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月曾经照古人。历史的天空，中秋月华
遍散清辉，照见了多少过往，勾连了几多心思。

那一年，应该是宋孝宗乾道二年（1166年），
知静江府（今广西桂林）的著名南宋词人张孝祥
因受政敌谗害而被免职。政敌以什么样的理由
陷害他呢，史籍没有细说。邕管安抚使蒋允济
和桂林百姓为他送行，送其至兴安，在兴安乳洞
与大家告别后，从桂林北归。

怀有“恻袒爱民之诚心”的张孝祥，颇有治
才，本想在静江知府任上好好作为一番，革除弊
端，纾解民困，造福一方，结果却被谗言所伤，他
心里多少有些郁闷愁结。

秋高气爽，张孝祥所乘的船只到了岳阳洞
庭湖水域。只见湖面上天高水远，一碧万顷。
一轮淡淡的圆月下，张孝祥长衫玉立，望着眼前
澄澈清明的湖水，竟没有一丝一毫浑浊，没有一
丝一毫污染，想到自己亦如湖水般光明磊落，坦
荡径行，表里如一，不禁胸襟顿开，豪气中来：

素月分辉，明河共影，表里俱澄澈……应念
岭表经年，孤光自照，肝胆皆冰雪。短发萧骚襟
袖冷，稳泛沧溟空阔。尽挹西江，细斟北斗，万
象为宾客。扣舷独啸，不知今夕何夕。

兴致高起来的张孝祥竟要请天地万物作客
人，舀尽西去长江的水，用北斗七星作酒具，低
斟浅酌地招待天地万物。颇有李白当年“青天
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的豪迈。

如此还不足矣，他竟然忘形地舞之蹈之，敲
击船沿，应和天地，仰天长啸，抒发出自己的满
腔豪情。此刻，天上的那轮圆月，成了一株“忘
忧草”，让张孝祥彻底忘掉愁绪烦恼，忘情于这

月白风清之夜，忘情于与大自然交融之中，不知
何年何月何日何时了。

那一年，应该是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
苏轼有些郁闷。事情还得从头一年说起。元丰
二年（1079年）苏东坡由徐州调任湖州知州。于
四月二十日到任，进《湖州谢上表》，表中写道：

“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
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文字中几乎是直言坦承自己不与当朝新贵
合作的态度，表达了自己对新法“生事”的不
满。负责监察百官的御史台官员李定、何正臣、
舒亶等人抓住这条“小辫子”，接连上章弹劾苏
轼，奏苏轼移知湖州到任后谢恩的上表中，用语
暗藏讥刺朝政，随后又牵连出大量苏轼诗文为
证。这案件先由监察御史告发，后在御史台（俗
称“乌台”）狱受审。

时任宰相吴充、王安石、章惇等朝中大臣纷
纷出面陈情、斡旋，连太皇太后曹氏也出来干预，
圣谕下发，苏轼终免一死，贬谪为黄州团练副使，
史称“乌台诗案”。这是苏轼一生中重要的转折

点。虽然苏轼生性豁达，但这种“按文索罪”的诗
案，让他跌入人生的低谷。黄州团练副使，只是
一个职位很低而且没有实权的官职。无责可展
其能，无职可显其才，无位可安其心，此时的苏轼
情绪低落，十分郁闷，常常寄情于山水之中。这
一年的中秋节，望着那轮渺渺的明月，苏轼写了
一首《西江月》，吐露了谪居后的心情：

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夜来风叶
已鸣廊，看取眉头鬓上。酒贱常愁客少，月明多
被云妨。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然北望。

一贯生性豁达的苏轼低沉下来，语气哀婉，
咏叹人生短促与壮志难酬，感悟世道险恶与人
生寥落。

竹杖芒鞋轻胜马，一蓑烟雨任平生。苏轼
乐观旷达的精神，几乎无人不知，甭管经历多少
苦难，他始终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风格柔婉
的《西江月》却刻画了苏轼悲情婉约的另一面，
这种哀怨隐忍之作更是让人久久不能忘怀。其
时，中秋的那轮明月，于苏轼而言，是人生大梦
之后的一盏“孤光”，映照着落寞与凄凉。

那一年，应该是唐顺宗永贞元年（805 年），
韩愈有些无奈。两年前，关中地区大旱，韩愈在
查访后发现，灾民流离失所，四处乞讨，关中饿殍
遍地。目睹严重的灾情，韩愈痛心不已。而当时
负责京城行政的京兆尹李实却封锁消息，谎报称
关中粮食丰收，百姓安居乐业。当时任监察御史
的韩愈和张署心中愤然，直言上疏，劝谏皇帝减
免关中徭赋。没想到，事情没办成，反而触怒权
贵，遭李实等人谗害。两人同时被贬往南方，韩
愈任阳山（今属广东）令，张署任临武（今属湖南）
令。虎落平阳，龙困浅滩，韩愈很是不爽。贞元
廿一年（805 年）正月，顺宗即位，二月甲子大
赦。韩愈闻听暗自高兴，心想终于可以解脱了。
可惜，镜花水月一场空——没他俩的事儿。八月
宪宗即位，听说又要大赦天下，韩愈再次兴奋起
来。由于总是有人从中阻挠作梗，韩愈又未能如
愿调回京城，只是获授江陵法曹参军。

知道改官的消息后，韩愈深深感到宦海浮
沉，祸福无常，个人很难掌握自己的命运。

中秋月圆之夜，他有感而发，写下《八月十五
夜赠张功曹》，寄给遭遇相同的张署。其中有云：

迁者追回流者还，涤瑕荡垢清朝班。
州家申名使家抑，坎坷只得移荆蛮。
…………
一年明月今宵多，人生由命非由他，
有酒不饮奈明何？
曾表示“报国心皎洁，念时涕汍澜”的韩愈多

少有些怨愤，却故作旷达。夜空中的圆月融融朗
朗，它就似一朵“小红花”，于张署而言是一种慰
藉；对韩愈来说则是借朋友酒杯浇自己心中块垒。

♣ 张向前

那一年的中秋明月
又逢中秋月圆时

♣ 吴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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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还是嘟囔了一句：“她
那么大的人了，我能说管就管
住？从小到大你就惯着她，这一
会儿想起来让她改邪归正了？”

她翻翻眼，瞪我一下，恼狠
狠地扭过头去生气去了。

话虽那样说，这事儿我还得
管。我勉强处理了一上午公务，
急得如坐针毡。轩哥对我们再
好，也毕竟不是一个爹妈生的，在
人跟前总得有点分寸。况且，在
轩哥那里，我心中始终还是既保
持着距离又维护着情谊，这是他
敬重我这个妹子的主要原因。午
饭后我小歇了一会儿，也没带司
机，自己开车去了轩哥公司。我
装得若无其事。轩哥自然知道我
是来干吗的，我妈一上午把人家
电话都打爆了。轩哥说：“你是为
了小五的事儿吧？别管了，这事
儿谁能管得了？也可能真的是缘
分呢！”我白了他一眼说：“是什么
人啊，你就这样往一处带，也不怕
出人命！”轩哥也不接我的话，慢
悠悠地泡着茶。上好的单枞雅香
四溢，我接了杯子慢慢安静下
来。这么多年相处，轩哥的稳重
我自然是知道的，他稳我就能稳。

那天晚上的饭是在轩哥家
里吃的，叶子嫂子亲自上手做的
菜。我见到了小五的神，确实帅
得一塌糊涂，而且人极懂事，礼
貌周至，低调谦和，并不似电视
剧里高干子弟的嚣张跋扈，反而
是彬彬有礼到让人招架不住。
轩哥长得算是个体面人，可在他
跟前一比，气势一下子弱下去
了。我的脑子竟然也跑路，偷偷
地想，当初轩哥要是长他这样
的，没准我也会嫁了。但显而易
见，是小五一厢情愿地往人家身
上贴，帅亮亮是躲着她的。轩哥
说得没错，这事得让她自己死
心，她追上追不上都是她的命，
我们着急也没用。轩哥说帅亮
亮在山东黄金集团工作，是他朋
友的朋友的朋友。虽然不十分
了解，但他们在北京聚过几次，
认识好几年了。我装着回信息，
在百度上搜了一下山东黄金集
团。这家国有企业太大了，搜一
个人恐怕不灵。但是我刚在公
司信息栏里输入帅亮亮，个人信
息一下子就出来了，还是个中层
管理人员。年龄、身份都对得
上，照片是二十几岁的，证件照

本来就呆板，但能看得出是同一
个人，倒是真人更好看一些。

那天我回去把轩哥的话对
我妈说了，然后告诉我妈：“由她
去吧！追上追不上是她的命。”

开始我妈一下子就火了，过
去的拗脾气又上来了，撇着嘴说：

“他是谁啊，还嫌弃我们哩？我们
不嫌弃他就够了！”看见我不屑地
冷冷地看着她，她兀自呆了半晌，
说：“这事儿可不成，咱可不能下
作。你和李轩还得管住她，千万
不能做下丢人的事情。”

我说：“妈，小五还是个黄花闺
女吗？结不结婚咱们可以参考意
见，她谈恋爱我们还能干涉吗？”

“我可把话放这儿了，小五要
有个三差两错，我就从你家楼上
跳下去！”我妈的狠劲又上来了。

小五不在，我也没必要跟她
客气，我说：“你讲不讲理？她一
个大活人，是我能跟着还是你能
跟着？再说了，小五若是真能嫁
一个这样的，我还挺满意的。”

“人样子能当饭吃吗？你们
都不会看人！”我妈生气加重了
语气。我说：“小五要是真动了
嫁人的心思，你能怎么着吧？”

乔大桥在屋子里看书，听见
我们娘儿俩在外面叮咣了这半
天，觉得不出来不合适，于是就
走出来对我妈说：“妈你别着急，
有我呢，我替你留心着小五。”他
平时只是一团和气，说一些傻
话，极少在我和妈谈事时接话
茬。今天这么敢担当，也让我好

奇。我推他一把抢白他道：“你
留心，你怎么留心？你以为小五
是个三岁的孩子？”

我妈停了一会儿，竟然哭了
起来。我很久以来以为她根本
不会流泪了，她的心干涸了，那
里是一片荒漠。可为了女儿找
一个对象，哭得惨兮兮的，至于
吗？我妈一边哭一边说：“三妞
你给我听好了，小五这事儿，丑
话说头里。不结婚，这个人不能
上咱家来。公司的账目你找俩
人盯住，你难道不知道小五是个
没心眼子的玩意儿？”

我险些被她逗笑了，拍了一
下大桥：“大桥，往后小五不在家，
你负责陪咱妈散步。咱妈怕是小
五找了对象，担心没人陪她了。”

我妈接过来大桥递过的纸
巾擦了泪说：“那可不行，大桥还
要辅导丫丫学习，我自己能行。”

“还有——”她补充说，“今
天丫丫住学校，往后当着丫丫的
面，谁都不能说小姨的事，别让
那个死妮子带坏了孩子！”

真 是 日 头 从 西 边 出 来 了 。
我好半天才回过味来，这是我妈
的话吗？我原以为她只是担心

小五，现在连公司的账和丫丫，
她也一并操上心了。也许她是
真的融入这个家庭，把她当成我
们家的一个成员了？

丫丫是我女儿，刚念国际学
校三年级。

十三
最早起步的时候，我十几万

块 钱 给 自 己 在 郑 州 买 了 套 房
子。一来那时候郑州的房子便
宜，与深圳比起来像买白菜似
的。二来是怕钱握在手里不牢
靠，说到底更是为了让自己安
心，万一哪天外面的路走不通
了，自己总是个有家的人。

回到我自己的房子里，才觉
得是真正回到了郑州，而不是像
走在梦境里，飘忽得惶惶不可终
日。有时候我不想受任何人打
扰，就关掉手机，静静地坐在空
荡荡的房子里想那些过去的事
情。历史正汹涌而来，我像坐着
时光之船，一点一点地穿越历史
的激流，与自己的过往擦肩而过
时，即使是伤痛也变成了甜蜜。

我想起了母亲。跟母亲在
一起生活了几十年，我也没弄明
白她。她的性格非常古怪，或者

说非常奇特。我常常想，即使我
父亲是一个上进的人，能达到母
亲所要求的高度和标准吗？母
亲最羡慕的人就是我们家邻居
周四常，父父子子都是走的仕
途，里里外外都风风光光。而我
们呢？母亲觉得一家子都是卖
饭的，挣再多钱，也是从人家嘴
头子里抠出来的，怎么说得起
嘴？一粒老鼠屎坏一锅汤，都是
我爸把儿女都带歪路上去了。

二姨说，母亲的性格最像我
姥爷。我姥爷最后被枪毙，也不
是作了多大的恶，而是他眼睛太
尖、嘴巴太利。他是镇上的摆事
老大，谁家父子兄弟分家，闹三
天打断胳膊腿都扯不清，着人请
他来，他穿着长袍拄着拐棍往人
家堂屋里一坐，三下两下就把家
当给分了。他处事公道，大家也
都相信他，事到临头，有满意的
有不满意的，反正满意不满意都
得听他的，一句都不敢抱怨。一
个镇子就这么大，谁敢保证今后
没事求到他门下？不过话又说
回来，在熟人社会里，让
人敬着却又让人怕着，终
不是啥好事。 34

连连 载载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在
我国，中秋节是仅次于春节的第二
大节日。千百年来，多少文人骚客，
在这个传统的日子里抒发灵感，吟
诗作赋。张九龄的“海上生明月，天
涯共此时”可谓流传甚久，朗朗上
口。皮日休的“玉颗珊珊下月轮，殿
前拾得露华新”是何等的富有意境，
明月、桂花、花瓣、露水，给人无限的
遐思。但最著名的要数苏轼的“明
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
宫阙，今夕是何年？”苏轼不愧为伟
大的文学家，他把人间悲欢离合的
衍变，月有阴晴圆缺的转型，用寥寥
数语描写得淋漓尽致，演绎成了千
古绝唱。

中秋节是一个富有诗意的节
日，她的诗意在于一家人的聚合团
圆。随着中秋节的到来，多少远在
他乡的游子，怀揣一张车票，踏上
了回乡之途。他们脚步匆匆，要赶
在中秋节的当天晚上与父母、家人
吃上一顿温馨的团圆饭。月光下，
一家人围着一桌丰盛的饭菜，男人
们打开一瓶经年郁香的老酒，女人
和孩子们品尝着一枚枚圆圆的月
饼。一家人一边赏月，一边谈论着
孩子们的成长和老人的健康，谈论
着外面精彩的世界，分享着创业成
功的喜悦，听听家乡的山风与方
言，看看乡邻们的变化和笑脸，这
才是团圆，这才是家，这样的日子
真是再舒坦幸福不过了。即是回
不到家乡的亲人，此时也会进入月
的世界，他们会在清光如水的海洋
里泛起舟船，让心灵踏着一路月
光，回到家乡，回到父母的身旁。

中秋节的诗意还在于一轮明
月的朗润。晚饭后，你穿上一件稍
厚点的衣服，捧上一杯清淡的茶
水，拎上一个马扎，来到村庄的那
道高高的岸头。此时，你可以看
到，小村已是万家灯火，高远深邃
的秋夜，装饰了蔚蓝的背景。

遥望东方，已有了一片月色，
一轮明月呼之欲出。东山岭在月

色中已形成了一道剪影，你看那一
座座山峰，有的似奔腾的骏马，有
的又像是一朵翻卷的浪花。月亮
出来了，先是半个脑袋，接着是半
个脸庞，随后整个圆圆的身姿冒出
山岭，冉冉升高，挂在了东方的天
空。此时，我们看到的月亮，应该
是一年四季中最大的吧。你看，那
巨大的玉盘占据了半个夜幕，大有
欲将整个天宇占满的气势。此时
的月亮应该是最美的吧，你看，洁
白亮透的巨盘四周，镶着一道淡细
炫目的金边，煞是壮观。再定睛细
看，圆盘中那自然形成的花纹，颇
似一棵枝繁叶茂的桂花树，树下吴
刚正在伐桂，挥汗如雨。漂亮的嫦
娥翘首凭栏，双眼望穿，像是在等
待心上的人。玉兔在绿草花丛之
间跳跃，笑看人间。

朗月毫不吝啬地把她的银光
倾泻下来，让山川、田野、村庄均匀
地涂上了一层银辉。银辉下，年轻
的妈妈用芊芊玉手，晃动着摇篮，
唱着“中秋节月光光，全家一起看
月亮，月儿圆月儿亮，月饼甜呀月
饼香”的歌谣，让可爱的宝宝进入
梦乡。年老的母亲会点燃三炷清
香，祭拜明月，祭拜自然，祈求四季
平安，年年五谷丰登。

这个时节，你喝上一口清淡的
茶水，目睹家乡的中秋之夜是什么
样子。地上是灯火点点，天空是一
轮秋月静谧，安然如水，身边是秋风
徐徐，轻舞飘逸，草丛间蛐鸣“唧唧
吱、唧唧吱”叫个不停。这一杯清
茶，一轮明月，一片灯火，一缕清风，
一声蛐鸣是何等的风情与味道啊！

中秋节的诗意犹在于缕缕的
芳香。中秋节正是秋庄稼成熟的
时候。谷子、玉米、高粱、芝麻等作
物，春风中，在农家人的手指间，钻
进松软的土壤之中生根发芽，在夏
雨夏风的洗礼下，慢慢成长发育，
在秋风中结果。此时，它们早已脱
掉了浓绿的外衣，换上了金色铠
甲，像是要出征的将士，挺立在人

们面前。它们把满身的芳香，毫不
顾忌地绽放在田野山川，这种芳香
足以把农家人的五脏六腑熏醉。
玉米怀揣硕大的娃娃，时不时把娃
娃的外衣脱下半截，露出娃娃丰满
金黄的身躯，在炫耀着自己的富
贵。谷子虽然低头不语，但也十分
张扬，随风摇晃着纤细的腰肢，在
展示着自己的风韵绰绰，让人看得
十分撩心。花生躺在晒场上，像是
一个个白胖胖的大小子，它们要在
秋风里风干自己，有的会在主人的
炒锅里，赴汤蹈火变成香脆的炒花
生，有的会勇敢地跳进榨油机，粉
身碎骨变成一滴滴飘香的花生
油。不论是炒花生，还是花生油，
它们那浓郁的芳香会尽情地释放
出来，无论什么力量也是阻挡不住
的。这缕缕清香中还有月饼的芳
香。月饼，这特殊的食品，在中秋
节到来的时候，不论是在物资匮乏
的时代，还是物资极大丰富的今
天，家家户户都要买上几个，以用
来慰藉心灵。母亲是做月饼的高
手，她能把日月和春风揽在怀里，
掰开揉碎和在面粉里，还能把脚下
芳香的泥土和枝头摇曳的绿影做
成五仁饼馅，然后在阳光的炙烤
下，一枚枚圆圆的、流淌着芳香的
月饼就做好了。这种月饼温暖馨
香了儿女们的心房，香透了这座农
家小院。现在母亲老了，手脚已没
有了力气，再也不能做心爱的月饼
了。每年，儿女们都要买上几个上
等的月饼来孝敬她老人家。可是
母亲吃过后总会说：“这是啥月饼
啊，一点味道都没有。”

夜静了，那圆润明朗的月亮高
高挂在夜空。月光将大地照射得
如同白昼，裹着芳香的缕缕秋风不
时刮来。在这夜深人静，明月晃
晃、芳香阵阵的时刻，我好像听到
了母亲入睡的鼾声，那声音微弱、
匀速、赋有节奏感。她的嘴角轻轻
弯起,就像以前那样,浅浅的微笑,
如水晶般清澈透明……

史海钩沉

灯下漫笔

百姓记事

新书架

♣ 鲜明

《刹那》：诗人心里有星光

何向阳诗集《刹那》由浙江文艺出版
社最新推出。何向阳是鲁迅文学奖、冯牧
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得主，《刹那》为其
第三部诗集，收录了108首短诗，这些诗歌
写于 2016年，真实记录了作者生命中最
艰难与晦暗的一段时光，母亲离世，自己
与父亲双双遭遇病痛，在这样阴霾的时
刻，是这些诗句如一只只援手带来了拯
救，见证了寻找与重生。

除诗歌外，诗集还收入作者本人摄影
作品35幅，每一幅摄影作品也都是诗人创
作这部诗集时身处的环境以及那段艰难
时光的艺术写照和缩影。诗人何向阳坦
言，《刹那》是迄今为止于自己而言最重要
的一部作品。在诗集的后记中，她讲述了
这些诗句是如何来到了自己的生命里：

“我从未在一部作品中这样直接、开放、断
然，从未这样从身体到心灵到灵魂全然打
开，释放本心。这部以断句面目呈现的诗
集之于我个人的价值超出一切文字，这可

能也是生命的隐喻。毕竟，藏在评论之后
的文字多思、犹豫、沉郁而怀疑，当生命中
的一些事物猝不及防，推至面前时，你所
能使出的应对可能只会是诗。”这些诗歌
的到来不仅陪伴诗人度过了晦暗的时光，
更将光芒带到了何向阳的生命中。“刹那”
作为诗集的名字蕴含着深刻的内涵，何向
阳想要在这部诗集里抓住和表达的东西，
是在尝试将中国古典诗歌中“万古愁”的
传统与瞬间、刹那产生衔接，将时间、空间
上的个人历史和大历史进行衔接。

评论家梁鸿鹰认为：“这是一部向无
尽的生活之难之苦之美说话的书。”“这
些诗里有禅，有神，有对万物的不喜不虑
不忧不惧，这不简单是种情怀向度，有对
宽恕的回避，有对复仇的退让，有对今日
所思的虔诚，只因诗人心里有星光，从不
忽略供养自己的灵魂，因而说这也是一
部灵魂之书，产生自生命最为难与最局
促之时。”

在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节庆文化中，最
具诗意的莫过于中秋节，最具美感的莫过于中
秋月。“天上一轮明月圆，古今何处不中秋”“一
年逢好夜”“千里共婵娟”，当此良辰美景之时，
天南地北，男女老少，合家共度团圆节，分享人
间快乐，品读月色之美。甚而借月怀想，遐思
漫漫，或问“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在古时，游子思故园，少妇怀征人，也多半
看在这一轮明月的份上。一轮清光，两地相
思，倘若月圆人未圆，其思乡之念与思亲之情
就会伴月而生、寄予月神，要么沉重如铅，要么
缥缈若梦。先人没有电话之类的可供传情，每
每只能对月忆别离、望月诉相思。因此中秋之
月凄美浪漫，仿佛如“心灵月宫”，又似“情感驿
站”，时常是“思归多苦颜”“夜深照离情”。

明月更多的时候，却是升在房前屋后。
我从小生长在黄河故道边的农场，场里的明
月，在我的童年，总是从树和墙角的缝隙里，
露出她出浴后的丰腴，犹如女人的体态，慵懒
而顾盼有神，随意而心神不宁，让人想接近，
想抚摸。但明月却在你的一闪念间，早已跳
脱了树和墙角的挟制，一跃而半悬空中，变得
清光逼人，让你不敢有半丝杂念，一如神明的
彻悟，顿使灵府生辉，内外通明一样。此时此
刻，面对明月，你还有什么红尘的烦恼不能冰
释，人间的名利不能丢弃呢？

现在，每逢中秋月圆时，我就会怀念儿时
的月光。尽管时过境迁，物是人非，但儿时的
月亮总是伴着神话和传说，伴着欢声与笑语，
在心中明亮着。那时，许多游戏都是在月光
下进行的，对月亮自然有着深刻的体验和感
动。在月光下尽情地追逐，在月光下摔纸折
叠的四角、弹琉璃蛋、捉迷藏，那可真是忘我
了。不知谁还神秘兮兮地说上一句，我看见
月亮上的嫦娥了，大伙便齐刷刷地踮起脚尖
仰头细看，都说看到了看到了，谁也不愿意被
大家奚落。

后来从军，在部队 20余年，过中秋节少
有与家人团聚的机会。在部队每到中秋，那
片皎洁、清澈的月色，便穿透岁月倾泻而来。
这时，我的眼前总晃动起父母忙碌的身影，凝
神屏气地一嗅，似乎闻到了萦绕在黄河农场
老屋那过中秋时特有的月饼香味。也许记忆
有许多源头，鼻子可能是脉络中最为清晰、深
刻的一条，尤其是在那饥饿青涩的年代，任喧
嚣将我丝丝隐约的情感掩埋于心底。

有道是“古人不见今时月，今月曾经照古
人”。在科学发达和高度文明的今天，佳节来
临，我们不仅可以赏月、玩月、拜月和颂月，还可
通过发手机短信或电子邮件之类的便捷方式，
与远方亲人互报平安、互致问候、互道吉祥，更
可寄去一两盒精美月饼，让“圆圆之意”和“节日
暖流”跨越空间，使亲情和友情触手可及，温馨
如归、沁入肺腑。

那年的中秋节，我是在加国多伦多度过
的，也别有意味。我们一帮人在学习之余总
是在周边转转。那天晚饭后，我独自一人溜
达到爱德华公园，寻一角幽处，细细地赏枫
叶、品明月。在异国他乡，思念亲人的感觉更
非一般，赏品的心境也是复杂的。我在想，月
亮是超越时空的绝对性存在，古今中外，普天
之下人们头上悬挂着的是同一轮月亮，人们
通过对月亮浑圆的外形巧妙地嵌入团圆的寓
意，把这信念放大为一种流传千年的精神信
仰，应是一样的。枫树园静立于月光里，祥和
而静谧，金黄的叶子挂满枝丫，惊艳着你的视
线，挑战着美的极限。树上，微风吹过，一树
树鹅黄悄然起舞，妖娆而又灵动。树下，枫叶
铺满了厚厚的一层，软软的，绵绵的，演绎着
天荒地老的婉约之韵，追求着醉人的希冀与
淡泊，寻觅着生命的乐章与忘我的超然。

我喜欢赞美月亮的诗句，苏轼达观地曰：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
全”；李白豪迈地说：“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
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欧阳修浪漫
地诵：“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
头，人约黄昏后”。明月以博大的胸怀给这个
世界带来温情，不论人们是对她诉说悲观失
落的心境，还是发泄事与愿违的愤慨，她总是
投以深切体谅的目光，默默承载着人们在她
身上所注入的一切感情，我的心底不由涌动
出了敬仰和赞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