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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未了

来生还做

你儿媳

难忘的月饼故事

□刘铁忠

中秋节在胶州一带是一年中
很隆重的节日。在我小的时候，尽
管非常贫穷，但到了这一天，家家
都要从生活费中抠出几个钱来，
买上几个梨、石榴、月饼之类，到
了晚上，分发给孩子们，让他们一
边在月光下尽情玩耍，一边品尝
平时难得的美味。

小时候盼着过节，很大程度
上是冲着吃的节目。平常吃的几
乎全是地瓜干窝窝头，很难吃到
肉。离过中秋节还有好几天，就开
始畅想着那天该吃到的美味佳
肴。随着过节这一天渐渐临近，心
中充满了欣喜。期待中的那一天
终于来到了，久违的香味扑鼻而
来，口水早已流了下来。当大肉端
上桌来，什么也顾不得了，就剩下
放开肚子猛吃。

我的母亲很会持家，每年中
秋节炖肉，她总是喜欢掺上一些
芋头。芋头是在十几天之前就准
备好了的，先要去皮，切开，晾干，
待到炖肉时便滥竽充数地和肉一
并下了锅。芋头这种做法味道还
不错，但我想母亲的意思恐怕还
是为了节俭。

中秋节除了吃之外，还可以
在月光下很开心地玩耍。母亲在
这一天蒸馒头的时候会顺便给我
们蒸个面兔。母亲做的面兔很像
那么回事：先捏出个兔子的样子，
然后用两粒红高粱当做兔子的眼
睛，嘴还要用刀切出三瓣状，兔子
放在一个底座上，底座边上还要

捏出花瓣。蒸熟了以后，一个白白
胖胖的面兔子就很神气地蹲在底
座上了。到了晚上，在底座上插上
香，点燃后就用手捧着到街上去，
一面喊着：“月光，月光。”街上的男
孩子都捧着面兔说“月光”，到底
有什么含义，小时候不得而知。现
在推测，这大约是一种图腾崇拜。
设想在远古时代，人类还没有照
明设备，到了晚上漆黑一片。当月
亮出来的时候，大地披上了银装，
皎洁的月光给人类的生活带来了
很多便利，因此，古人对月光充满
了感恩并由此产生了一些崇拜的
仪式。这类仪式历经数千年的传
承，也许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但作
为一种文化心理积淀早已融入每
个人的基因中。我想，我们捧着面
兔在大街上喊“月光”的形式，应
该属于一种古老文化的残留。

关于月亮有很多神秘而又美
丽的传说。记得我8岁那年中秋

节，住在院子里的一大家人吃完
了饭后坐在一起赏月，有位堂嫂
说：“月亮上隐隐约约的好像真有
什么东西。”房客高大哥就讲了一
个神话故事。说是很久以前，村里
有户人家，老大好吃懒做，老二善
良勤劳。有一天老二上山打草遇
见一只中了箭的兔子，他就把兔
子藏在篮子底下，上面盖上草，躲
过了猎人的眼睛把兔子带回了
家。经过老二的精心调养，兔子的
箭伤好了，他就把它放到山里去
了。老二的善行感动了神兔，神兔
就下凡送给老二一粒种子。老二
种下后很快就发芽，开花，结果。
西瓜成熟了，老二用刀砍开一看，
里面全是黄灿灿的金豆子。老二
用口袋装回去，分给村里的穷人。
老大看到老二弄到金豆子，又眼
馋又嫉妒。当他知道了缘由之后，
就也想到山上去找只受伤的兔
子，可是找了几天也没找到。他太

想弄到金豆子了，于是就到集上
买了只兔子，先让他的孩子把它
打伤，然后再为兔子治疗，等伤好
了后，也把它放到山里去了。神兔
知道后，也送给老大一粒种子。老
大种下后，很快发芽，开花，也结
了一个很大的西瓜。老大高兴极
了，拿着口袋准备装金豆子。可是
西瓜砍开后，里面冒出一股黑烟，
黑烟越升越高，最后变成了一个
巨人。老大吓坏了，刚想逃跑，就
被黑巨人掠到月亮上去了。月亮
上有棵桂树，神兔命令老大把桂
树砍倒。老大砍了一斧头，只见火
星四射，拿开斧头后，刚砍的口子
又愈合了。他砍来砍去，桂树纹丝
不动。他累坏了，刚想歇歇，神兔
就跳上来撕咬他，他只得不停地
砍下去。

几个婶婶嫂子们听了高大哥
的故事，更加仔细地遥望了一番
月亮，有的说看上去像是有棵树
的样子，也有的说看到有个地方
有点像是嫦娥的样子。高大哥说，
他们老家有个说法：10岁以前的
男孩子如果透过箩孔能看到月亮
上的神兔，就不是凡人，长大了定
有出息。于是，有人找来了一个
箩，挡在我的眼前让我看。我很仔
细地看了，但却没有看到什么神
兔，有那么一阵子，心里还不是太
舒服。

岁月流逝，如过眼云烟，四五
十年的时间，回忆起来如同昨日。
如今富裕了，美酒佳肴早已是实
现了的梦想，但过中秋节却再也
没有了先前的那种快乐。

□鲁先圣

到了中秋节，不论是生活在
乡村还是生活在城市，吃月饼是
必不可少的。尤其是现在的孩
子，也许他们会以为中秋吃月饼
是自然而然的事。

我已经人到中年了，吃过多少
月饼，吃过哪些有地方特色的月
饼，实在是难以说清了。但是，我记
忆最深的，却是小时候在田地大洼
里吃的月饼。

过中秋节，正是农事最忙的
时候，掰玉米，拾棉花，刨地瓜，

割豆子，
样样作物都成熟了，

都抢在这几天秋收呢。
那个时候还是人民公社生产

队。到了这样的时节，就放秋假了，
一般是放一个月。只要是能够拿起
镰刀或者能够拉动耙子的孩子，都
要跟随大人到田地里去劳动。

去帮忙当然是第一位的，但
是，对于我们这些孩子来说，还有
一件很有吸引力的事——— 吃月饼！
中秋节的那一天，只要在田里劳动
的人，不论大人还是孩子，都会得
到一块月饼。甚至运气好的时候，
孩子还能够多得到一块。

能够吃上月饼，在那个年代
可不像现在的孩子，随便哪一天

都可以吃的，那是只有到了中秋
节才可能吃到的。家里父母肯定
也会买，但是一般也就是一人平
均一块，不会有机会吃更多的。

所以，到田里去帮忙收割庄
稼，然后像大人一样分一块或者
两块月饼，就是孩子奢望中的诱
惑了。

直到现在，我们这些走出故
乡的人，每当聚在一起的时候还
常常回忆那样的情景。在大洼里，
在明媚的月光下，吃过了晚饭以
后，队长开始一天最后的仪式。队
长说：今天是中秋节了，我们买了
月饼，虽然不多，大家都尝尝。

我们这些孩子分到月饼以
后，不会立即吃掉的，我们钻到
厚厚的豆叶覆盖着的被窝里去，
趴在那里，双手捧着月饼，一点
一点地品尝，一块月饼要吃很久
才会吃完的。吃着月饼的时候，
爷爷们自然会讲起月亮的很多
故事。

停了一会以后，我们这些孩
子会瞪大了眼睛看着队长坐的

地方。因为，那里往往会有发剩下
的月饼。每人一块发放完了，剩下
的怎么办呢？十有八九队长爷爷
会说：还剩下这几块，给孩子们分
了吧，大人吃一块尝尝就行了，孩
子正在长身体。

听队长这样说完，我们几个
孩子，往往一下子就齐刷刷地从
豆叶堆里钻了出来。然后，队长点
着名，给这个一块，给那个一块。

那个时候的月饼，就是普通
的粗面粉加白糖做的，吃的时候
会有很多碎碎的颗粒脱落下来。
油很少，没有现在常见的蜂蜜五
仁冰糖青红丝，或者莲子青果。
月饼很坚硬很粗糙，有时候甚至
会把小小的乳牙硌坏了。但是，
现在回想起来，那种味道，却是
今天任何昂贵的月饼都比不了
的人间美味。

小的时候吃过几次这样的
月饼已经记不起来了，但是，那
样曼妙的时光，那样明媚的月
光，那样香甜的月饼，却是后来
再也没有的记忆了。

□落英缤纷

屈指算来，婆婆已离开我们十
一年了。

记得第一次见婆婆的时候，她
很矜持地微笑着，让人一见就有种
距离感。婆婆年轻时是个美丽的女
人。因了她的美丽，当时在县城里已
有一定职位的公公在前妻早逝后毫
不犹豫地娶了农村户口的婆婆。

婆媳之间的关系是很微妙的，
有时老公当着她的面和我有个亲
昵的动作，我就发现她的表情很失
落，尽管她在掩饰着。也因此，那时
的我觉得和婆婆之间有一道无法
逾越的鸿沟。

记不得从什么时候起，婆婆开
始关心起我来了。我最爱吃牛肉灌
汤包，一到星期天，婆婆就催我去
买牛肉。看到她坐在沙发上专心地
一遍遍地搅着肉馅，我的心里就会
涌动着一股暖流。而我，也在生活
中逐渐学会体谅婆婆。她的身体不
好，我知道后就在星期天带她到医
院做了全面检查，除了尿糖有点高
外没别的大毛病，她也就放心了，
精神也随之好起来。

婆婆和我的感情发生质的变
化还要缘于那次济南之行。

记得当时老公执意要为我买
条金项链，我们就去了济南最大的
一家商场。婆婆和儿子等在车里。
我在挑选项链的时候突然想起应
该给婆婆买点什么，曾听她讲过某
个老太太戴了一枚戒指很漂亮，我
就和老公商量给她也买一枚，老公
当然求之不得。当我们回到车上，
我把戒指递给婆婆时，我发现婆婆
愣在了那里。好一会儿，婆婆才醒
过神来，她接戒指的手有些颤抖。
从那以后，婆婆明显地对我发自肺
腑地亲起来。在我心里也已经把婆
婆当成了亲妈。

我永远忘不了1999年腊月的
那一天。一切都像往常一样，晚饭
后婆婆就下楼找别的老太太散步
去了。七点多钟的时候，我听到街
上一阵骚乱。因为我们住的是沿街
房，所以听出那骚乱声就来自我们
窗下。我们不顾一切地冲下了楼，
拨开人群，看到婆婆躺在血泊之
中……

虽然全力抢救，然而六天之后
婆婆还是离开了我们。在那六天
里，婆婆昏迷中一直呼唤的是我们
三口人的名字，她一直挣扎着紧紧
握住的是我和老公的手。我知道，
在近十年的琐碎生活中，我们一家
人已经融入了彼此的生命中。

我们今生有缘成为婆媳，并且
能够将生涩的婆媳关系磨合得亲
如母女是我们的福分。下辈子，我
依然愿意做婆婆的儿媳，相信天堂
里的婆婆也会愿意的。

中秋节琐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