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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8日是阖家团圆的中秋佳
节，为了让这个中秋更与众不同，
也让市民们对中秋文化有更多了
解，本报联合济宁市文物局邀请百
名市民，于9月7日晚登上太白楼，
和家人一起吃康泉月饼、赏明月，
分享记忆中的中秋故事。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7
日晚，吟出诗人李白的千古名句
后，20个报名赏月的家庭在讲解员
的引导下，登上了古朴典雅的太白
楼。在讲解员的解说下，不少济宁
市民才刚知晓，这座太白楼在唐代
是座酒楼，只因李白在济宁居住二
十余年中时常来此饮酒赋诗，才留
下了“太白楼”的美名。“他的女儿
在这里长大，儿子在这里出生，妻
子在这里过世，可以说，济宁就是
李白的第二故乡。”

似乎天上的明月也感受到了
太白楼上济宁市民对亲人的思念，
刚过7点，天边还有一丝霞光的时
候，圆圆的月亮就已经从云彩后面
探出了头。看着天上的明月，市民
们领到了康泉提供的精品五仁月
饼，围在一起聊起了自己记忆中的
中秋节。

专程带孩子登上太白楼的市
民龚远修第一个说出了他对中秋
节的记忆。“记得小时候吃的月饼
都是用油纸包的，一斤才几毛钱，
月饼馅儿也没现在这么多样。”提
及差不多30年前吃过的月饼，龚远
修揽着儿子说，“可现在回想起来，
却觉得那时吃得月饼特别香。”

来自任城楹联诗词协会的高
延安，现场朗诵起自己专门为中秋
所写的诗词，很多孩子也带来了他
们精心准备的唐诗朗诵，引来了现
场市民的热烈掌声。在现场，年逾
六旬的苏老先生专门为了这次赏
月活动写了两幅字。一幅上写“海
纳百川”，一幅则写着“花好月圆”。

“今年是我们一家人聚得最齐的一
次中秋节，所以我这两幅字既是希
望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也是希望
我们一家越来越幸福、快乐。”苏老
先生说。

楼前的古运河景色美不胜收，
虽然没有可以邀明月的酒杯，但和
自己最亲的家人相伴在一起，漫步
于这座古朴的楼阁之上，听着初秋
的蝉鸣，品尝香甜的月饼，看看时
隐时现的月亮，别有一番风味。

朗诵与月亮有关的诗词，回忆自
己小时候的中秋节，讲述和中秋有关
的历史小故事，每当听到有市民讲到
有趣的故事时，大家都会都会报以掌
声感谢。而其中一位叫石岩的市民，
则分享了一段自己记忆里最难忘的
中秋节。

“那是2008年，我因为工作需
要，和同事一起去四川省汶川出
差。”石岩语音沉重地说，5月12日，
那场对于中国人来说无比沉痛的浩
劫突然而来。正在震区的石岩幸运
地逃过了天灾，却因交通、通信中断

被困在震区。
石岩回忆说，5月19日，国务院确

定为全国哀悼日，他才渐渐从那场灾
难中缓过劲来。“我立即加入到救援
队伍当中，和那些解放军战士、救援
人员一起投入紧张的救援工作中。”
石岩一直在汶川忙碌到9月份，在那
里一个人过了个中秋节。“那个时刻，
思乡、孤独和悲伤的情绪一涌而上，
终身难忘。”

石岩的故事讲完了，周围的市民
们响起热烈的掌声，而石岩的妻子则
站在他身旁，一直用力拍着手。

记忆最深的中秋节

是2008年的汶川

立足太白楼上，遥望美丽的圆
月，不少市民纷纷拿起手中的电话，
将思念与祝福通过电波，传送给远方
的亲人朋友。

市民李同峰和爱人来到了太
白楼的活动现场，由于上大二的儿
子不能回家过节，夫妻俩在太白楼
上望着一轮圆月，倍加思念儿子。
李同峰拿出手机，拨通了儿子的电
话，上来便嘘寒问暖，“怎么过的
节？”、“吃没吃月饼？”、“想不想爸
爸、妈妈？”……李同峰告诉记者，
儿子慢慢长大，越来越向往独立的

生活，作为父母，虽然希望孩子能
够始终留在自己身边，但是为了他
美好的未来，也希望他能独立去应
对自己的未来之路。

王雅芝给远方的亲戚打完电
话后遗憾地说，望着一轮圆月，对
自己过世的父亲格外思念，“子欲
孝而亲不在，亲人在的时候，想什
么时候团聚就什么时候团聚，现在
只能望着圆月，深深地缅怀这份亲
情。”

本版稿件采写：记者 马辉 汪
泷 孔令茹 贾凌煜 庄子帆

太白楼上寄情思

祝福送给远方亲友

现场花絮

太白楼上，一家三口正在赏月。 本报记者 李岩松 摄

看着明月，与远方的孩子互送祝福。 本报记者 李岩松 摄

赏月之余，市民参观太白楼。 本报记者 李岩松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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