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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寄来的柴火月饼
刘文清

毕业三十年之后，外地的大学同学

中一直保持联系且时有“礼尚往来”的，

怀化会同的林同学算一个。这不，离中

秋节尚有十来天，林同学的堡子柴火月

饼便如期而至了！

迫不及待地打开包装，喜庆、质朴

的纸盒内静静地卧着八个圆饼。月饼是

用纸包装的，却不似有些月饼油腻腻

的，整张包装纸都被油浸润，给人一种

卡路里爆表的感觉。堡子柴火月饼，外

包装倒是清清爽爽。撕开纸袋，由一层

芝麻包裹着、散发着柴火香的月饼呈现

于眼前。对于农村长大的孩子，这香味

太熟悉不过了。手触碰之处，软糯糯的，

轻轻掰下一片塞进口里，满嘴溢香，不

知不觉之间，一整个月饼就被消灭殆

尽，好吃！好香！纯粹孩童时的味道！

地处湘西的怀化市会同县是开国

大将粟裕的故乡。堡子镇则位于会同县

北部，距县城 12 公里，三山环抱，全镇

人口不足两万，少数民族占全镇总人口

的百分之六七十，属于典型的山区农业

小镇。昔日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偏远侗寨

乡镇，今年因为制作的柴火月饼近年来

被央视、新华社等各级媒体报道，声名

鹊起。

传统的堡子手工柴火月饼，制作程

序十分复杂且极具特色。先是和面，与

一般的糕点制作大不一样，面团不添加

水，而是打入正宗土鸡蛋，再倒入上好

的植物油，在光洁台面上和面，纯靠双

手的触感，计算出力道的大小，从而把

握面团的劲道。月饼的配馅也是相当有

讲究，核桃仁、葡萄干、腰果等 10余种食

材，比例不同做出的口感就有着天壤之

别。包馅和制模，则是将和好的面团先

赶成长条再掐取成合适的小团，摊开将

馅料包裹成圆，再用模具固定，以木槌

敲打定型。敲打时，特别要注意力度，既

要让月饼形状更圆，又要让面和馅更加

融合，成型后再将月饼放入铺满了湿润

的白芝麻的竹筛中，通过不断地摇晃使

月饼均匀沾满白芝麻，这样既能增加饼

香，又能保护饼皮不被烈火烤焦。最后

是烤饼，这也是最重要的环节，火大了

容易烤焦，火小则烤不熟，都会影响口

感，关键环节必须由经验老到的师傅掌

炉。在炉子的两边烧火，中间放饼，烧炉

火一定要用山里砍的杂木柴，杂木柴烧

出的红彤彤火炭，恒温慢烤，犹如促膝

对话，木香渗入，里外皆香，诱人的气味

不断散发，烤出来的月饼格外香酥。不

难想象，刚出炉的柴火月饼是多么色泽

金黄，香气四溢，让人心驰神往。如今的

堡子镇“柴火月饼”逐渐成为当地乡村

振兴的一项重要产业。

就在堡子镇人们把柴火月饼做得

风生水起、如火如荼之时，位于湘南山

区我的家乡宁远县，在中秋佳节来临之

际，家家户户却在大肆焚烧稻草，再将

稻草灰浸入清水之中，为制作碱水粽

子、粑粑全家上阵、备战忙碌。

端午节吃粽子悼屈原，中秋节吃

月饼贺团圆，是全国大部分地方的习

俗，而我的家乡却不按套路出牌：中秋

节也不吃月饼，而是大兴做粽子、吃粽

子之风，并将其做到了极致。除了有传

统的各种馅料的羊角粽外，还做出了

重达十斤、二十斤，甚至三十斤不等的

粽子，形状似枕头，美其名曰“枕头粑

粑”，不仅自己食用，还作为中秋大礼

赠朋友、送亲戚。年轻时，我觉得真是

匪夷所思。如今也渐渐明白了，在粮食

短缺的年代，早稻、中稻收割之后有了

新米，以此方式庆祝丰收，犒赏自己田

间耕种的辛劳。

“小饼如嚼月，中有酥与饴”。在解

决温饱之后，人们追求食品的多样化，

把多余的粮食加工成自己喜欢的食物，

并乐此不疲，享受其中。就说这饼子吧，

平凡普通，一旦打上中秋节的烙印，便

被赋予了丰富的文化内涵，植入了乡情

乡愁的元素，于是有了灵魂，成为一个

文化符号，成了一个寄托感情的载体。

半个月亮爬上来
黄三平

幽暗朦胧的静夜，独倚在阳台的躺椅上看月亮，只见一弯半

月悬在天上，月色温润皎洁，月的周围没有云霞，只是纯净淡蓝的

天空。一阵微风拂来，初秋的清凉浅浅沁入肌肤。再过几天便是中

秋了，今夜的月恰好是圆月的一半，让人忽然想起歌曲《半个月亮

爬上来》，半个月亮爬上来，映照着梳妆的女子，她正在想念在水

一方的伊人，心里洋溢着爱的欢欣，清幽的月夜，思念的人儿，多

美的意境。

半个月亮爬上来，照着我的姑娘梳妆台……于是又想起许多

年前一个女子，因了这些好听的歌曲而坠入爱河，却又因对爱的

绝望而辞别了人间，想必她离别的夜晚一定无月，是个漆黑的暗

夜。若有月光的照耀，温柔的月色会轻抚内心的伤痕，让她淡忘人

间的那些痛楚。

也 许 爱 着 的 人 ，是 既 怀 着 甜 蜜 的 思 念 ，又 担 着 苦 涩 的 负

重，某些时刻那苦涩超出了所能负荷的重量。这世间多少人，

在为生活辛劳奔波的时候，心里还担负着那么多无以诉说的

悲伤呢？

网上看到一个女子，她三年前失去了爱人，悲痛欲绝，难以自

拔，三年后仍然走不出来，沉浸于悲情忆念中。有暖心的网友模拟

她爱人的口吻给她留言：吾爱不必伤悲，我已化作春之花朵，夏之

云彩，秋之霜露，冬之白雪，我在天地间凝望你，你目之所及皆是

我，盼你过好当下，望向前方，快乐生活。陌生人写得真好，情意温

暖，情思通达。

这世上善良的人们，行走在漫漫的人生路上，用真挚的心去

生活，还是难免在某些时刻失落了爱，离散了亲人，走远了朋友，

飘渺了理想，于是难免悲悲喜喜，负累于心。

人生倏忽，月亮永恒。古往今来，月亮映照大地，它在夜色中

升起，让黑夜变得明亮美好。独自的夜晚，莫若好好仰望那明净皎

洁的月亮，它圆了又缺，缺了又圆，始终温润地照耀人生百年。仰

望月亮，便知心中诸般负荷皆可放下，悲喜瞬时冰释，心就像月亮

一样安宁清丽了。

月缺月圆，月落月升。沐浴月华的人儿，悲也放下，喜也放下，

不困于过往，无忧于将来，就可在光风霁月中自在前行了。

【编者按】

中秋节是中华民族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承载着
人伦孝悌的血脉亲情和深沉厚重的家国情怀。天上一
轮满月所引起的情绪是浪漫的，比如思乡，比如团圆，
比如爱情；中秋节的传说故事也是浪漫的，比如奔月的
嫦娥、伐桂的吴刚、捣药的玉兔……即使现在我们不再
像小时候那样，和家人在月圆之夜围桌团坐，等着父母
一块一块切分月饼，一起赏月，也还会在中秋节那天抬
头看一看天上的满月，或思念，或感慨。天上月圆，人间
团圆。本期文苑特别选编了几篇与中秋、与月亮主题相
关的文章，以飨读者，也提前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找月亮
朱洁

早两天，弟弟放学回来说：“妈妈，今天

老师要我们和爸爸妈妈一起‘走月亮’。”

走月亮？什么是走月亮？

弟弟告诉我，语文课正在学一篇文

章叫《走月亮》，是云南的一个妈妈带

着孩子走月亮、看月亮的故事。也许是

文章生动又童真，老师便希望家长带

着孩子也跟着月亮走走，观察观察，方

便第二天的作文课大家也能仿写一篇

《走月亮》。

弟弟给我说这个消息的时候正是傍

晚。我见天上的落日像个咸蛋黄，云也薄

得很，于是断定：“今晚肯定有月亮，到时

妈妈带你一起走月亮。”

（一）

白露过后，天黑得越来越早。吃完晚

饭，黑幕已降临，我便带着他下楼，准备

在小区走月亮。

始料未及的是，当我们抬头望月时，

却没找到月亮。弟弟嘟囔着：“不是说肯

定有吗？月亮呢？”

是啊，月亮呢？

我仰着脑袋四处找，看到有个方向

的光格外不同，于是牵着他朝那个方向

走，只是走了几步后发现，那光不是月亮

的光，而是另一个单元顶楼上的一盏大

灯发射出来的。我们又扭转方向往回走，

走了一阵还是没找到月亮。

“没月亮怎么走啊？”弟弟有些着急。

我安慰他：“相信我，今晚必有月亮，只是

不知它藏哪去了。”

“月亮为什么要藏起来？”弟弟问。我

想了想，然后指着小区里的一片高楼对

他说：“也许不是它想藏。你看，小区尽是

高楼，应该是这一栋栋的楼房遮住了月

亮……”

怎么办呢？弟弟问。找呗！我说。

只是找也得有找的方法。我决定牵

着他往东走，说：“我俩别再像无头苍蝇

乱窜了，干脆就往一个方向找，绕着小区

走一圈，肯定能找到……”

（二）

小区里的一栋栋高楼仿佛一座座拔

地而起的山柱，渺小的我们走在其中。头

顶的天空被这些山柱分割，望着有些天

井的意思，我们则像极了坠入井底的青

蛙，视野又小又琐碎。

“天上也没星星，你确定有月亮吗？如果

有，它岂不太孤单了……”弟弟仰着头说。

我也打量着目光所及的天井。乍眼一

看好像真没有星星，但若仔细找找，更高

更远的天上微弱地闪烁着几点星光。“有

呢，你得认真看。”我给他指了几处地方。

他定睛看了一阵后揉了揉眼睛，疲

惫又沮丧地说：“太远了，看不清……”

看他有些扫兴，我也很是感慨。这个

年代，走月亮要找，看星星也难，哪像我

们小时候，晴天的夜里，随便躺在一块草

地上，双手叠放在后脑勺，搭个二郎腿便

能欣赏璀璨美丽的夜空。

月亮很神奇，一天一个样，阴晴圆

缺，变化万千。若是遇到镰刀般的新月和

残月，身边的小伙伴便说，这月亮千万别

指，不然会割人耳朵。我信也不是，不信

也不是，毕竟我耳垂不小，它和脸挨着的

那道缝隙里，偶尔也会发炎。他们都说，

那是我指了镰刀月亮所致。

那时候的星星也很多，布满了整个

夜空，数肯定是数不过来的，我们便学着

找星座。我们喜欢看《圣斗士星矢》，于是

便对照《圣斗士星矢》的描述去找十二星

座。有没有找对我不知道，但每个人都找

到了自己心中的人马座、双鱼座、水瓶座

……

（三）

“看不清星星不如看灯。”弟弟的提

议打断了我的思绪。

是啊，小区家家户户都点灯了，斑斓

的灯光将微弱的星光衬托得更加黯淡。

这些色彩不一、明暗不同的灯光，让城里

的夜晚也变得深邃如诗起来。每一盏灯

下都有一个正在发生的故事，欢喜的、悲

痛的、日常的，引人联想。如果梵高生活

在这个年代，他一定创作不出《星空》，但

或许可以画出《万家灯火》。

我们在万家灯火的包裹下找月亮，

在小区绕了一圈都没找到，直到抵达小

区大门西侧的小广场，在这块视野稍许

宽广的地方，我们看到天上低矮的地方，

一轮弯弯的新月晕染着鹅黄的光。

“找到了，找到了！终于可以走月亮

了……”弟弟兴奋地喊起来。只是，走月

亮的时间太短暂，我们刚陪着它走，它便

又匿入隔壁小区的高楼后面去了……

我才意识到，那片代表了我们的童

年，也满载着我们对自然的敬畏、对宇宙的

好奇的夜空，现在的孩子是很难再见了。

我建议弟弟第二天写作文时换个名

字，不是《走月亮》，而是《找月亮》。

中秋里的株洲
陈夏雨

中秋里的果实都在压树枝，压得更低

一点，

再低一点，就可直接入口了。

喜爱它的人无法挑剔它的美味，更无

法拒绝它的姿态。

有时候，顺心变化的姿态比千年不变

的美味，更让人怀念。

我见过很多地方的中秋，株洲的中秋

是最美的。

炎帝头顶的圆月，独一无二，照着炎帝，

和他的亿万后代。这一天，炎黄子孙

在月光下，

团圆了！

这时候的湘江水，不热不凉，荡漾的

水波正好撩撩圆满的月亮。

天空飘下游离的柔光，留在株洲过节

的亲人们，正在将亲人盼望。

远方的人啊，来这里吃月饼，来喝米

酒，来听蛐蛐的音乐和蝴蝶的呼吸吧！

每棵树，每朵花，每只昆虫，每对飞

鸟，无不洋溢着团聚的喜悦。

中秋里的桂花，缓缓释放自己的郁

香。很慢很慢，像一帧帧慢镜头

无数米粒大的花瓣唇，轻轻吐出收拢

了一年的香气。

留一半香味萦绕在树梢，自己享用；

一半散发出去，让远方的人也闻闻。

多想和亲人、朋友走进田野，步入森

林，捡回过去遗留下来的稻穗和花香啊。

荒野上的牛羊、树上的鸟、花上的蜂，

湖面上的水蜘蛛，

人间的袅袅炊烟，万丈红尘，都知道，

今天正是中秋。

曾经对亲人封闭的内心，扑扇着深情

的飞鸟，

高铁的翅膀、多情的思念，绘成建宁

上空美丽的北斗。

一起祝贺吧，一起舞蹈吧，一起大声

呼喊吧，中秋！

热烈的鞭炮声从湘江之畔和炎帝的

故地响起，汇聚到湘江。

让中秋的酒杯，盛满圆月的回忆。

一滴露水落入湘江，湘江会颤抖一下。

一条根扎入建宁，建宁会紧紧地拥抱它。

我们在这里等待和欢迎热爱建宁的人，

高新技术，是天空飞得最高的鸟。高

过天空的这轮圆月。

没有高枝，凤凰不会落栖株洲。

株洲制造，如今站在了全世界的前列。

西方的垄断和封锁，像一层窗户纸，

一捅就破。

我们不仅有跑得最快的高铁火车头，

还有最坚硬的硬质合金，可以啃下这

个世界最硬的硬骨头。

过硬的产品，靠过硬的队伍来带。

株洲市委市政府，像激情满怀的诗

人，已经写出脍炙人口的作品。

果树的姿态千娇百媚，思念的眼眸柔

情似水。

来株洲过中秋吧，过去的怨气、霉运，

一刀两断。

随便一个株洲人都会把内心的喜悦

分享给您。

在株洲过中秋是什么感觉？

就是一条树根扎进沃土，安心吃到了

肥料的感觉。

今夜的月最圆，

今夜的情最深，

今夜在一起的人，最幸福。

我在中秋，我爱株洲。

中秋节烧宝塔
海歌

傍晚时分，徜徉于昭陵江畔，落日的

余晖摩挲着街道一幢幢败旧的房屋，街道

鲜有行人，天幕渐显朦胧，东方圆蟾出岫，

似少女娴静的脸，羞赧地泛起橘红色的笑

靥。西风乍起，江波微漾，拍打着新码头斑

驳的麻石阶梯，旁边的古槐树遒劲挺拔，

树影扶疏。一派恬静、凄美的景况！须臾

间，顿生岁月缱绻，葳蕤生香之慨，勾起我

舞勺之年中秋烧宝塔的童趣记忆。

中秋节，渌口区昭陵村烧宝塔习俗由

来已久。从事农耕、渔猎的先民，用烧宝塔

的祭祀方式，感谢月亮神的赐予与庇佑，

祈祷年年风调雨顺，渔业、农业丰收。

孩时不懂中秋节烧宝塔意蕴，只觉

得有趣好玩。那时候，大人忙，烧宝塔的

柴火与材料主要是孩子们去准备。垒砌

宝塔，还得需要大人，而正街的桂叔叔乐

意做此事。桂叔叔清瘦，生着一张诙谐的

脸，俨然是一个孩子王，孩子们都想亲近

他。他好酒，但酒量小，经常醉。一天傍

晚，醉了的他踉跄地沿着街道走着，不停

地喊着：“屋快倒了，快些来人撑住它

呀！”我们跟着他后面看热闹，非常有趣。

那年的中秋节到了，桂叔叔给我们

分配任务。大一点的孩子去昭陵木材公

司削树皮、捡烂的竹缆绳，到铁路边拾废

弃的铁轨橡胶垫，上唐古岭砍柴等等。小

一点的就安排去河边捡瓦片、砖石等。昭

陵房屋被火烧毁过，坡岸边散落的尽是

瓦片，捡拾瓦片并不难。

垒砌宝塔的材料和柴火都准备好

了。下午，桂叔叔和几个大人来到新码

头，用锄头在水边整了一块平地，他们用

砖石铺成直径一米多的圆形塔基，然后

用瓦片叠垒，一层一层逐渐向中央收拢，

最后封顶形成塔尖，底部留了一个洞门

用于添柴，建成后的宝塔别有一番风味，

塔身似披着青色鳞片，有两米多高，像寺

庙中的浮屠。

最性急的还是我们，晚饭刚吃完，就

揣着月饼、花生往新码头赶，桂叔叔他们

还没有来，我们就做游戏，又是跳又是

蹦，围着宝塔追逐嬉戏，大人们担心宝塔

撞倒，站在街上不停地呵斥我们。

晚霞消退，唐古岭峰顶上，冉冉升起

一轮又圆又大的橙月，还傍着蝉翼般的

薄雾。未几，月亮爬到新码头古槐树上，

变成银色的璧玉，江面上，秋风掀起波

澜，泛起银光，昭陵仿佛变成了冰清玉洁

的世界，宝塔也显得更加庄严、神圣。

桂叔叔哼着小曲，口里喷出一股浓

郁的醇醪味，踉跄地朝宝塔走来。他先摆

好桌子，奉上月饼、荷藕等贡品，点着香

烛，烧着钱纸，口里念念有词，虔诚地磕

拜，又含混不清地喊着：“孩子们，都来拜

宝塔呀！保佑你们会读书，长大后好讨生

活。”大家笑咧咧地跟着跪下磕头。

宝塔内，柴火点着了，从塔顶上、瓦缝

里冒出浓浓的黑烟，随着火势的增加，黑

烟渐渐地变成灰白，当白烟变成火苗从宝

塔瓦缝中伸出时，俨然火舌舔舐着塔身。

桂叔叔一边向宝塔内添柴火，一边喊

道：“孩子们，快递柴来，火烧得旺，宝塔才

会红。谁递得多，出息就大。”孩子们争先

向桂叔叔递柴火。火焰越来越猛，在宝塔

上跳动闪烁着。瓦片开始由黑色变成灰

色，灰色又变为暗红，暗红渐渐变为浅红，

最后变成了绯红。此时的宝塔流光溢彩，

红光映照在我们稚嫩的脸上，也映照在潋

滟的江面上，连月色也抹上了殷红。

“拿煤油来，开始喷火。”被火焰映得通

红的桂叔叔喊着。有人提了一桶煤油来了。

桂叔叔舀了一勺煤油喊到：“细伢子

站开些，火喷到身上不得了哇！”然后，将

煤油撒向宝塔，骤燃的火焰绽放着火树

银花。随着煤油不停地洒向宝塔，绽放的

烟花千姿百态，璀璨炫目，我们高兴地跳

跃欢呼。

桂叔叔从口袋里掏出几枚硬币对我

们说：“把钱抛在地上，看你们谁能抢到。

中秋夜烧宝塔，能抢到钱的，长大了一定

能出人头地。”硬币抛出后，我们一拥而

上去抢，强壮、敏捷的孩子抢到了，而我

没有，非常懊恼。

时光荏苒，但儿时中秋节烧宝塔的

景况却历历在目。此时月圆之夜，流连的

愁思总与我童年重逢，总会瞥见桂叔叔

那张和蔼诙谐的脸，那皎洁月光下被烧

得通红的宝塔，以及江面被西风掀起的

粼粼浮光，永远沁入我的心田。

诗歌

随笔

记事本

生活家

生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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