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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饼咬掉一口，才想起三奶奶
我急得要哭，最后，把姐姐完整的月饼送给了三奶奶

出生在上世纪60年代的我，童年记忆里
的中秋节不是第一大节，仅在过节当天的中
午和晚上能有好吃的，也是一年中难得的改
善生活的好机会。中秋往往和秋收重叠，农村
家庭一是穷二是忙，大多过得比较简单，一般
就是中午吃顿饺子，晚上炒上几个菜，大人喝

点酒，名曰赏月，实则是让小孩解馋。
然而最让我们小孩惦念的还是中秋节晚上能有

月饼吃。那时的月饼质量相当低劣，仅算是有点甜味

的糖饼。即使这样仍要“严格限量”，孩子多的家庭要
几个人分一个。

有一年中秋节，我和姐姐罕见地每人分到一个月
饼，高兴得我拿到手后就迫不及待地咬了一口，吃下去
后才想起三奶奶正在生病。三奶奶对我非常好，我想把
月饼送给她吃，可是已经吃了一口，怎么再送人呢？我急
得要哭，最后，和姐姐商量，把我咬了一口的月饼给她，
把姐姐完整的月饼送给了三奶奶，纯真的祖孙情义让她
感动了好多年。

60年代

泰安
刘传进

那年中秋“大餐”
三碗羊汤七个烧饼

济南
董攀山

在我老家鲁西南，每到中秋节等重大节
日，最上得台面的是羊汤泡烧饼和水煎包。

烧饼直径15厘米左右，中间薄，周边厚而
带花；上面是一层薄薄的糖稀，糖稀上撒了一层
芝麻，里面夹有少许五香面和盐。中秋节吃烧饼
会提高一个档次：里面夹上牛肉或羊肉；最高规
格的吃法是羊肉汤泡烧饼。

1977年中秋，我在部队当兵，奉命和其他同志
一起回老家执行任务。到达菏泽市区时，正好是午饭时分。
司务长令我们停下车来，在路边小摊上买了若干碗羊肉汤
和一摞烧饼。烧饼刚出炉，正热得烫手。我一口咬下去，香、

甜、咸、辣，那叫一个好吃！那顿饭，我一口气喝了三碗羊肉
汤，吃了六个烧饼。本来已经很饱了，临上车又抓了一个烧
饼在手里，硬是塞进了肚子。

在鲁西南，水煎包和老鸹头也叫一绝。仅从皮子上
看，和其他包子没有什么区别，关键是里面的馅儿。在
我们老家，最受追捧的是肉丸馅水煎包。以猪或羊的瘦
肉为主，以葱、姜和少量的韭菜或白菜心为辅，剁碎后
撒上茴香面拌匀。刚出锅的水煎包鼓鼓囊囊状若皮球，
软绵绵质似棉花。小时候每到中秋，母亲就会煎一些，
用来招待客人，等客人走后吃剩下的才分给我们姐弟
几个人吃。

50年代

一毛六一斤，月饼皮解馋
我们就像等食的雏鸟，一个个张大了嘴等着

1956年，我在临沂一中读书。那时中秋节不放
假，有空去街上，总想到商店转一转，沁人心脾的
月饼香味，馋得我们两腿发软，老不想走。售货员
大都是公私合营后随店而入的老人，他们懂得顾
客心理，像我们这样的小馋虫，他们早就看穿了。
于是笑嘻嘻地问我们：“小同学，想买月饼吗？”我

们不好意思回答，一个个尴尬地笑。“这月饼四毛多一斤，
太贵了。不如等几天，大约八月十三吧，我们店里要卖月饼
皮，顶多一毛五六一斤，一斤就称一大包。”

于是我们合伙购买，三到四人买一斤，一人只出四

五分钱。中秋节前夕，我们真的买回了香喷喷的月饼皮。
三四个人，眼睛直直地盯着，谁不想吃？但不能吃，得留
着过节啊。“一人先尝一口，我来捏。”保管一发令，我们
就像等食的雏鸟，一个个张大了嘴等着。月饼皮进了口，
我就忙用力咀嚼，越嚼越香，越香越想吃。

熬过了十四，盼来了十五，晚自习的下课铃终于响了。
四个人各自端着一杯开水，来到操场上，吃一口香喷喷的
月饼皮，喝一口水，大有“海上生明月”“把酒问青天”的豪
迈。尤其是月饼皮“保管员”，诗兴大发：“今日求学水当酒，
月饼不得皮也香。他日学成酒如水，月饼成箱敬爹娘。”

40年代

临沂
王世卢

月饼就啤酒，打了三天点滴
从那以后，我见到月饼就反胃

我是一名60后，从小就爱吃点心。上世纪
80年代，我参加工作了，有了自己的收入，市场
经济也逐步活跃，每到中秋节，月饼不像以前那
样稀缺了，可我对月饼还是情有独钟。

有一年中秋夜，我晚上10点才下班，那时的
交通没有现在方便，一直独处的我就没有再赶回家过中
秋节，但月饼还是要吃的。大商店都下班了，于是我在一
家小商店买了一块月饼和一瓶啤酒，在自己的小屋内“独
酌邀明月，细品月饼香。”谁知没过多久，肠胃开始不舒服，

我便抱着热水袋趴在床上，但最后发展到上吐下泻，我只
好自己推着自行车赶往附近的医院挂急诊，医生诊断为
食物中毒。我在医院打了三天点滴，身体才勉强好转。回
想当时的饮食，这个月饼应该就是罪魁祸首。

从那以后，我见到月饼就反胃，“恨屋及乌”，连爱好
吃点心及甜食的习惯也去掉了，可能与此有关吧。我又
因祸得福，同龄人中很多患上了糖尿病，而我的血糖指
标始终在正常范围之内。对于那个让我痛苦的月饼反倒
不知该憎恨还是该感谢了。

60年代

济南
何白合

母亲做“黑”月饼

我们流口水

如今，随着时代的
变迁，月饼的种类、花样
和系列日益丰富起来
了。然而，最让我回味无
穷，记忆犹新的还是上
世纪六七十年代生活困
难时期，母亲亲手制作
的“黑”月饼。
那时候，家里人口多，劳

力少，全靠父亲一个人挣工
分吃饭，家里穷得叮当响。别
说是买月饼，就是填饱肚子
也很不错了。但是，每当到了
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的时
候，为了营造温馨氛围，母亲
总会亲自动手制作一些月
饼。为了让这些月饼既好吃
又好看，巧手的母亲专门制
作了一个精美的月饼模子。
那时由于家里穷，没有小麦
面粉，只有粗粮。母亲先把黑
黑的地瓜面和荞麦面掺起来
加温水和好后，再做成圆圆
厚厚的小饼，随后，再在干锅
中炒熟核桃仁、花生仁、芝
麻、红枣、板栗和糖，做成香
甜味美的饼馅儿夹在小饼
里。

没有红糖或白糖，母亲
干脆因陋就简，就地取材把
邻居家办喜事时给的一把糖
块砸碎放在饼馅儿上。然后
便把做好了的那些小巧玲珑
的小饼放在锅内蒸熟。最后
一道工序就是再把蒸熟了的
黑面饼，放在干热锅内或煎、
或烙、或烤，使其变硬。母亲
在制作月饼的时候，还特别
喜欢弄些新花样，专门在上
面刻制了耐人寻味、丰富多
彩的图案和词句。我们兄妹
几个总是围在锅头旁边盯着
看个不停，馋得我们直流口水。
有一年中秋节，西邻刘婶家的
孩子吵着嚷着拉着他的母亲，
用他家从城里买来的高档“白”
月饼到我家里来换“黑”月饼
吃。

济南
马洪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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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婶家的孩子用从
城里买来的高档“白”月
饼换我家“黑”月饼吃

上上世世纪纪8800年年代代中中期期，，韦韦钦钦国国((前前排排
中中间间倚倚树树者者))读读高高中中时时与与同同学学合合影影。。

11998888年年中中秋秋前前后后，，徐徐晓晓鸣鸣（（右右一一））和和妻妻
子子女女儿儿在在一一起起。。

11999999年年内内蒙蒙古古，，张张二二在在（（左左一一））和和妻妻儿儿
在在篝篝火火前前吃吃团团圆圆饭饭。。

１１９９８８１１年年，，刘刘传传进进（（右右一一））与与同同事事在在珍珍
珠珠泉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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