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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潍坊

T
老潍县过中秋

蒸蒸月月、、念念月月、、赏赏月月，，共共享享团团圆圆
本报记者 丛书莹 韩杰杰

老潍县过中秋，有赏月，蒸月，念月，拜月的习俗。这在清末潍城文人梁文灿《潍阳十二月
鼓子词》组词中，得到艺术地反映：“八月中秋分一半。枣饼层层、面镂千花瓣。枣上插香香不
断，小儿对月声声念。亭亭火树蒿灯转。灯烬归来、忙底分神馔。雪藕冰梨堆满案，一家男女团
圆宴。”

蒸月，枣饼层层、面镂千花瓣

梁文灿词中的“枣饼层层，面镂千花
瓣”，中秋日，蒸月糕，用面饼两层，中间夹
以枣，面上四围镂花。说的就是当年潍县人
叫做“月儿”的食品，这种食品延续至今，现
在有些老人还会亲手蒸“月儿”。

在过去的潍县，每年到了中秋节，家
家户户都要蒸“月儿”。先在面里加老面引
子，和好面后等引子发酵，面开后撕成一
个个小面团再反复地揉，最后压成一个个
满月形厚圆饼。

“月儿”一般由三层圆饼组成，下面两
层圆饼间密布红枣，上面一层则做上镂刻
的莲花瓣儿，花瓣做好再用做月饼的青红
丝点缀上花蕊，之后在空处再压上一些小

枣，至此一个生面“月儿”就算完成。
“月儿”全部做完后，等它再“醒”开

了，试压一下有了适当弹性便立即上锅
蒸。试压面“醒”的弹性程度完全是个经验
活儿，面“醒”小了不行，蒸出的“月儿”会
干瘪不丰满。面“醒”大了更不行，蒸出的

“月儿”则会发酸不好吃。做“月儿”是个精
细的巧手工活儿，它完全出自女人灵巧的
手工和心裁。

潍坊市的老潍县美食研究专家、文史
作家于家干说，“月”是华夏民族早期祭祀
月神时用的祭品。随着历史的推移，很多
地方衍变成了今天的月饼，目前潍坊很少
有人做这种“月”了。

念月，小儿对月声声念

资料记载，老潍县被白浪河一分为
二，白浪河西叫做城里，河东叫做东关。西
城的街道以大十字口为中心，有大小街巷
48条。

大十字口即是今向阳路与东风西街
交叉口，离潍坊县衙旧址不过百米。这里
是古代潍县城最繁华的集市所在，曾经云
集了张三包子、时麻子肉火烧等好吃的面
食大店，店铺林立。在以前，这个地方，是
周边撞钟院、西门里、增福堂、胡家牌坊等

街巷住户，中秋念月的聚集地。
五道庙小区居民蒯丽梅老家就在潍

城大十字口附近。在她的记忆中，这个地
方每逢中秋就特别热闹。她说，当时的习
俗是念完了月，才可以把“月”分着吃了。
那时候，整天吃粗粮，孩子们都盼着能吃
个“月”。

吃“月”虽让孩子开心，去念月，也是
极有意思的。她回忆，还未等到天色全黑，
她与弟弟便一人托着一个簸箩，里面各盛

着一个“月”，撒腿跑向大街，去占地方。等
到月亮出来，便向小簸箩里，盖上蓖麻叶，
点上香，对着月亮，高声诵咏那段亘古不
变的歌谣：念月了，念月了，一斗麦子一个
了。念月饼了，好年景了。念扒谷糇了，盖
瓦屋楼了。念煎饼了，骡子马子一大天井
了……

念完月，回到家就可以分割吃“月”
了，每人一块，枣甜面香，回味绵长。

念完月后，“月儿”就每人一块，开
始分享了。分食月饼之余，许多人家都
会拿出丝箩，大人小孩便争抢丝箩对
着天空遥看月亮。一说是透过丝箩看
月亮，可以清晰地看到月亮上的月宫
和捣药的玉兔，以及玉兔身旁的桂树。
还有一说是看到上述情景者，倘再能
看到玉兔蹦跳，则会子孙代代福禄兴
旺人长寿。

这种洋溢着浓郁地域色彩的拜
月、念月和赏月，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潍
县民间欢度中秋佳节的人文情怀。

拜月，

一家男女共享团圆宴

潍潍坊坊独独有有中中秋秋月月。。于于家家干干 摄摄

拜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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