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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路大社区

家门口

文/片 本报记者 许建立 实习生 杨逸超

盛振莲今年56岁，老伴已经去世多
年了，这些年她一直和儿子生活在一
起。母子俩都喜欢摄影，周六、周日一有
时间，儿子就会陪她到大明湖去拍照
片，老人的手机里存着他们每次拍的作
品，她说，儿子经常夸她的照片拍得不
错，角度找得也非常好。老人还很喜欢
听孩子唱歌，受他的影响，自己平时也
喜欢哼上几句。

盛振莲患有肩周炎，儿子每天下班
回来都会给她按摩，中午还会打电话回
来，问她吃没吃饭，身体有没有不舒服
的地方。老人的儿子今年31岁了，还仍
喜欢叫她“妈妈”，她说听到儿子这么叫
她感到很幸福，每当她提起自己的儿子

时，话语间流露出满满的爱意，不难看
出，儿子是她的骄傲。

在她的眼中，儿子十分孝顺，这么
多年来从不让母亲生气，工作上也很顺
利，单位的领导、同事也都喜欢他，老人
说，我这一辈子的福分都在儿子身上。

每年的中秋节，儿子都会陪着她，
有的时候在家过，有的时候也会去旅
游，对于老人来说，在这个中秋团圆的
日子能够和儿子在一起就是最大的幸
福。尤其像中秋节这种节日，只要孩子
在家，他就会主动做饭，让母亲去休息，
等饭做好了，厨房也收拾完了就会叫母
亲出来吃饭，一起赏月、聊天、唱歌，对
于这位母亲来说，就是最大的幸福。

“味道不如从前了。”说起中秋
节，今年64岁的白凤海老人这样说
道。在他们这一代人心中，中秋节是
给他们留下印象最深的节日。他们认
为中秋节是最有诗意、最浪漫，也是
文化味儿最浓的节日。

老人还记得小的时候，家里条件
也不是太好，中秋节，家里可能就有
那么一两块月饼，也算是“狼多肉
少”，母亲就拿着小刀，把月饼切成几
块，再分到孩子们的手中，给孩子尝
尝鲜。有的时候还不能直接把月饼吃
掉，吃之前还要供月婆婆，等到月亮
上来的时候，在院子里摆上桌子，用
盘子把月饼、水果装好，摆放在桌子
上，祈祷吉祥如意。然后全家人围坐
在院子里吃月饼、赏月，孩子们听老
一辈人讲嫦娥奔月的神话故事。

中秋节正值九月份，这个季节，
瓜果梨桃都下来了，气候也最好，尤
其是济南，济南的秋天是最让人舒服
的，所以人们都格外盼望这个节日。

说到中秋节，月饼是不得不提
的，在老人的记忆中，上世纪七十年
代的时候，是粮店在卖月饼，当时是
论斤卖，大概四五毛钱一斤，买的人
都是端着盆去的。当时的月饼种类也
少，大部分都是酥皮、五仁、什锦的。
到了八十年代，计划经济开始向市场
经济转变，市场上开始出现了高级月
饼，老人第一次见还是同事从北京带
回来的一个铁盒装的月饼，当时也是
十分稀罕。月饼馅也不再仅仅局限于
之前的那几种，逐渐开始有了椰蓉
的、枣泥的、豆沙的，现在又有了什么
鸡蛋黄的。可对于老人们来说，虽然
月饼越来越高级了，种类也多了，却
再也找不到之前的那种味道了。

老人说，大约在1985年的时候，
有一个国外包装展览，我们国家就开
始在包装上下功夫，可是发展发展
着，就发现它走向了一个极端，人们
开始注重包装，使它本身的文化气息
越来越淡，取而代之的是浓厚的商品
气息。之前家里有块月饼都舍不得
吃，放在瓮里，等过节的时候拿出来，
现在，它却成了人们礼尚往来的物
质，这样一来，月饼就少了它本来的
意味。

现在，家里条件都好了，想吃什
么都能买到，对月饼这些东西也就没
有了那么大的吸引力，每天吃的和过
年过节也没什么区别，所以在节日的
时候总觉得少了些味道。因此对他们
来说，特别希望能回到过去，再听一
次嫦娥奔月的故事，再背一遍蝶恋
花，找寻属于那个年代的幸福。

■盛振莲

幸福就是和儿子在一起

一一起起赏赏月月就就是是最最大大的的幸幸福福
中秋节里说说咱们的“幸福观”

幸福，是依偎在妈妈温暖怀抱里的温馨；幸福，是依靠在爱人肩膀上
的甜蜜；幸福，是抚摸儿女细嫩皮肤的慈爱；幸福，是注视父母沧桑面庞
的敬意；幸福，是中秋节能回到家中和父母亲人团聚在一起，共享美好时
光。本期，我们采访了四位社区居民，看看他们在中秋佳节里都是怎么说
幸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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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凤海

那个年代的幸福

76岁的彭玉振老人和老伴两个人住
在一起，女儿虽然不在家里住，但是离得
也很近，节日都会回来陪父母一起过，有
的时候工作忙，或者节假日要出差就提
前回来，陪父母在一起吃吃饭，聊聊天。
老人也理解自己的孩子，工作忙，儿女们
也都很辛苦。好在孩子很孝顺，白天上班
没有时间，就晚上来看看，也会经常打电
话来问问老人的情况。

孩子们回不来的时候，两位老人就
会简单地做点儿饭，吃完月饼，就在阳台
赏月。喜欢作诗的她，偶尔还会即兴来上
一两句。

老人说，八月十五是她最喜欢的节
日，天气不冷不热，什么水果也都有，这
样刚刚好。

老人印象最深的就是1973年的中秋
节，她清楚地记得，那年的月亮特别圆。

全家人坐在院子里，桌子上摆着月饼和
各种水果，院子里还开着她最喜欢的玉
簪花，整个院子都溢满了它的香气。她很
喜欢月亮，喜欢听有关月亮的所有故事，
曾经的她在听了大人讲的神话故事后，
就会天真地拿着望远镜对着月亮看，看
看那里是否真的有嫦娥和玉兔。老人的
父亲当年是老教员，经常会有学生送兔
子王给他，这些东西就是当时的她最喜
欢的玩具。老人说，现在的人们是永远体
会不到那种乐趣的。

在老人的心中，中秋节就是一家人
聚在一起，买菜、做饭，不必非要到外面
的饭店去吃，不健康不说，可能也不是太
合胃口，只要家人在一起，随便做点儿喜
欢吃的，再吃点儿月饼，赏赏月，在一起
说说话，给孩子们讲讲他们那个年代的
日子也不错。

■彭玉振

幸福就是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对于张春波老人来说，可不仅仅只
有在中秋节的时候家人才能团聚在一
起。老人今年73岁，弟兄姐妹七个，自己
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并且也都各自有
了孩子，说是一个大家庭也不为过。

每周六，张春波老人的家中就成了
聚会点，只要家住济南，身体条件允许，
大家就会聚在一起包水饺、包包子，吃过
饭就在一起聊聊天，好不热闹。

老人说，自己家的孩子很孝顺，无
论是儿女，还是女婿、媳妇，自己什么
事儿都不用操心，这不快到中秋了，孩
子们也早早地就把过节的东西准备好
了。按照之前每年中秋节的情况，今年

老人的家里也会来十五六个人，大家
在一起热闹热闹。节日在家的时候，外
孙子会陪着她打麻将，谁要是输了就
罚他倒茶；在北京上学的外孙女有的
时候回不来，就会托人捎回北京的特
产到家里，节日当天还会给老人打电
话，问问家里的情况，老人的身体好不
好。

在老人的眼里，其实幸福很简单：自
己的身体健健康康的，不让儿女操心;儿
女孝顺、工作学习顺利，老人也就放心
了。其实节日只是一个形式，只要家人之
间能互相惦记着，经常走动，那平时和过
节又有什么区别呢？

■张春波

幸福可以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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