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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香 一 瓣

千里寄“乡”思
生 活 随 笔

周成芳

毛乌素沙漠之南，紧邻黄土高原，别是一番风景；星辰北斗夜盘旋，上观明月当
空，别有一番洞天；只见禄存文曲星光灿烂，直照皇天后土大漠边！

大漠之边有一老翁，安居乐业此处；老者尊姓马，名志强，慈善祥和，赤心从教。
安贫乐业有仁有善，为人师表，淡泊名利。有道者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
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柔中有刚，着装朴素，俭以养德，如一悯农。远观如一介农夫，
近听其言，传道授业解惑，久知凡人不凡，志当夙愿高远，师者也。

初心不改，望其陋宝，门庭端详临泰山石敢当，厚重而安稳犹如泰山千年之雄伟，
气势如虹；东西各一只小象笑而送祥，房东壁有老子骑仙牛而来，北有牡丹花开送富
贵，牡丹花之旁有政府擘誉“人民教师”。桌上圣贤之书层层叠叠，南有葫芦临窗而
立，大道法自然，解顺其本心。品茗一杯清茶，静心一曲弹奏，挥毫泼墨写春秋，默读
一篇千古经典，拉一曲二胡婉转。蕴胸中大智，幽静而生慧，与世无争，淡泊于闹市之
中，实乃志坚不移。

观其庭院，师者使得鲜花盛开，绿色映入眼帘；菊花色彩斑斓，松树挺拔遒劲；庭
院深深方方正正，东有银杏勃勃生机，树下鲜花青草相伴。临墙横卧栋梁之材，经风
雨兼程和岁月洗礼，才有今朝东方苍龙之势！庭院石桌雕刻梅花二度，美其名曰梅开
五福，春夏秋冬敢迎梅兰竹菊，潮起伴有旭日东升，潮落夜盼夕阳斜月。静坐此处，品
茗一杯茶，与君相敬一杯酒，让老者在此，独有一番道悟在心头！

静心敬心，德泽德厚也，此生为师，于学生于晚辈，皆有德行至上！严教子女勤劳
致富，俭以养德，不贪小利，不损德行；非淡泊无以明志，不争小利；非宁静无以致远，
顺其自然；严教学生刻苦学习，少小须勤学，文章可立身。学问勤中得，萤窗万卷书。
三冬今足用，谁笑腹空虚。自小多才学，平生志气高。别人怀宝剑，我有笔如刀。将
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十里八乡，称赞频频，虽为杖朝之年，精神抖擞，炯炯有神！
严教晚辈，启德甚也，虽清贫而精神丰盛富裕，不与人争利，不贪小便宜，大智若愚
也！吾辈楷模，吾辈当醒悟为人处世之道，德到了便得到了。敬呼马老师，德盛则志
强！满面春风，桃李天下自有芬芳，可圈可点！

别致小院，郁郁葱葱，祥光普照，暖意融融！鲜花朵朵，五彩缤纷，静谧幽香，时兴
园林！师者德道，道者荣耀，为人师表，传道授业。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品一壶
茶，修心养性，自在逍遥，便有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千古流传。春夏秋冬草木之心
赛春风！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等待金风送爽
廖凡

诗 绪 纷 飞

等待秋风凉
田野卸下春天的托付
辽阔、丰润而快心乐肠

汗珠咸咸烤羞高粱
急得妹妹钻进地窖
寻找十八年前那坛老酒

蛙鸣与秧鸡不知所终
牧童的短笛散落时光隧道

今年的山娃子
在白露的高温中
翘首
金风爽秋雨凉

广场边透熟海棠果
怎么也不肯下岗
因为秋风没凉
雨未绵

（作者系大足区诗词学会常务副会长）

师者马志强
马国锐

爸爸说霞像他的妹妹，让我们姐弟俩称其为“姑”。妈妈说霞就是她的妹妹，让我
们称其为“姨”。为了不让爸爸妈妈较真生气，我们抛开他们的建议，用我们山区的称
呼喊春霞为“嬢嬢”，且每次都叫全“春霞嬢嬢”四个字，一个字也不会少。我和弟弟第
一次用脆生生的童音叫“春霞嬢嬢”时，正好花开月圆。

我知道月亮遥不可及，可她是我的爱物，小船状的、圆盘形的、蒙纱的、遮云的、透
亮的、羞涩的……她没有太阳热情，但黑灯瞎火时，只要有一丝月光，我就不会害怕走
夜路。

童年，停电而又有月光的夜晚，是我记忆里最美好的年华。春霞嬢嬢也喜欢月
亮，每当月亮快圆快亮时，她会趴桌子写字，妈妈说是写“回信”，我和弟弟却理解“回
信”为练字。

春霞嬢嬢对待我们就是亲姑亲姨，她不但给我们买吃的玩的，还陪我们识字背诗
打趣，总是在月光洒满院子时和我们背童谣：“月亮走，我也走，我给月亮提笆篓，笆篓
里面装鸡蛋，刘家李家各一半。”哈哈哈哈哈哈，分鸡蛋啦，我们在小木凳上笑得东倒
西歪后，她又拉起我们坐正，来背正经的诗：“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

大概我上初二的时候，春霞嬢嬢因为做了随军家属要调去北京工作。她走的头
天晚上，我在家里是不吃不喝，大哭大闹，我觉得她去的地方比月亮更远，我害怕再也
见不着她了，所以我哭，哭得很伤心。春霞嬢嬢刮着我的鼻子说：“都大姑娘了还哭？
一个月亮，你能看见，我能看见，咱们就不远。”

第二天早上在火车站，我眼睁睁地看着带着大包小包的春霞嬢嬢被小陈叔叔牵
着手上了绿皮火车，车轮渐行渐远，我的心拔凉拔凉，十二分的不甘：小陈叔叔，一个
老让春霞嬢嬢在月光下回信的男人，生吞硬剥地把我的姑我的姨给弄走了，早知道嬢
嬢回信是什么，我就该在她每次回信时捣乱。一边低声啜泣的弟弟拉住我的衣角：

“姐，我们也让春霞嬢嬢回信。”
春霞嬢嬢离开我们的那一晚，月亮又圆又亮，空气中还飘散着桂花的香气。我和

弟弟就在月光下悄悄发誓：早饭不喝甜豆浆改吃白稀饭，每天省五分钱攒起，买信封、
买信笺、买邮票、写信、等回信。当我俩偷偷地写好第一封信、粘贴好邮票后，去找爸
妈要地址时，他们出奇地高兴，说我姐弟俩跟着春霞嬢嬢受教育，长大懂事了。

从那时起，月光伴书信，继续着我们叫“春霞嬢嬢”的日子，一年、两年、五年、十
年，身处北方南方的我们，用几页信笺纸互报舒畅、健康、平安。在中秋佳节时，还特
别描述了各自看见的月亮，享受的月光。我没觉得春霞嬢嬢变老，春霞嬢嬢也老认为
我还是那个圆脸大眼乌黑短发的小姑娘。随着时代的变迁，座机、小灵通、手机渐渐
代替了写信回信，最终微信替代了所有与春霞嬢嬢的联系。

记不起前些年的哪个中秋了，我用手机拍下月亮发给春霞嬢嬢时，同时我又收到她
发来的照片，都是圆圆的、亮亮的，特别的温馨可爱。我爸看了，硬说两张为一人所拍。

去年离中秋半个月的时候，春霞嬢嬢突然寄来了一封信：让你爸爸妈妈来北京过
中秋，我非常非常地想念他们。然后我原话告诉爸爸，他架上老光镜后，翻来覆去看
了三遍激动起来：“要得要得，这个中秋啊，我和你妈一定去见想念我们的霞妹和妹
夫，你们赶快订票……”

去年中秋，我近80岁的爸妈，迈了一大步：第一次坐上飞机去
了北京，登上了长城，参观了人民大会堂。一张接一张的照片，让
我无比羡慕。夜里，通过视频我看见了爸爸妈妈、春霞嬢嬢、小陈
叔叔，正举杯邀着明月，品着月饼……

（作者系万盛经开区作协会员）

月光中的小幸福
刘永梅

我上小学五年级时，在天津上大学的大哥给家里寄来一封信，信里说系里举办了
中秋晚会，他代表班级上台声情并茂地朗诵了一首苏东坡的名作《水调歌头·明月几
时有》。当他朗诵到那句“何事长向别时圆？”时，台下响起热烈的掌声。系里特别奖
励了他一个大月饼。大哥说那月饼又甜又脆，还有精美的包装，只是口感不及家乡的
冰薄月饼。

冰薄月饼是我家乡开州特有的小吃，因以冰糖为主馅且外形纤薄，故称冰薄。冰
薄月饼香气浓郁，酥软适当，甜而不腻。那时市场上月饼卖五毛钱一封，一封有10
个，仅用一张牛皮纸包着。但只要一打开，一股浓郁香味从油渍斑斑的牛皮纸中透
出，令人垂涎三尺。每逢中秋，父亲所在的单位会给职工发几封月饼。月亮升起来
了，一家人来到顶楼上。母亲将月饼分成几个小块装在盘子里。看着我们兄妹仨狼
吞虎咽吃着月饼，母亲慈祥的笑容跟月儿一样温柔。

知子莫如母，母亲明白大哥这是想家了。第二年中秋明月当空，大哥早早约上室
友一起坐在校园的草坪上，一边哼唱《明月千里寄相思》，一边分享母亲邮寄的冰薄月
饼。

我上中学后，舅舅舅母在北方从事餐饮工作，因生意繁忙，连续几年都没能回
家。有一年中秋前，舅舅给外婆打电话，特别提到梦见了家乡的冰薄月饼，醒来后感
觉嘴唇甜丝丝的。母亲听说后当即去了供销社，她一连买了十多封月饼，然后通过邮
局寄出。她还给舅舅餐厅的服务员一人准备了一封。舅舅收到月饼那天，刚好是中
秋节，舅舅说吃着冰薄月饼就感觉踩在家乡的土地上。

以后每年中秋，母亲都会为舅舅寄月饼。舅舅也不客气，主动提出增加月饼的数
量。这令母亲有些不解，冰薄月饼虽是家乡特产，可毕竟是甜食，中秋节尝个鲜有点
仪式感就行了，吃多了不腻么？舅舅连忙解释说，在中秋节当天，他会为用餐的每位
客人准备一份冰薄月饼，这一举措深受顾客的欢迎。“这可是我家乡的特色美食，分享
是美德。”舅舅的语气里表现出明显的自豪感。

那些年母亲也会给远嫁福建的小姨邮寄月饼。小姨生活在城市，她说商场里月
饼品种繁多，包装也很精美，各种馅料应有尽有，但最令她心心念念的还是老家的冰
薄月饼。她说每次吃完月饼，浓郁的芝麻橘香味久久挥之不去，那是熟悉的家乡味。
每当月圆时，小姨都会叫上她的孩子们和母亲通一次长途电话，感谢母亲为他们邮寄
家乡的月饼。表弟表妹从没回过老家，在小姨的影响下也渐渐迷上了冰薄月饼。后
来每年中秋前，他们都会主动给我母亲打电话：“大姨，又想吃月饼了！”

除了长年在外的自家亲朋，每年中秋，母亲还会给一些在外工作的老街坊邮寄，
甚至一些亲友的亲友，她也会一一准备。寄得多了，她也掌握了哪些亲朋偏爱哪种口
感的月饼，再寄的时候，她会按照每个人的不同喜好细心选购月饼。让更多的亲人和
朋友分享这份来自咱家乡的甜蜜和美好。

这些日子母亲又开始频频与快递员打交道了。我知道，她邮寄的不仅是家乡的
特产，更是浓浓的“乡”思情。 （作者系开州区作协副主席）

凡 人 素 描

月圆心田（歌词）

袁凤冰
都说十五的月亮十六圆，
珍藏每一个圆缺在心间。
正月十五的元宵，
五月初五的玉团，
八月十五月圆饼香甜，
包裹三百六十五个思念，
弦月盈满，
映照开怀畅饮的盛宴。

都说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种下十五的月亮在心田。
春雨惊春展露头，

夏满芒夏稻浪连，
金色仲秋月圆谷满仓，
堆栈三百六十五个期盼，
丹桂飘香，
萦绕春花秋实醉人眼。

月圆心田暖，
穿越时光流转，
风景总在眼前轮回，
写下千年古今的美满清欢。

（作者系江津区音乐文学学会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