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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农历八月，走在街上
就能感受到月饼特有的味道。
超市里，月饼以各种充满创意
的造型显现，让人目不暇接。
很多人挡不住“诱惑”，将一盒
盒月饼放入购物车内。

的确，这种“诱惑”没有多
少人抵挡得住。中秋佳节，亲
人团聚。皓月当空，美酒佳肴，
一家人围坐一起赏月，说着家
长里短，别有一番滋味萦绕心
头，使人不禁感叹“人生何
求”。酒酣之际，停杯投箸，品
尝一块月饼，不贪求多吃，随意
拿起一块，咬一口，再小啜一杯
清茶，抚今追昔，那是多么美好
的一个夜晚啊！

多年前，这样的夜晚我很
少缺席，除了父母很看重这个
节日外，关键是我还未远行。在
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母亲总会
想方设法弄点月饼让我们兄妹
尝尝鲜。买几块月饼是当时最
简单的方式，尝得最多的是冰糖
月饼。吃到冰糖我会含在嘴里

细细品尝，那透心的甜味充满幸
福。那种简单的美味让我对来
年的中秋月饼充满渴望。

据史料记载，唐代民间已
有从事生产的饼师，京城长安
也出现糕饼铺。到了明代，中
秋吃月饼在民间逐渐流传。当
时心灵手巧的饼师，把“嫦娥奔
月”的神话故事作为图案印在
月饼上，使月饼成为更受人们
青睐的中秋佳节必备食品。经
过长期的演变和发展，月饼的
花样不断翻新，品种不断增加，
地区的差异使品种外观、口感、
味道各具风格。

如今，我已行走他乡多
年。每逢中秋我会抬头望月，
尝尝月饼，那种曾经渴望的心
情淡了许多。“举头望明月，低
头思故乡。”我盼中秋的那轮满
月能在我虔诚祈祷时，给我捎
来或让我嗅到父母的味道，带
去我对他们无尽的思念。月饼
的背后，是游子浓浓的扯不断
的乡愁。

月饼慰乡愁
■甘武进

人生百味

■郭芳读

无博饼不中秋
对于闽南人来说，一到

农历八月，“博饼躁动”就开
始了。明月当空，大街小
巷，亲朋好友欢聚一堂，围
着八仙桌，盯着大瓷碗，当
骰子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
空气中便充满了未知的惊
喜。每个人在“博”中寻找
快乐，在此起彼伏的喝彩和
欢笑声中感受浓浓的温馨
喜庆气氛。

博饼又称跋饼，是中秋
时节的一个风俗。据传在
300多年前，民族英雄郑成
功屯兵厦门，每到中秋月圆
之时，将士们难免有思亲之
情。为缓解官兵愁绪，鼓舞
士气，郑成功参考古代“骰
子戏”“状元筹”游戏发明了
博饼的娱乐活动。2008年，

“中秋博饼”入选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博饼以六枚骰子和一
口红色大瓷碗为用具，将六

枚骰子捧于手中，掷入瓷
碗，并以骰子组合来决定参
与者的奖品。按照传统，会
饼 是 中 秋 博 饼 必 不 可 少
的。会饼模仿古代四级科
举考试，设有状元饼1块，对
堂（榜眼）饼 2 块，三红（探
花）饼4块，四进（进士）饼8
块，二举（举人）饼16块，一
秀（秀才）饼32块。最大的
状元饼叫“鳌头”，直径约20
厘米，恰似一轮明月，通常
雕印有“嫦娥奔月”“桂树玉
兔”等图案。

“博”第一即博中状元
的人，相信一年运气会特别
好，博饼活动倾注了人们的美
好愿景。“博”讲究一个开心，
博一个好兆头。闽南甚至有

“小春节，大中秋”的说法。

博饼的游戏规则简单
公平，既充满竞争悬念，又
富于生活情趣，为广大民众
所熟知。如今，“会饼”被各
式 各 样 的 大 小 奖 品 所 代
替。博饼成为闽南全民活
动盛事，热闹非凡，激情四
射，很有“拼搏”的内涵。特
别是最激动人心的“王中王
争霸赛”，大家都想看看大
奖究竟花落谁家。

有诗曰：“就中状元贵
无比，入手争看色为喜。无
心一掷竟全红，失意终朝或
三褫。”参与博状元饼的人，
心情随着骰子的花色跌宕
起伏，倘若红四点出现便感
到欣喜，而过多的深色骰子
带给他们的则是失望。不
论是否得到奖品，每位参与

者都能感受到中秋节团圆
时欢快又刺激的氛围。

闽南本地的公司、商
超、社团或小区大都选择在
中秋节来临之际，组织员工
或客户参加包括博饼在内
的团建活动。在活动中，本
地居民对家乡的地域文化
有更深的认同感，外来务工
人员也感受到闽南人民的
热情友善以及闽南文化的
独特魅力。

博饼活动是中原文化
和闽南文化、科举文化和民
俗文化、古代文化和现代文
化的融合，历史悠久，内涵
丰富，玩法多样。“博”是闽
南人“爱拼才会赢”的一种
生活态度，也印证了闽台同
俗的文化渊源。

送月饼
■王加月

每逢中秋节回家，我都会多买
几盒美味的月饼，分给左邻右舍的
乡亲，让他们也尝尝“外面”月饼的
滋味。尽管农村生活水平提高了，
各式各样的月饼也不缺，但我的这
个习惯一时很难改变。

去年中秋，跟往常一样，我饶有
兴致地分装月饼，准备去给邻居送
月饼，母亲却小声对我说：“今年少
送一份。”我不解地问：“为什么？每
年不都是一样吗？”母亲不耐烦了：

“让你少一份你就少一份，啰唆什
么？”见母亲一脸不快，我也不敢再
多问。后来，母亲索性走开了，我莫
名其妙。

父亲买菜回来了，我赶忙问他，
母亲为什么让我少送一份月饼。父
亲点了一支烟，略有所思地说：“肯
定是你刘大叔家那一份。”父亲告诉
我，春耕时，两家闹了一点矛盾，直
到现在，碰了面也不说一句话。

原来是这样，我灵机一动，提着
月饼就往刘大叔家跑，还特地多装
了两个杏仁月饼。刘大叔见我来串
门自然很高兴，但当我把月饼递给
他时，他却有点不知所措：“这……
这不妥吧？”

“有什么不妥的？这是大侄子
孝敬您的。我常年不在家，我爸妈
也少不了您的关心。这不，我妈让
我给您送来的。”刘大叔一脸疑惑，
将信将疑地问：“真的吗？”我非常肯
定地说：“千真万确，您就别多想了，
送点月饼给长辈尝尝，也是我们晚
辈应该做的，不是吗？”刘大叔连忙
点头。

我趁热打铁，取出一个杏仁月
饼递给刘大叔：“我爸说您喜欢吃杏
仁月饼。”刘大叔很感动，尝了一口
月饼，赞不绝口：“嗯，真是好月饼！
其实，我和你爸妈的矛盾……”我忙
打断刘大叔的话，让他别提旧事了，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刘大叔一口
一口吃着月饼，像是在细品，又像是
在回味……

就在我准备回家的时候，刘大
叔拿出两条十斤多重的大鲤鱼给
我，说是他家鱼塘养的，我也非常爽
快地收下。还没到我们家门口，我
就大声喊：“爸妈，快来看啊，这是刘
大叔送给你们的两条大鲤鱼。”闻声
而至的父母也是惊诧不已，他们难
以相信眼前的鱼是刘大叔送的。在
我的解释下，父母总算是相信了。
同时，他们也非常激动地说：“其实，
那件事我们也有不对的地方，多亏
你今天去送月饼啊！”

是啊，乡里乡亲的，何必为一点
小事耿耿于怀呢？低头不见抬头
见，几个月饼、两条鲤鱼就将过去的
矛盾一笔勾销，不是很好吗？我很
欣慰，我送的月饼成功化解了两家
的矛盾。

前两天，父亲打电话对我
说：“今年中秋节记得给刘
大叔送整盒的月饼，他帮
了咱家不少忙呢！”是
啊，这月饼一定要
送的，以后还要送
下去。

人间万象

再过几天，又是一年一度
的中秋佳节。那是一个万家
团圆，共赏一轮明月的欢乐时
光。

可是，每每想起那一年的
中秋节，我就有一阵揪心的疼
痛。三十五年前的农历八月
初十中午，父亲的生命在那一
刻画上了休止符。那一年，他
才六十七岁。

父亲一生历经坎坷，离休
安置进市干休所才几年时间，
本应好好安度晚年，不料却猝
然离世，让我们一家人措手不
及，痛不欲生，很久很久，我们
都还沉浸在无尽的悲痛之中。

父亲是慈父。在我的印
象中，他像弥勒佛一样经常笑
口常开，不论是出门上班还是
下班回家，总是乐呵呵的，见
到谁都是笑容满面。记得小

时候，尽管工作再忙，他的关
爱也是无处不在。我坐过几
次父亲的“专车”——那辆大
横杠的永久牌自行车。他车
技不好，载着我经常一路响
铃，遇到人多的时候，宁可下
来推着车步行。尽管如此，我
还是觉得很喜欢、很知足。

那年，他从印尼大使馆离
任回国。那是一个夜晚，我跟
省侨委的小轿车去福州火车
站接他。当天晚上单位特意
举行了一个简短的欢迎仪式，
结束后他来到会议室门口带
我回家，路上一边抚摸着我的
脑袋，一边从口袋里掏出几颗
糖果放在我的手心，那几颗糖
果我捂在口袋里，好几天都舍
不得吃，差一点就融化了。

童年时，我体弱多病，有
一次发烧感冒咳嗽，长时间不
愈乃至住院治疗，康复后出院
的当天，父亲破天荒地买了辆
玩具小汽车给我。那是辆绿
皮铁壳的上海牌小汽车，它陪
伴我一直到小学快毕业的时
候，才转送给我家的亲戚小
孩，这算是我童年最奢侈也是

最珍贵的一件玩具。现在看
来，虽是点点滴滴，却彰显出
父爱的深沉。

父亲是良师。从我懂事
的时候开始，就知道父亲从事
的是文字工作，晚上饭后加班
加点写材料是家常便饭，所以
他一进卧室开了台灯，关上房
门，我们一家人都会自觉地

“偃旗息鼓”。我们姐弟妹几
个，要么到另外一个房间做作
业，要么出门找邻居小孩玩
耍，不敢胡乱造次。

在我的印象里，父亲因为
加班写稿，第二天眼睛往往就
会布满血丝，嘴唇溃疡，讲话
吐字都有点困难，让家人心疼
不已。受到他的熏陶，我自幼
也对阅读、写作产生浓厚兴
趣。从幼儿园开始，父亲就为
我订阅儿童画报《小朋友》，到
了小学就是《少年文艺》，有意
识地培养我的学习兴趣。父亲
还开放他的藏书让我尽情体
验，如《林海雪原》《红岩》《野火
春风斗古城》《小城春秋》《红
旗飘飘》《卓娅与舒拉的故事》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

到了中学时期，除了让我
看四大名著，父亲还鼓励、引
导我阅读鲁迅先生的作品，如
《呐喊》《彷徨》《阿Q正传》《狂
人日记》《朝花夕拾》等单行
本，称赞鲁迅先生的文章是匕
首是投枪，值得学习。一直到
我上了大专，他还专门为我订
了《文学报》《杂文报》《人民文
学》《十月》《作品与争鸣》等报
刊。现在回过头看，是父亲浓
浓的爱意一路陪伴着我长大
成人。

父亲是益友。我参加工
作后，从事的是教师职业，这
和父亲参加革命工作时的职
业居然不谋而合。闲暇时光，
经常听他回忆起边从事地下
工作，边教授学生的往事。哪
个教师同事博学多才，哪个学
生调皮捣蛋，在他的口中说
出，常常是生动形象，活色生
香，给我启迪、促我上进，让我
茅塞顿开，受益良多。

我们父子俩还有一个共
同爱好，就是星期日逛新华书
店，有时候是不约而同，有时
候是他前脚刚走我后脚就进

去。那些年，书店的工作人员
都认识我们，见面微笑打招呼
是常有的事。不知不觉间，父
亲对于我，已经犹如一位书
友，我们在茶余饭后可以一起
讨论哪本书、哪个人物，偶尔
意见不一致，父亲也不会居高
临下呵斥我，而是平心静气听
我说完自己的想法，才发表他
的观点。事实证明，父亲的分
析往往高屋建瓴，让我自愧不
如。就这样，父亲亦师亦友，
陪伴我到了而立之年。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三十
五年了，几十年来，他的音容
笑貌一直都深深地镌刻在我
的脑海里：春夏一件的确良衬
衫，秋冬一件中山装，永远是
一副洗尽铅华的老共产党员
的本色写照。

那年的中秋，在我的眼
里，月，黯淡无光；饼，味同嚼
蜡，父亲的过早离去，是我胸
口永远的痛。岁月无情，记忆
永恒，一直以来，父亲的形象
在我的内心世界里，是一座高
高屹立的灯塔，照耀着我人生
的路程。

■倪怡方

往事随想

临近中秋节，妻子心血来
潮，说是在手机里看到月饼的
制作过程，也想动手尝试一
下。得到我的支持，她的热情
被点燃。很快，她就从超市买
回面粉、白糖、红豆、糖浆、碱水
等食材，又买了一个月饼模子。

一切准备妥当，妻子开始
制作月饼。只见她把一定比例
的糖浆、植物油、碱水倒入碗
中，搅拌均匀，再加入面粉揉成
面团，用保鲜膜包裹起来，放在
一旁醒发。下一步是制作馅
料，基本都是半成品，豆沙泥擀
成薄皮，里面包上半个蛋黄，再
搓成圆球形。妻子平时比较注
重保健，怕糖怕油，因此，她还
特别制作了一些红薯馅料。

几种馅料都备好以后，可
以开始包月饼了。妻子将馅料
包进面皮里，慢慢收口，最后表
皮抹点面粉，防止月饼粘在模
具里。把包好的面团放在模子
里，轻轻一压，一个精致的月饼
便呈现在眼前。月饼的表面上
有一朵盛开的花，中间有“中
秋”二字，四周还有齿状的边
缘，非常精致。

第一个月饼做得有模有
样，妻子将月饼捧在手里左看
看、右瞧瞧，一副爱不释手的样
子。有了成就感，妻子更有劲
了，不一会儿又做好一个月
饼。豆沙的馅料包完以后，她
嘱咐我更换模具里面的压片，

以便区分月饼的馅料。
托盘里的月饼摆满后，可

以放入烤箱烘焙了。妻子把这
项任务交给我，我格外小心，严
格按照她交代的程序操作。时
间到了，我戴上厚手套，打开烤
箱将托盘取出。妻子赶紧在热
腾腾的月饼上刷上一层薄薄的
蛋液，再放入烤箱烘焙十分钟。

随着烤箱的转动，阵阵香
味潜入鼻翼，香溢满屋。时间
一到，我迫不及待地打开烤
箱。此时的月饼表面呈金黄
色，热气腾腾中透着香甜味。
等月饼凉透，妻子拿来小刀把
一块月饼切开，里面的馅料很
规则，最里面是蛋黄，中间是豆
沙，外面是面皮。

最有创意的是红薯月饼，
红薯馅料软糯而不松散，散发
出红薯的香味。我迫不及待地
掰下一小块送进嘴里，轻轻咀
嚼，一股清甜弥漫于舌尖，香糯
而不硬，微甜而不腻。津津有
味地吃着自制的月饼，我对妻
子竖起了大拇指。

妻子看着自己制作的月
饼，很有成就感，还把她自制月
饼的过程及成品图片发到朋友
圈。微友们都为这种DIY生活
创意点赞，看到微友们的好评，
妻子乐得合不拢嘴。看到妻子
开心的表情，我也跟着高兴。
只要用心去感受，生活处处充
满阳光。

自制月饼

随笔小札

■江初昕

桂花
悬崖倩影彩霞间，馨压群英若等闲。
细蕊清妍依玉露，临风飘锦尽欢颜。

菊花
黄白常开自足珍，淡妆簇簇日增新。
霜英傲世渊明骨，沐露凝香逐秽尘。

菅芒草
根扎斜坡崖后沿，絮飘蹊径石阶前。
浑身毛刺叶如剑，亲者留红心自怜。

毛蟹
金剪防身玉甲坚，横行湖岸越禾田。
成群结队网中戏，呷酒清鲜寒露天。

蟋蟀
长腿红须气不凡，夜间壁角闹声欢。
争风斗醋惹人爱，驱敌占巢迎岁寒。

吟秋五首

诗词雅韵

■郑国贤

那年的中秋节

■张升航

儿时的中秋中秋，一个充满浓浓秋
思的节日，除了对家乡的那
份思念与牵挂，我想更多的
是对团聚的期盼。每每朗
读着一首首描绘中秋的诗
句，那些根植于心灵深处有
关中秋的童年记忆便会浮
现在脑海中。

在我的记忆里，儿时的
中秋似乎比现在多了些许
仪式感。每年八月十五那
天，外出打工的人早早地回
到家中，女人们洗菜、配菜，
男人们挑水、劈柴，归家的
游子总想趁着这段间隙多
帮着父母干点活。待到傍
晚，奶奶从灶间像变魔术般
端出一碗碗家乡美食，除了
传统的家常菜外，当然少不
了给爷爷和父亲下酒的花
生和菱角。一家人围坐着，
幸福地品尝着美食，唠着家
常。

吃完团圆饭后，天色已

渐渐暗了下来，好似一张幕
布，背后有一场好戏正准备
上演。等母亲和婶婶帮着
奶奶收拾完后，父亲和叔叔
便搬一张小桌子和几张板
凳到院子里的石榴树下，我
们几个孩子早已迫不及待
地要把月饼、苹果等摆上，
听爷爷说是给天上的月亮
还有“嫦娥”和“玉兔”吃。

坐在院中，吹着凉风，
等到月亮从山的那边慢慢
爬上来后，按照习俗，爷爷
就会发出“口令”宣布开
吃。这个时候，孩子们是最
兴奋的，纷纷争抢着要切月
饼、分月饼。小时候我一直
觉得吃个月饼为什么要这
么繁琐，长大后我才逐渐明
白，原来这是故乡中秋的仪

式，称为“祭月”。
我们边吃着月饼，边听

着爷爷奶奶给我们讲中秋
的故事。每次讲到“吴刚伐
桂”的故事，爷爷便会让我
们抬头仔细寻找，看看月亮
上的吴刚是不是正挥舞着斧
头在砍树，我们几个孩子便
认真地寻找。“好像真的有
哎……”孩子们你一言我一
语，好似隐隐约约真的看到
了，惹得大人们哈哈大笑。
过后，我们又继续吃着美食，
听爷爷讲另一个故事。

如今，在快节奏的生活
中，中秋的仪式感正在慢慢
消失，我们心中那份对团聚
的期盼也越来越淡。每逢
中秋假期归家，看着那一幢
幢高楼，看着饭桌上的“低

头族”，再也找不回儿时的
那份愉快与无忧无虑。

每当月圆中秋夜，坐在
客厅，看着天空那一轮皓
月，我会出神地凝望好久，
耳畔仿佛又传来那个熟悉
且总也听不厌的故事。每
每此时，我也会学着爷爷的
样子给女儿讲中秋的故事，
让 她 也 找 找 月 亮 上 的 吴
刚。看我们玩累了，爱人便
拿出菜市场买来的老式月
饼递给我，刚放入口中，那
甜中带咸的香味就在口中
弥漫，口感虽好，可再也品
尝不到儿时的中秋味道。

我想，或许月饼未变，
变的只是日渐远去的童年，
是那停留在记忆中关于故
乡的那份情愫罢了。

灯下漫笔

童年回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