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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日，青岛北郊刚刚改造好的大沽河岸边，市区的游客自驾数十公里前来休闲。 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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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宇（蓬莱市民）

今天(9月5日，编者注)一
大早，二哥打来电话，说侄女
生了个大胖小子。我当然是喜
不自胜。父母如果在天有灵，
也应该高兴吧？

自打1990年那个春天弃教
从戎离开家乡，就再也没回家
陪父母一起过个中秋节。往大
了说，是为国尽了忠；往小了
说，是大不孝啊！

记得当年从乡武装部领
到军装时，父亲嘀咕了一句：
你这一走啥都不用管了，可谁
帮我干活呢？父亲的怨尤不无
道理，他已年近古稀，没有多
少精力摆弄地里的活儿了，何
况他身体向来不是很强壮。但
说归说，临行前的那个早晨，
他还是领着我到本家那里逐
一告别，送我踏上征途。

在母亲的督促下，父亲会
提起笔，用他那歪歪扭扭的字
体给我写信，末尾总是缀上
一句：家中甚好，一切勿念！
勿念？我能不挂念吗？母亲有
气管炎，夏天里别人热得要
命，她可能会感觉冷，甚至浑
身颤抖。好在有父亲照顾，一

旦有个背疼腰酸的，他帮着捶
捶掐掐。

当兵当了20多年，回家的
次数手指头都数得过来。记得
孩子出生的第二年，我领着老
婆孩子回家，要知道，我找了
一个教书的媳妇，又生了一个
漂亮孩子，父母感到多么自豪
啊！我们刚到家，父亲就用自
行车驮着孩子，到街上去跟乡
亲们“显摆”，看，这是俺三儿的
孩子！

刚结婚那会儿，父亲就悄
悄跟我说，我去蓬莱给你看孩
子吧。那语气，好像不早说，他
就会失去看孩子的资格一样。
在我内心里，是不愿答应父亲
这份请求的。他那么大岁数
了，本应该颐养天年，况且，我
孩子是个连煤气开关都敢拧
的主儿。五天时间换了七个保
姆，给多少钱人家也不干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把父亲叫了
来。父亲自然是尽心尽力的，
当然也累得够呛。看了一个多
月，父亲实在受不了了，才回
到了老家。来的时候，母亲是
给他拾掇了一大包衣服的，看
个三年五载的心都有。临走
时，父亲带着负疚喃喃道：我

没有看好孩子啊！看父亲的样
子，再说下去就要哭了。末了
加上一句，恐怕我这是最后一
次来蓬莱了。

两年后的暮秋，父亲被查
出肺癌晚期。我嚎啕大哭,恨自
己没有回天之力，也恨自己不
孝，当初抛下父母出去当兵，
从来就没有想着在八月十五
回家陪他们一起过个团圆节。
于是，当年的春节，尽管部队
战备值班任务重，我还是请了
几天假，陪老父亲过了最后一
个春节。

老父亲在的时候，我总记
着看潍坊的天气预报，牵挂着
父母的冷暖。等来年8月份，父
亲走了以后，我也就没有了这
个习惯。这也是我的不孝，没
有了父亲，还有母亲，咋就这
么自私呢？现在说啥都没用
了，因为母亲也于马年的大年
初二去了天国。好在我从部队
退役之后，有了自己可以支配
的时间，前年利用回家参加侄
女定亲的机会，把母亲接过来
住了十个多月，算是尽了一点
孝心，但也不能报答母亲生我
养我的恩情之万一，只有在内
心一遍遍地忏悔了。

2244个个中中秋秋未未伴伴双双亲亲
□程维平（江苏宝应市民）

那一年，我只身一人去了广
州，本以为在这个遍地都是黄金
的大城市里，找份工作是件轻而
易举的事，可我却像只没头的苍蝇
到处乱窜。或许是苍天可怜我，我
终于在一个老乡的帮助下进了一
家电子厂，我很庆幸，终于能用微
薄的工资养活我自己了。

很快就到了中秋节，给母亲
打完电话，我心里沉甸甸的。幸
亏那天下了雨，雨很大，看不到月
亮的中秋节也许能消减我的思乡
之愁。那天厂里除了提前下班，还
给每人发了三十块钱，说是让我们
买月饼吃的，我哪有心思买月饼，
悄悄地把钱放好之后，独自一人
躲在宿舍蒙头大睡。

可我怎么也睡不着，直到工
友们夺门而进。“中秋节就该吃
月饼、就该赏月啊”，我被拖到了
楼顶。

一阵秋风吹来，我不禁打了
个寒战，想不到楼顶上已经放好
了诸如啤酒、小菜之类的东西，
我们席地而坐。老大递给我一瓶
啤酒，大声说：“兄弟们都高兴起
来，今天我们能坐在一起就是缘
分，为我们的缘分喝酒！”一瓶啤
酒我一口气喝了大半瓶，四川的
小王乐了，拍着我的肩膀说：“想
不到，平时少言寡语的江苏哥们
儿酒量还不小呢，干了它！”干就
干了，谁怕谁！

喝了一阵子啤酒，有人提议该
吃月饼赏月了，老大从方便口袋里
掏出月饼一人发了一个，我轻轻地
咬了一口，湿漉漉的，再咬一口，水
都出来了，老大似乎也发现了同样
的问题，他尴尬地笑了笑：“都怪我
没保护好月饼，被雨水弄湿了，我
罚酒。”说完，老大就“自告奋勇”地
喝了半瓶啤酒。

异乡打工

楼顶上过中秋

与春节一样历史悠久，中秋传统却难传承

祭祭月月风风俗俗慢慢慢慢淡淡出出生生活活
□刘德龙（山东民俗学会会
长）

中秋是仅次于春节的第
二大传统节日，如果单从团
聚的角度讲，两者没有本质
的区别。但是，现在中秋节的
许多习俗与我们渐行渐远。

春节是最隆重的传统节
日，象征团结兴旺，是对未来
寄托新的希望的佳节。中国人
过春节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
关于春节的起源，公众普遍接
受的说法是，公元前2000多
年的一天，舜即天子位，带领
着部下人员，祭拜天地,从此，
人们就把这一天当做岁首。

中秋节的形成也有着悠
久的历史。《礼记》早有记载

“秋暮夕月”，意为拜祭月神，
逢此时要举行迎寒和祭月，
设香案。到了周代，每逢中秋
夜都要举行迎寒和祭月。这

种习俗慢慢传到民间，形成
一个传统节日。

和春节一样，过中秋节
原本是有很多习俗的，而且
各地还有地域特色的习俗。
除了吃月饼、拜月等共同习
俗，像济南还有供“兔子王”
的习俗，沂蒙山区在此日还
有吃“大锅全羊”的习俗。

可是，除了吃月饼，其他
中秋习俗正在慢慢流失。现
在中秋就只剩下吃月饼了，
像“兔子王”这一盛行多年的
民间手工艺品，随着老济南
拜月、祭月风俗的消失，慢慢
淡出了人们的生活。

这些习俗，实际就是民
俗文化传承的载体，如果这
些习俗全没了，那文化也就
没法传承了。传统节日、民俗
的传承，必须依赖能让人看
得见、摸得着的载体才行。当
然我们要传承的不是愚昧的

迷信的东西，而是要将民俗
文化中承载的民族精神、民
族情感留存下来。政府可通
过举办庙会、祭月拜月、学捏

“兔子王”等多种形式的传统
活动，营造中秋气氛，为民众
过节创造有利条件。

社会上存在这样的观
点：面对不断消失的习俗，无
需过分紧张，应该“顺其自然”。
社会环境会发生变化，民俗内
容也会随之变化，部分中秋传
统民俗的消失，并不是“人们
有意为之”，而是一种自然选
择的结果，因此无需强行人为
恢复，习俗是由一定社会发展
阶段决定的，人为恢复也不
会有合适的土壤。

但保护民俗应该说是大
家的共识，通过一定的形式
载体，传承民俗文化，这还是
主流观点。 来稿整理

本报记者 李钢

中秋节这就来啦，你在故乡还是
他乡？是独自赏月还是和家人团聚？

自中央“八项规定”实行以来 ,

中秋逐渐回归本色 ,月饼也终于找
回了原来的味道。当然,要是天空没
有霾,抬头就能看到一轮明月，那中
秋节就更有节味儿了。这个中秋节,

你感受到哪些不一样了?

除去这些变化 ,即将到来的中
秋节有没有触发你内心“但愿人长
久,千里共婵娟”的思绪?如果中秋夜
里发生了触动你的事 ,或者拍下了
一张值得纪念的照片 ,欢迎投给我
们,稿酬从优。

投稿方式:
1 .关注本报微信公众平台投稿,

或者微博@齐鲁晚报。
2 . 加 入 本 报 Q Q 群 , 群 号 :

392120875、156449699。
3 . 发 送 到 邮 箱 : f a n g 6 0 7 @

163 .com。

晒晒你的中秋吧

这是我们俩第一次回家时候的
样子，如今又到中秋，因为课业第一
次在外地过中秋，即将过一个我们
俩的中秋。很爱她，希望能跟她从今
往后过每一个中秋节。

希望能和她度过

之后每个中秋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份独属于自己的中秋滋味，也许是当兵时家人从千里外的家乡寄来的15斤手工月饼，也许是母
亲在灶头炖上的一锅全羊汤，又或是“高楼当此夜，叹息未应闲”的苦涩乡愁……中秋佳节来临之际，近百位读者给本本报
网站、微博、微信发来了他们的节日故事，我们选出其中几篇，希望能给您的中秋添一丝不一样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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