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马云云

这已是韩国留学生金台坤
在济南过的第四个中秋节。他
和朋友金善泰都来自韩国首
尔，现在在山东大学留学。中韩
两国中秋节的不同内涵和风
俗，成了他在中国留学期间必
不可少的体验之一。

和中国一样，中秋节在韩
国也是十分重要的节日。在中
国，中秋节全家赏月吃月饼，而
在韩国，全家则在一起制作松
饼。在他们的记忆里，每年中
秋，父母都会带他们到爷爷家，
全家一起制作松饼。韩国人对
松饼十分重视，有句老话让金
台坤印象深刻：“做漂亮的松
饼，生漂亮的孩子。”

在对中秋节日内涵的解释
上，中国认为中秋节是团圆的
节日，而在韩国，这个节日则更
偏重于感恩和祈福。

中秋节当天的祭祖仪式，
是金台坤脑海中有关中秋的最
深记忆。在他的手机里保存着
一张去年全家祭祖的照片，祭
台上摆放着祖先的照片和各种
祭祀品。“这是爸爸的爷爷。”金
台坤指着照片说。

在中国的这几年，每到中
秋节，金台坤都会和家里通话，

“在异国他乡，越是过节越觉得
孤单。”好在每年都有中国朋友
给他送月饼，“蛋黄味的最好
吃”，他把这当作留学中国的一
段美妙经历。

菏泽采棉工在新疆“就想着多采棉花”，中秋也将在忙碌中度过

中中秋秋每每人人发发44个个月月饼饼55个个苹苹果果
韩国留学生：

在济南第一次
吃到月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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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台坤(左)和朋友金善泰。
本报记者 马云云 摄

在新疆的采棉工聚在一起就餐，饭菜都比较简单。 本报记者 邱志强 摄

本报记者 宋磊

新疆奎屯棉农闫长春、
金海英夫妇种了1000多亩棉
花，今年他们雇了80多名东
明的采棉工。第一年来新疆
采棉的王巧英说，现在80多
名采棉工都攥着一股劲儿，

“每天就想着多采棉花。”
采棉工董丽叶说，中秋

节其实就是一个形式，“老板
说中秋节可以适当休息一

下，但没人愿意休息，夸张点
说，大家眼中只有棉花。”

可闫长春、金海英夫妇不
这么想。“这些采棉工不远万
里来帮我们采棉花，每天早出
晚回，很辛苦。”金海英说，“虽
然亲人不在身边，但我们得让
他们过好这个中秋节。”

17日一早，金海英就让
丈夫开车拉着她到100多公
里外的奎屯，花了一个多小
时进行了一番“大采购”。夫

妇俩买了2 0多公斤猪大腿
肉、10公斤排骨、40公斤月
饼、50多公斤苹果，另外还有
两箱啤酒。“明天工人们愿意
休息的就休息一天，不愿休
息的，下午6点也必须准时回
来过节。”金海英说。

“中秋节老板会给每个
人发4个月饼、5个苹果，愿意
喝酒的可以喝点啤酒。”负责
采棉工伙食的韩师傅说，“到
时候我给大家做一大锅土豆

炖排骨、冬瓜炒肉。”
对 于 这 些 中 秋 节“ 福

利”，采棉工李魁云很知足：
“老板待我们不错，虽然不能
和亲人一起过节，但我们这
80多个人就是一个临时大家
庭，这么多人凑在一起过中
秋，也挺好。”

“明天晚上，我会看着天
上的月亮，给家里的孩子打个
电话。”王巧英说，“让家里人
放心，我们在这边一切都好。”

扎根13年，三峡移民在东营“生根发芽”

每每逢逢中中秋秋，，仍仍怀怀念念家家乡乡的的糍糍粑粑

“你不提醒的话，我差点忘了明天就是中秋节了呢！”18日
上午，当记者向东明籍的采棉工王巧英送上节日祝福时，她不
好意思地笑道，“你这一说过节，我还真有点想孩子了。”

9月5日，2300多名菏泽籍采棉工坐上开往新疆的专列。如
今，他们已经在新疆各地的棉田里工作了多日。

9月16日，距今年中秋还有
三天。上午11点20分，广饶县大
王镇延集村348号，肖仁玉一手
推车一手关大门，准备去公司
上班。她的丈夫周成云也跟着
出门，去接上四年级的小儿子
回家吃饭。看起来，这是延集村
再普通不过的一户家庭。

其实，只有部分本村人
才知道，这个村里住着三峡
移民，周成云一家就是其中
之一。2000年，广饶县接收了
来自重庆忠县的150户611位
村民，他们被安置在包括延
集村在内的39个条件较好的
村子里。

在老家中秋要做糍粑

周成云与大哥周成碧是
邻居。2000年，周成碧刚来山
东时还没成家，如今儿子都已
上幼儿园了。逢年过节，兄弟
俩还会拜访一下附近韩桥村
的重庆老乡吕德成。老人今年
73岁了，来广饶13年，仍说着
浓重重庆口音的普通话。

说起中秋节，吕德成打开
了话匣子。“在我们那里，中秋
节要隆重得多，要打糍粑哟。”

按吕德成的说法，糍粑是
用糯米做的。提前一天把糯米
泡上，第二天在木甑里蒸熟，

倒进碓窝，两人轮流用杯口粗
的木棍捣搅。“要掌握好节奏，
你一下我一下，交错用力。”等
糯米变成一团，再加上花生、
芝麻，就可以吃了。

在东营的第一个中秋，吕
德成忘不了家乡的糍粑，亲自
打了一个碓窝，做了糍粑。如
今，碓窝因长时间不用，成了
放石桌的墩子。

对于更年轻的周成云来
说，中秋过节则已入乡随俗，

“买点月饼，炒几个菜，包点水
饺，就这么过了。”

2元钱买来梨树记录迁居13年

在周成碧家中，他拿出
几个梨子招待记者，这是院
子里一株约6米高的梨树上
结的。

这棵树的年龄和周成
碧来这儿的时间一样长，是
他2000年迁居山东时特地
花两块钱买来作纪念的，

“梨树多大就代表我来这儿
多少年了。”当年的小树苗
逐年长高，如今硕大的果实
压弯了枝头。

这些三峡移民也会像
这棵梨树一样，一年年地在
这儿扎根生长，在平淡中寻
找属于一家人的未来。

周成碧家的梨树结出硕大的果实。本报记者 宋贝贝 摄

本报记者 宋贝贝

·在他乡中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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