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世纪80年代，我母亲在红卫商场当营
业员。那年临近中秋，母亲起得很早，4点多
钟就起床烧饭。扒拉了一碗，急急忙忙地准备
出门。

头一天晚上她跟我父亲聊天说，她要赶到
东方食品厂去排队开月饼票。那时候整个小
城，大规模生产月饼的食品厂不多，东方食品
厂是最有名的一家。

睡梦中朦朦胧胧地听见，母亲悄悄带上了
门，然后是自行车哒哒哒的声音。后来母亲
说，她蹬自行车将近半个小时，到了朝阳路的
东方食品厂。因为去得早，在长长的队伍里排

得比较靠前。把开好的月饼票小心翼翼揣进
挎包里，8点之前赶去红卫商场正常上班。

那个时候，城乡个体工商户还不多，购物
首选国营商场。母亲在食品柜，购买食品的顾
客总是络绎不绝。母亲是柜长，领到月饼票之
后，要赶紧把柜台的食品卖掉，给即将闪亮登
场的月饼腾出空间。

第二天一上班，母亲安排商场里新分配来
的年轻人小李去拉月饼回来。商场门口立即
贴出通告，下午厂区上班时间开始卖月饼。小
李没敢耽误，赶紧出门坐上5路公交车。按照
计划，大概中午11点钟的时候，月饼可以运回
来。

等到12点，甚至12点30分仍旧没见小李
的影子。母亲就有点着急，不知道小李遇到了

什么情况。她把柜台里的工作交给了别的售
货员，跳上5路公交车赶去老虎沟仓库。

不出所料，这个年轻小伙子，只整来板车，
却不知道如何把小山似的月饼运回十几里外
的红卫商场。小李来自农村，腼腆木讷，没有
勇气找人帮忙，急得满头大汗，守着月饼车不
敢走远，在老虎沟的一处树荫下急得不知所
措。

我母亲性格温和，没有责怪小伙子。看看
时间不早了，母亲举目四望，站在老虎沟路口，
拦了一辆空载的大卡车。说明原委之后，没想
到卡车司机愿意免费提供帮助。当年的红卫
商场在三线小城挺有知名度的，很多人都有在
那里购物的记忆。

我母亲和小李把板车上的月饼一箱一箱

地搬到卡车上，路上一聊天儿，才知道司机跟
我父亲认识，而且印象不错。我父亲开过好几
年的大卡车，路遇别人有困难，常常伸出援手，
给人留下乐于助人的好印象。

到底是卡车，很快就开到了红卫商场门
前。我母亲招呼店里的人出来帮忙，很快就把
这些月饼码上了柜台。商场给每个职工分月
饼当节日福利，我母亲把她的那一份分了一半
给这个司机。他不肯要，我母亲横说竖说，他
才收下。

那一年，我们还在上学，渴望品尝月饼，知
道母亲会带月饼回家，都在家里眼巴巴地等
待。我母亲平时6点能回家，但是直到天黑，
月亮升起来了，母亲才顶着月光进了屋。

母亲说，本来分10个大月饼的，但是只带
回来了5个。虽然路上有些波折，还是准时开
始售卖的，顾客如潮水一般涌向食品柜。

那时候我们吃的月饼品种不多，包装也简
单，但那月饼香软细腻，甜润诱人。一口下去，
满嘴都是香味。现在的月饼，品种越来越多，
包装也越来越豪华，只是没有儿时吃的时候那
种情怀了。

难忘那时月饼香甜，月儿明亮，月光清美。
■刘建新 摄影

母亲是个营业员
蔡随芳

夏季的午后，闷热无
风，金乡奎星湖畔的垂柳
纹丝不动，正午的阳光透
过柳叶间的缝隙，洒下
一片斑驳的光影。

在公园一隅的非遗
展览厅，陈列着各种非
遗饰品和展板。当我看
到一方名为糖供的展板
时，不由得想起这童年
时的糖人子。

明明没有人物造
型，却不知为何糖供又
叫糖人子。

糖供，顾名思义，用
糖做的贡品。济宁大部
分人或许都很陌生，对
于我这个出生在金乡县
羊山镇葛山村的农村人
而言，却是小时的记忆。

糖供，源自清代中期，距今已有300多年
的历史，在以金乡县为中心的苏、鲁、豫、皖交
界处，部分农村民俗中较为常见，主要用于传
统丧葬祭祀和庆寿活动。

丧葬祭祀用时称为糖供，庆寿时称为寿
桃，主要原料为优质白糖，工艺为模具注塑，生
产工具有模具、铝锅等，糖供涉及社会生活、民
间故事、神话传说等诸多方面，造型取材形式
多样：寿桃、公鸡、鲤鱼、猪、狮子、塔等，每个造
型都栩栩如生，煞是惹人喜爱。

糖供的制作虽然不很复杂，但每个环节要
求却相当高，故而制作时不仅要用心，更需要
眼疾手快，尤其是在寒冷的冬天，白糖熬制的
糖稀容易凝固，要尽快地将糖稀倒进模具，然
后均匀地摇晃，让模具内壁都挂满糖稀，不能
少挂或多挂。待内壁挂满后，再把多余的糖稀
倒出来，倒模后再等待几十秒，轻轻打开模具，
一个糖供就做好了。

看似一门简单的手艺，可真正做好却不是
那么简单的事情。糖稀熬制过了，不仅变了色
还缺少了黏性，糖供则不成形；模具内壁糖稀
挂得不均匀，糖供造型就不完美，而糖稀挂得
少了，糖供就容易碎。

这个晶莹剔透、似玉非玉的民间工艺品，
当年在我们老家那一带可不一般。为仙逝的
老人祭奠时用的糖供，有鸡、鱼、猪造型，象征
着祭品。家中老人六十六、八十、九十庆寿，用
的是八仙，有寿桃、狮子、盘龙柱、牌坊等，有祈
福的寓意。为老人庆寿时，闺女、侄女带上一
桌糖供，家里人比什么都高兴。

40年前，在我们那一带的农村，糖供是一
种畅销品。记得爷爷庆祝六十六那年，我也就
七八岁，因为家族大，来拜寿的亲戚也多，收到
的糖供好大一堆。我们几个小孩子都在院子
里围着，等拜寿仪式一结束，一哄而上，抢糖牌
坊、盘龙柱，然后散去，几个小孩聚在一起，你
品尝一下我的牌坊，我品尝一下你的盘龙柱，
其实啥也不懂的我们，哪里知道都是一样的糖
熬制出来的，只不过造型不同而已。

吃到糖人子那个开心劲，溢于言表，就像
现在为老人过寿，孩子们围坐在一起等着吃蛋
糕一样，真的美极了。不同的是，我们那个年
代，能吃到的零食太少，吃一次甜美的糖人子
何其难得。但自2000年以来，家乡老人祝寿
开始使用蛋糕，糖供渐渐被遗忘了。唯有祭奠
的糖供，在农村个别地方还在使用。

在早期的民间传说中，糖人子还被用作
“辟邪驱鬼、祈求平安”。它造型优美，质白如
玉，晶莹透亮，于质朴中透出典雅，别具特色与
魅力，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
悠久，文化底蕴深厚。

如今，糖供也不仅仅是当年的美味，它作为
中国传统文化遗产，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和文
化价值。保护和传承这一传统手工技艺，需要
更多的人关注和参与，让这一传统的文化符号
与民间技艺得以留存和赓续。 ■张哲奥 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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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中秋节还有半个多月的时候，月饼就
上市了。看着超市里价格不菲的月饼，我想起
了1976年的中秋节。

那天已经很晚了，圆圆的月亮早已挂上树
梢。村子里还没有通上电，家里没有钟表，也
不知道时间，只记得锅里的饭菜已经热两次
了。每热一次，娘就从锅里挑出一小块鸡肉给
妹妹吃，馋得我和姐姐直咽口水。

每年春天，娘都要养几只鸡，过了夏天母
鸡就开始下蛋。这些鸡蛋都攒着换些针头线
脑，或者换些零花钱补贴家用。爹出远门时也
带上几个煮熟的鸡蛋，临上车悄悄塞给我一
个。平时家里来了客人，也会炒一盘小葱鸡
蛋。

这年中秋节，娘早上起来把一只两年不下
蛋的母鸡杀了，从中午开始就在铁锅里炖。我
和姐姐都盼着爹早点回家，我们就可以吃上鸡
肉了。

“叮叮，当当……”。终于，在我的眼皮打
了几架之后，村南马路上传过来熟悉的马铃
声。那时候，我家在村子最南边，白天透过窗
户就能看到村南的马路，夜晚路上有人走过，
连咳嗽声都能听见。朦朦胧胧中，我和姐姐被
娘叫醒。趁着皎洁的月光，我跟在姐姐身后向
村外奔去。见到爹后，他笑着把我们抱上了
车。

回到家，爹把小毛驴卸下来，牵到牲口栏
里喂上草料，又把车上的货物盖好才进屋。娘
把又一次热好的饭菜端到桌上，我和姐姐也忙
着搬小板凳。

“他爹，咋回来这么晚？买月饼了吗？”娘
问。

“买了，十多天前就买好了，就是挺费劲，
大都凭票限量购买，我跑了好几条街才买到两
包。路上转了个弯，去了大强家，给他送去一
包月饼。咱盖屋时他出钱又出力，这事儿不能
忘。其实他家日子也不好过，孩子也很少能吃
到月饼。”爹说。

爹从屋里拿出一个娘亲手缝制的碎白花
布包，解开口袋上的绳子，从里面掏出一个包
得方方正正的油纸包，顶面还封着一张红纸。
爹小心翼翼地打开外面的油纸，一股香甜的味
道立刻弥漫开来，那种味道至今难忘。爹说，
这一包有8个月饼，留下3个当供品，今天晚上
切上两个吃，剩下的3个分给3个孩子。

娘转身去切月饼了，两个月饼被切成了8
小块。我都没用筷子夹，伸手抓起一块，三两
口就吃光了。月饼又香又甜，其他的味道一股
脑儿咽进了肚里。我和姐姐各自吃了两三块，
爹和娘也在吃着，爹在说着一些出外遇到的事
情。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着月饼，窗外的月亮
羞得躲进云层里去了。

夜里，我拿着另一块月饼，悄悄进了被窝，
蒙着被子啃了一小口，剩下的就舍不得吃了。
我做了一个梦，家里有好多又大又圆、又香又
甜的月饼，那月饼如窗外的月亮一样大，一样
圆。

第二天，我想吃掉那个咬了一小口的月
饼。后来一想，姐姐和妹妹不也是很少吃到
吗？于是，自己拿菜刀去切月饼，想分给姐姐
和妹妹一起吃，结果不小心切到手上了。娘想
训斥我，一听是为了给姐姐和妹妹分月饼，就
没训我。娘说，你不用分了，你姐姐那个月饼
她早上就切开了，说是要分给你和你妹妹吃，
给你放在盘子里了。

时间过得真快，一晃40多年过去，父亲也
已离开了我们。我和姐妹们都在为生活奔波，
过一个团圆的中秋已经非常奢侈。看着超市
货架上那些包装精美的月饼，却再也找不回那
年月饼的香甜味道。 ■吴华 摄影

那年的月饼
李树坤

我的童年是在父亲所在部队度过的，
那里是大山深处，交通不便。说是县城，
还不如今天的一个小镇。记不清何时了，
母亲让木匠做了个月饼模子。

每在中秋节来临时，母亲就用这个模
子给我们做月饼。用菜籽油和面粉，馅是
红糖的。如果家里还有积攒的芝麻、核桃
仁、花生米的话，与红糖掺在一块，在那个
年月里，这已是相当不错了。

而今，一位当时最要好的同学还是念
念不忘。在她的记忆里，我母亲做的月饼
是那样的好吃，那么的香。我们俩是同班
同学，各自的父亲是上下级，母亲同在一
个办公室。每次做好月饼，母亲都让我给
她家送几个过去。

到了上个世纪的80年代，渐渐明白了
每个传统节日的寓意，月饼已不再是奢侈
品。但我们家的月饼，仍然由母亲自己
做。时间久了，我发现木制的月饼模子已
开裂，又看见市场上有卖塑料模子的，就
买了一个。

如今，老母亲已八旬之年，不能再亲
手做月饼了。每在碗橱的抽屉里看见月
饼模子，甜美的过去就历历在目，仿佛就
在昨天，令人无比怀念。

月饼模子
许双福

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又将来临的时候，漫
步街头，节日的氛围扑面而来。街面摆放的月
饼、水果琳琅满目，大小饭店的中秋夜订餐广
告比比皆是……我被这浓郁的节日氛围深深
地感染着。

我的童年，农村老家过中秋节也只是名义
上的，因为正赶上“三秋”大忙，更没有什么鸡
鸭鱼肉的美味。自家喂养的小鸡，也是不舍得
杀吃，都用来卖了换钱花。

有一年中秋节的下午，在我们姊妹几个的
盼望中，父母亲早早地从田里收工回家。到了
晚上，一家人围坐在院里的小桌边，菜是上午
多做出来的。母亲把自家树上结的石榴和枣
放到桌上，拿出包了好几层的4块月饼，放到
桌上的盘子里。

弟弟伸手去拿月饼，被母亲挡了，嚷他道：
“还没切呢！”母亲把每一块月饼都切成两半，
父母亲和我们姊妹5个每人半块，剩下的半块

给小妹妹留着。我接过半块月饼，狼吞虎咽地
吃了下去，还未尝出是啥滋味呢。看着姐姐、
哥哥津津有味地咀嚼着，馋得我直咽唾液。

在我的记忆里，童年的中秋节都是这样简
简单单地过的。

上世纪90年代末，哥让我们到他家里过
中秋节。我和妻儿早早地赶到了农村的哥
家。眼看着太阳快要落山了，哥嫂才回到家，
就与我们聊起了小时候过中秋节的趣事。

我看着哥嫂光顾着拉呱，有些沉不住气地
说：“我在城里带来了烧鸡、油炸花生米……”
哥看出了我的心思，笑着说：“你是不是看着我
和你嫂光顾着拉呱啦，怎不去做菜。你不用担
心，今天，咱不动手了，吃现成的。我上午就给
饭店说好了，给咱送10个菜。”

不一会儿，镇上四喜饭店就把四凉六热
10个菜送来了，有辣子鸡、糖醋鲤鱼、红烧排
骨、四喜丸子，足足摆满了一大桌子，哥嫂还专

门拿出了在城里买的高档月饼和本地名酒。
去年过中秋节，说好了全家一块到三弟家

去。到了中秋节的下午，我和妻儿正准备去农
村老家，三弟突然打电话说：“你在城里家里等
着我就行了，我正忙着。”就把电话给挂了。妻
说：“还是咱准备吧，老三肯定怕麻烦，不然的
话，他们来了就尴尬啦。”我俩就开始忙着切
菜、洗涮。

正忙着，三弟开着新买的商务车，载着母
亲和大哥、三弟全家来了，见我们忙着做菜，问
道：“二哥、二嫂，你们这是忙什么呀？”

“这不是做菜，一块过节嘛！”我回答道。
三弟又大笑了起来：“都怨我，在电话里没

有说清楚，你们也别忙活了，快跟我上车。”原
来，三弟早已在城里一家著名的大酒店订了一
个大房间，让全家人一块到酒店过中秋节。

在金碧辉煌的房间里，全家人尽兴畅饮，
母亲从包里拿出两盒东西来。哥家5岁的孙
女跑过来问：“老奶奶，你拿的是什么宝贝呀？”

“是月饼，过中秋节，不能没有月饼呀！”
哥家孙女不屑一顾地说：“我当是什么宝

贝呢，原来是月饼，我早就吃够啦！”全家人都
被逗得哄堂大笑起来。

从童年到现在，从基本上不过节，到从饭
店要菜，再到去酒店，过节也从简单到隆重，从
单一到多样，其实天天都像过节。

■心飞扬 摄影

天天都像过节
杨修元

我们的节日·中秋节

那年中秋节，夕阳西
下，我带着妻子和女儿来
到郊外的草坪。户外已
经有了浓浓的秋意，夜风
已微凉。放慢呼吸，嗅到
秋日独有的桂花香。闭
上眼睛，能听到草坪深处
秋虫婉转的演奏，能捕捉
到空中蝙蝠尖锐干脆的
高音。高高的树枝之上，
亦有夜莺灵动悦耳的独
唱。

摆好了野营的桌椅
板凳，摆上月饼、瓜果、桂
花糕，烧上一壶茶水，就
开始赏月。中秋的月清

晰而明亮，甚至隐约看见累累坑穴和纵横
沟壑。我架好天文望远镜，寻星，调焦，终
于在目镜中看到了轮廓更加分明的月亮。

我唤来女儿，一边让她看那神秘的真
面目，一边给她讲着嫦娥奔月的传说。女
儿仰着头，眨巴着小眼睛，听得津津有
味。看着她投入的模样，就像看到小时候
对无垠宇宙痴迷的自己。

映着月光，我和女儿一起拼装了两盏
兔儿灯。女儿带着它在草坪上蹦蹦跳跳，
就像一只活泼的精灵。圆月当空秋意浓，
秋夜虽微冷，但我们的心都是温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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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月新解
蒙建华

每遇清辉洒夜空，常因神话乱迷朦。
遥知玉兔烧丹侣，暗想嫦娥舞袖风。
忽尔冲霄明月背，悠然取壤广寒宫。
从今改旧千秋秘，此夕添新中国红。

仲秋怀乡
张成吉

清辉侵冷窗，旧国泪沾裳。
黄菊香佳节，浊樽下夕阳。
欢歌成昨日，明月是他乡。
万里江河水，安能载恨长？

月宫吴刚
王允国

学仙因过错，斫木应无期。
落斧弯腰板，抬头移步姿。
月中端美酒，尘俗诵雄诗。
绝望却偏待，徒劳仍奉持。

贺中秋
黄希庆

蝉声隐去晓风凉。雁阵归来菊正黄。
盛世乾坤开绮宴，丰年歌舞贺华堂。

神州共赏中秋月，民舍频吹桂子香。
老幼温馨享真爱，阖家团聚小沧桑。

中秋有思（通韵）
王兴龙

半盏琼浆心蓦然，萧娘醉捧自蟾垣。
意随南岭染云栋，香溢黄山掀杏帘。
金翠步摇秦汉暮，玉壶情驻宋唐天。
嫦娥若问何方好，月阙门中有海田。

秋夜有赠
马培国

高会邀欢久，乘风归去来。
相逢歌古调，倾盖赋新醅。
寂寞花间咏，逍遥芥子杯。
何如公宴乐，萧散魏王才。

桂秋情怀（新韵）
齐胜勤

四季轮回节序更，桂秋景色与春同。
菊花绽放篱园内，枫叶飘摇峻岭中。
弦月澄明楼角挂，群星闪烁碧霄空。
金城处处风光好，观赏吟哦无限情。

中秋思绪（新韵）
张景生

今霄月满照空苍，桂寿庭前蟾路长。
雾起远塘诗做露，雁鸣天际赋成行。
寄情一缕思遥曲，写意千篇醉故乡。
借问风云来往客，谁知游子梦中详。

中秋农家乐
张君萍

农家桃李容姿艳，庭院流觞歌盛年。
瓜果盈盘精气爽，酒鎗满盏笑声传。
小儿嬉戏绕花径，黄发怡然话稻田。
清色拂心人自醉，此情此景共长天。

月圆时刻（新韵）
穆炳森

天高云淡暮色中，旻挂冰轮亮亦明。
桂伴嫦娥舒广袖，杵挥玉兔守蟾宫。
当空皓月熙天地，凡世明堂聚友朋。
浊酒一杯臻酣畅，神州此刻俱相同。

游迪士尼
梁 静

童话将残不可裁，青春虽短又重来。
谢他织梦千千种，赚得游人怀抱开。

北湖秋夜思
王厚忠

独立湖堤心怅然，如银月色又秋天。
携来弄月君安在？淡柳依依胜去年。

晚 秋
侯桂华

雁字挥毫舞晚秋，芦花霜染泣离愁。
青荷傲立失颜色，千万风姿水底收。

秋来也咏菊
李建军

末伏迎秋劲，晨昏已悄凉。
天高云淡处，菊艳压群芳。

秋 思
张义凤

牵云曳雨绕层楼，叶落花残去不休。
携侣同游千里远，邀朋共渡万寻舟。
问天缘啥青春短，叹地因何逝水流。
难忘韶华伤几许，芸笺走笔墨香柔。

月 饼
白如雪

寅阳尚品丰收饼，川蜜绵甜名远扬。
软面酥皮金灿灿，重油糯馅亮汪汪。
掰开唤醒千般梦，入口方知百味芳。
岁老客居繁海上，中秋赏月倍思乡。

清平乐·豆沙月饼
杜宏春

竹庭柴院，缕缕银辉旋。巧手烛光嘉食馔。宫
饼豆沙炉转。 秋来暑往生寒。月轮渐次清
圆。黔首劬劳半载，望蟾正可尝鲜。

破阵子·听鲁琴
鲁亚光

端坐桌前问道，静听雅士调琴。门外飞燕三两
句，树上流莺左右寻。金声正入心。 都是当时
同好，全由商羽传音。惟惜时光如过隙，捡拾兰香
沾满襟。任由清气侵。

调笑令·庆中秋
梁成行

秋节。秋节。饼团月圆皎洁。家家笑语筹
觥。社社歌舞乐声。声乐。声乐。喜悦萦回城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