哪里还有过去的味
道。 ”可不，这些新式月饼，又甜
又腻， 失去了原先那种质朴的
香甜。 别说母亲提不起兴趣，其
实，我也不是特别喜欢。 此刻，
我不由得怀念起记忆里的老月

饼。
记忆里的月饼，来自童年，

是父亲从镇上带回来的。 中秋
节前的一个星期， 母亲就嘱咐
父亲：“就要过节了， 别忘了去
镇上买几个月饼。 ”那会儿，我
们村里只有一家小商店， 卖些
油盐酱醋和针头线脑， 像月饼
这种应节的稀罕物， 只有镇上
的糕点铺才有卖的。 父亲笑吟
吟地答应着：“放心吧， 保准误
不了事。 ”

去镇上那天， 父亲特意换
了身干净的衣服， 又把那辆老
旧的自行车擦得锃亮。 他骑上
自行车，带着母亲的嘱咐，哼着
小曲儿，向镇上进发。 父亲骑着
自行车， 颠簸在坑坑洼洼的土
路上，一路尘土飞扬。 我们姐妹
几个站在家门口， 目送父亲远
去，心中充满了期待。

中午时分，父亲回来了，车铃声伴着月饼的香味，
叮当作响地进了院子。 车子还没停稳，我们便迫不及待
地围了上去。 父亲从自行车后座的竹篓里，取出一个油
纸包裹的方正小包， 得意洋洋地跟母亲炫耀：“铺子里
挤满了买月饼的人，得亏我去得早，不然等到天黑都排
不上呢。 ”母亲接过小包，将它小心翼翼地放在柜子里，
像珍藏什么宝贝似的。 我们几个孩子眼巴巴地盯着那
小包，想象着里面月饼的样子。 母亲笑着说：“别着急，
等到了中秋节晚上，人人都有份儿。 ”这一句话，让我们
对中秋节的到来更加期待。

每次路过柜子，我们都会特意放慢步子，深吸一口
气，仿佛能闻到从柜子的缝隙里钻出来的月饼香。 我们
等啊盼啊，终于等到中秋节这一天。 刚吃过早饭，我们
就开始盼天黑，盼月亮升起来。

夜幕终于降临，月亮升上了夜空，银白的月光洒满
大地。 父亲将桌子挪到院子里，我们屋里屋外地跑着，
兴奋得跟小猴子似的。 母亲打开柜子，小心翼翼地取出
那包月饼，放到桌子上，揭开油纸，顿时一股浓郁的香
气扑面而来。 不多的几个月饼，被母亲整齐地码放在油
纸上，外表金黄，层层起酥，在月光的照耀下，泛着淡淡
的油光。 月饼的正中央点着一个圆圆的小红点，看起来
极为喜庆诱人。 那一刻，我们的眼睛都亮了起来。

母亲把月饼分给我们，一人一个。 我们托在掌心，
小口小口地咬着，每一口都舍不得咽下，那酥软的外皮
在口中融化，甜而不腻的馅料带着香气在舌尖上蔓延。
此时，空气中弥漫着月饼的香甜，唇齿间也满是幸福的
味道。 大人们同样得到一个月饼， 但他们哪里舍得吃
呀，不过是象征性地咬上一口，便把剩下的大半块分给
了孩子们，年年如此。

如今， 月饼的种类越来越丰富， 包装也越来越精
美，但再也难以找回记忆中那种单纯的味道。 那些带着
油纸、微泛油光的月饼，虽不华丽，却是我心头的一份
甜蜜，在记忆里散发着永不消散的香味。 每每想起，心
里总是暖暖的，仿佛时光一下子就回到了最简单、最质
朴的年岁———父母在旁，月饼在口。

������今人不见古时月， 今月曾经照古人。 月
亮，千百年来文人墨客争相吟咏、寄托情思。

月到中秋分外明。 中秋的月亮，如一壶老
酒，醉意缠绵；像含羞的妙龄女郎，皎洁温柔。

天涯共此时，同享明月光。 又到中秋，那
一轮金黄的圆月， 在无垠的大地上泻下了银
色的光芒，照得黑夜如白昼般明亮。 “床头明
月光， 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
乡。 ”李白的这一首古诗，入学后我就会背，久
久不忘，至今，孤独一人时，我也愿意敞开心
扉，向明月诉说衷肠……

小时候，我听父母讲过吴刚伐桂、嫦娥奔
月的故事，当时我瞪大眼睛，抬头去明月上寻
找美丽的嫦娥、捧酒的吴刚、捣药的白兔，随
之想象哪片月光带着桂花的清香。 中秋节的
月亮，如一泓秋水荡漾。 最盼中秋夜，母亲会
在院子中央桌案上摆上瓜果、月饼等供品。 面
对空中的圆月，母亲虔诚地跪地叩拜，之后，
我便能一饱口福，品尝美味。

那时候的农村，街上没有灯，晴天有一弯

月牙还好一些，遇到阴天，夜黑如墨，伸手不
见五指。 家里有用墨水瓶自制的煤油灯，发出
昏暗的光。 每到皓月当空，人们便可以幸福地
享受高处的光亮。 在璀璨的星光下，在皎洁的
月色中，母亲总爱坐在院子里纺棉花，纺花车
子吱吱呀呀地唱。

不知在多少个恬静的月夜，我翻书久了、
累了，拉开窗帘，皎洁的月光就会透过小窗，
洒在我身上，伴我进入甜蜜的梦乡。 梦中，我
坐在弯弯的小船上，回到了朝思暮想的家乡；
见到了爹娘， 见到了村里的发小， 见到了别
墅、楼房，目睹了贾鲁河水碧波荡漾；当年老
村长的儿子，虽然离开了课堂，但后来真的娶
了女知青当新娘……面对故乡， 我尽情地放
声歌唱，祝福所有的人幸福安康！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不知不觉中，
又到了中秋月明时，我抬头仰望，那一轮浑圆
的月亮，正对着我的窗，明亮中带着微微的金
黄。 多想再回到童年，再好好感受一下那充满
温馨、无忧无虑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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