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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潍坊

周读

中中秋秋节节过过与与不不过过都都无无所所谓谓
磨刀工张西华的中秋和平常没什么两样
本报记者 张浩

本报记者 马媛媛

金秋入夜总显得有点早，
才傍晚6点，月亮已爬上云端，
28岁的柴磊这个点才下班。

四年前大学毕业后，柴
磊毅然放弃了在安徽老家已
经考上的事业编制，告别父
母，只身一人来到潍坊，只
因为“不想过安逸的生活，
想努力奋斗”。目前，柴磊
在潍坊一家培训机构做业务
推广工作，工资的高低完全
取决于业务量。“所以，我
一 刻 也 不 敢 放 松 。 ” 柴 磊

说，起初人生地不熟，很困
难；时间久了，积累了一定
的人脉后，情况稍好，但跟
老 业 务 员 相 比 仍 有 一 定 差
距。

加上四年大学，这将是柴
磊在潍坊过的第 8个中秋节，
可他一再强调没什么特别的，
但一说起今年女朋友要回家
陪父母不能留下来陪他，柴磊
还是不免有些落寞。

柴磊说，大学毕业后，他
留在潍坊本来是想和同学合

开一个小店，没想到只开了几
个月就倒闭了，而那段时间恰
逢中秋。中秋本该是团圆，而
事业却遭逢变故。可以想象，
当时各种复杂而纠结的情愫
如何笼罩着这个异乡小伙。随
着时间推移再忆起这段中秋
往事时，他将一切归于平静，
没有话凄凉没有自难忘，他正
经说道，人生际遇就是如此，
有起有落便是真实的生活。

和 同 学 合 开 的 店 倒 闭
后，柴磊和同学分道扬镳，

几近辗转，到了现在的公司
上班，他想积累一些经验，
然后再筹划自己干，开一家
属于自己的公司是柴磊的愿
望。

其实平时也挺想家里人
的，柴磊对记者说，而现在更
是“每逢佳节倍思亲”。柴磊平
均每周打一个电话回家，他说
每次听到父母的唠叨，心底总
会特别温暖，“工作了一天的
劳累，一下子烟消云散了，心
里马上重新有了动力。

一一个个人人的的中中秋秋
月月饼饼也也没没了了香香味味
浙江人钱颖志不能回家过节身不由己

“以前过中秋节时，都是一家人围
张圆桌看月亮，现在虽然因为工作不
能回家，但是那个场景会一直浮现在
我的脑海中。”钱颖智是浙江人，因为
工作原因已经来潍坊两年了，每当回
忆起儿时的中秋节，总会伴着一股浓
浓的月饼香味。

今年已经50岁的钱颖智看起来十
分精神年轻，浑身散发着一种干练的
气息，但是说起以前在家过中秋的情
景，难免有些伤感落寞。“我们那里都
不吃小月饼，而是买那种大的，方便一
家人分着吃。”他说，到了中秋节那晚，
只要天气好，一家人就会在院子里支
一张小桌，上面放着茶水、小吃和月

饼，一家人围在小桌前边说笑边吃吃
吃喝喝。让他印象最深的就是各种口
味的大月饼，将它们切成一块块后家
人分着吃，这样一来即可以尝到多种
口味，又不能吃太多觉得腻。

“那时候觉得真香啊，如今一个人
在外过中秋节，自己守着一盒月饼管
够吃，却怎么也不出那个味道了。”钱
先生因为工作原因，去年就没有回家
过中秋节，给家人打电话时忍不住流
露出一种伤感和失望，“圆圆的月饼，
象征的是很浓很浓的亲情，只有和家
人分享才能吃出那个味”。去年中秋节
的晚上，他是和朋友一起过的，虽说大
家在一起说说笑笑倒也快乐，但怎么
也感受不到那份温暖和亲情，热闹的
欢聚过后内心却有些凄凉。本来工作
在外地的他就有些想家，中秋节那晚，
看着窗外圆圆的月亮，想象着家人围
在一起赏月、吃月饼的情形，却唯独少
了他一个人，那种思乡的情绪就更加
深切。“给妻子打电话的时候，心里其
实挺难受的，但还是要强忍着安慰她，
明年就可以在一起过节了，免得让她
跟着难过。”

但是从目前的情形来看，今年他
在家过中秋的可能性也不是很大了。

“数不清多少像我这样的朋友这一天
不能与亲人团圆。但要记得：这一天要
给远方的父母和家人电话的问候，告
诉他们自己一样有吃月饼，有一顿像
样的晚饭。”钱颖智说，不知是离家太
久的缘故，还自己已经开始变老，现在
特别期待家的感觉。如今站在异乡的
土地上，也只能通过电话遥祝家人健
康快乐，希望下一年能陪在家人身边
过一个团圆的中秋节。

本报记者 王琳

9月12日下午1点了，张西华
还没吃饭，一上午没接到活，吃
饭也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今年
70岁的张西华来自安徽阜阳，来
潍坊18年了，是一个磨刀工。

一个看上去有年头的木头板
凳摆在张西华面前，一头固定了
一个砂轮，一头绑着一块磨刀
石，旁边一个褪色的编织篮子，
里面放着锤子、戗刀还有一杯
水。这是张西华的工具，也是他
的主要家当。他每天扛着这些穿
梭在潍坊的大街小巷，东西不

多，但分量不轻。他扛着板凳转
遍了潍坊城，虽说已经习惯了，
但二三十斤的重量对于这个70岁
的老人来说还是有些吃不消。

磨刀是张西华赖以为生的手
艺，磨剪刀两块钱，菜刀三块，
只是生意并不好。张西华扛着板
凳在小区里转悠，好的时候一天
能碰上七八个活，多数时候一天
能做两三个，张西华打算今年春
节过后就不再干了，因为年纪大
了，更因为“活太少”。张西华
没结婚，家对他来说只是一个一

年回去一次的地方。他年轻时赶
上大饥荒，身上还有得病长疮留
下的疤痕，后来跟人拉过石头，
挖过河，修过水闸。再后来他也
出来闯过，去广东，去福建，也
去过东北，最后来到潍坊，一待
就是18年。想起拉着一车石头步
行20多公里修水闸的日子，他觉
着很累，但不苦。

张西华在火车站东边租了一
间十几平方米的老房子，离铁轨
不远，声音大没关系，关键是房
租便宜。吃得很简单，有馒头有

咸菜就挺好，煮个面条就算动火
了。他也习惯了这样的日子，年
轻的时候树皮草根都吃过，让他
觉得有的吃就很不错。对于中秋
节，张西华觉得无所谓，这么多
年都是自己一个人过的，到了那
一天也跟平时没两样。算一算，
他已经很多年没吃过月饼了，即
便是现在觉得很普通的馅料他也
很少听过。

对张西华来说，是不是节日
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靠手艺赚
口饭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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