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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祖国，
亲爱的母亲！
今天是您七十四岁生日，
普天同庆，举国欢腾。
可谁知年幼时，
白手起家，何等艰辛。
养儿育女，坎坷路上，
负重前行。
义无反顾，终于百废俱兴。
好酒待亲朋，
猎枪迎狼群。
雪尽国耻，昂首做人。
千秋功德，唯有母亲！
啊，祖国，
亲爱的母亲！
您不但有慈母之大爱，
更有严父之担当，
养育有方。
因材施教，桃李满天下，
各展所长。
有的揽月上青天，
有的捉鱉下五洋。
更有雄鹰蓝天飞，
苍穹玉宇随意航！
还有那，
三山五岳四季绿，
长江黄河放声唱。
五湖四海红旗飘，
九州无处不辉煌！
啊，祖国，
亲爱的母亲！
七十四个春秋，
蒸蒸日上，
养育之恩今日难忘。
今逢生日之际，
兄弟姐妹相约，
将颗颗忠心奉上。
永远依偎在您身旁，
与时俱进，代代发扬。
更祝母亲，青春永驻，
万寿无疆！

（作者系开州区诗词楹联学会会员）

为母亲祝寿
■ 任崇武

又是一年中秋到，月亮早早爬上了
枝头，阵阵微风吹拂，捎来缕缕沁人心
脾的桂花幽香。我驻足阳台，沏来一杯
红茶。茶几上摆放着各式精美的月饼，
音响里朗诵着“吟诗中秋”。我顺手捻
起一块冰薄月饼，细细品尝着它的美
味，满屋子氤氲着浓浓的中秋情怀。

我不由得想起了小时候，想起有着
“父亲味道”的月饼来。

小时候的八月十五，街坊邻居品的
不是月饼，而是糍粑。糍粑是用糯米制
作而成，挑选上等糯米浸泡后搁蒸笼里
蒸熟，再放在石臼里捣至绵软柔韧，再
趁热揉成大大小小的圆饼，就这样，黏
黏的、软软的、白白的、圆圆的糍粑，就
是我们记忆中的“月饼”，而“父亲牌”
的糍粑月饼，味道更是无与伦比，堪称
一绝。

看父亲煎糍粑，简直是一种享受！
只见父亲把白色的糍粑放在铁锅里，抄
起锅铲，反复翻转，遇热后的糍粑，变
得软糯起来，稍不注意，这些糍粑“兄

妹”，就会你粘着我，我粘着你，紧紧抱
成一团。旋即，父亲又换成易操作的筷
子，把糍粑一个个快速掰开，边掰边
煎，直到煎得个个白里透黄，宛如给它
们穿上了一层薄薄的黄盔甲一样。随
后，父亲把红糖放进冒着油烟的锅里，
加速翻炒，红糖从块状变成水溶状，继
而炒成可以牵成缕缕晶莹的丝状时，再
放进姜丝、撒上芝麻，让煎好的糍粑在
红糖里“打滚儿”，搅拌均匀后盛出来
的糍粑，穿上了一件枣红的糖衣，白里
透着红，红里泛着黄，咬上一口，红糖
拔丝在嘴里呼哧哧地响，脆里透着软，
甜里透着香，那味道，简直美极啦，至
今还残留舌尖，念念不忘。

父亲命苦，在他 5 岁的时候，我的
爷爷奶奶就相继病逝，父亲被寄养在他
的舅妈（我的舅奶奶）家。舅奶奶家里
本有7个孩子，在那个差饭吃的艰苦岁
月里，父亲受的苦可想而知。

依稀记得，我小时候每年的中秋前
夕，恰逢舅奶奶的生日，父亲无论多忙，

都会亲自到铁桥镇万塘村的山顶上，把
舅奶奶接到家里住上一段日子，少则十
多天，多则一个月以上，年年如此。

舅奶奶来我家做客的日子，父亲每
天想着法子给舅奶奶做好吃的。记得
儿时家里经济条件也很拮据，但父亲隔
三差五称来瘦肉，剁成肉泥，蒸成“汽
水”（开州一种美食）端到舅奶奶的跟
前。

每每闻着那股诱人的“汽水”肉香，
我站在一旁直吞口水。因为像这样的
待遇，我们5姊妹只有在每年的生日里
可以破例享受。所以，我经常在一旁

“望嘴”。偶尔，父亲也会给我舀上一小
勺让我“尝尝鲜”，然后语重心长地给我
说：“幺女儿，你还小，以后要吃的好东
西还多得很，舅奶奶老了，吃一回算一
回……”我似懂非懂地点点头，懂事地
转过身，不再“望嘴”，跑一边玩去。

父亲在59 岁那年因患重病离开了
我们，临走时，他拉着我妈妈的手千般
叮嘱：“以后每一年还是要接舅妈来

耍，你要帮我报恩……”
父亲去世后好几个月，家里人都不

敢把这个坏消息告诉给 85 岁的舅奶
奶。舅奶奶知道这件事是半年后，她当
时就哭晕了过去，后来就变得有些神志
不清，她的嘴里，老是重复着一句话：

“明祥呢？我的明祥呢？”舅奶奶念叨
的是父亲的名字。

不久，舅奶奶也去世了，或许，她和
父亲又重逢在另一个世界里，父亲依然
会给舅奶奶奉上他最拿手的喷香“汽
水”。

…… ……
我站在窗前，久久凝望夜空，银盘

似的月亮高高地挂在天边，皎洁的月光
一倾而下，周遭变得宁静而祥和，月亮
的清辉从窗口透进来，轻柔地包裹着
我。今夜，虽然再也尝不到父亲味道的
糍粑，但父亲的爱，像极了那月光，那
么温和，那么温暖，那么温馨……

（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重庆
市作家协会会员）

爱 如 月 光
■ 向萍

中华崛起傲东方，
七十四春帅领航。
科技兴军强国梦，
雄鹰展翅任翱翔。
神舟遨游访宫廷，
人政和通社稷祥。
虎踞龙盘今胜昔，
天翻地覆乐庄康。

国庆抒怀

党超百岁上康庄，
七四丰碑写华章。
科技兴邦添力量，
龙腾天下震四方。
访星揽月携珍壤，
遨潜洋中探宝藏。
喜庆今朝歌盛世，
扬帆锦绣启新航。

中秋吟

中秋天上玉盘圆，
月饼糍粑摆庭前。
美酒满樽酬贵客，
仙凡同乐胜过年。

望月遐想

碧空玉盘灿，嫦娥露笑颜。
凝眸凡间处，璀璨胜宫天。
早厌月池冷，忧悲无此欢。
乐于农户中，不愿做神仙。

（作者系开州区诗词楹联学会会员）

迎中秋庆国庆（外三首)

■ 周贤祥

八月的风，浅浅的，将炎热带去了
远方。静落一地凉，恰逢一城香。每每
这时，耳边总萦绕着一首儿时的童谣，
虽遥远却记忆犹新。“八月一十三，磨
麦把面翻，八月一十四，王家把饼制，
八月中秋节，冰薄先拜月。”童谣中的

“冰薄”，就是指故乡开州的市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冰薄月饼”，距今已有400
多年历史了。

我的幼年时代，正是 20 世纪 80 年
代初期，虽然已改革开放，但物质还是
相对匮乏，平日,只能吃到应季的蔬菜
和水果。冰薄月饼，也是只有中秋节的
时候才能吃到。所以中秋节、春节、

“六一”国际儿童节是我们童年最期盼
的三个节日。

每到中秋节前，父母亲单位上会给
每个职工发一封冰薄月饼，这样家里就
会有两封月饼。每封月饼有十个，每个
月饼厚度约 2-3 毫米，直径大约 9 厘
米。薄薄的饼穿着铺满芝麻的外衣，渗
透着油脂的包装纸上，是嫦娥奔月的图

案。虽然有两封，但也是稀罕之物，毕
竟一年也就这个时候才能吃到冰薄月
饼。

中秋节的时候，母亲会大展厨艺，
办一桌丰盛的晚餐，外公外婆表弟都会
到家里团聚。晚餐后大家在院坝赏月
的时候，母亲就会端出切成扇形小块的
月饼，算作餐后甜点吧。所以，冰薄月
饼是中秋节的重头戏，要等到那天才开
封。

小孩子大都嘴馋，加上那个年代本
就没什么零食，我和表弟总是希望早早
地吃到冰薄月饼。我就缠着母亲先开
一封解解馋。每到这个时候，父亲就会
笑着说：“老鼠留不得隔夜食。我家有
个小老鼠。”母亲也终是拗不过我的死
缠烂磨，就给我一个。而我也如获珍
宝，把那一个冰薄月饼用纸包好，放在
书包的隔层带到学校。课间休息时，叫
上几个要好的同学，躲到操场边的梧桐
树下，大家你掰一点，我掰一块，圆圆
的饼，芝麻和着面粉裹着搅碎的冰糖

渣、橘红，在唇齿间跳舞，那甜甜的味
道和袅袅婷婷的少女时光，一并留在了
记忆深处，至今仍有还梦一笑之感。

冰薄月饼是那个物质匮乏年代人
们温暖的慰藉，镌刻着每一个开州人的
成长记忆。

时光不可逆转，月饼却可以打败时
间，旧时风物，开启我们尘封的儿时记
忆，在回忆的光影里此消彼长。曾经的
小姑娘们也已过不惑之年，同学会的时
候，大家一起追忆年少时光。不承想，
几个小闺蜜居然都还记得校园梧桐树
下，大家分吃冰薄月饼的欢乐和留在记
忆深处的弥久香甜，一切恍若昨天。

鲁迅先生在《社戏》里说：真的，一
直到现在，我实在再没有吃到那夜似的
好豆，也不再看到那夜似的好戏了。旅
居广州多年的闺蜜姝，曾有过相同的感
慨，她告诉我，广州的甜点数不胜数，
却始终怀念故乡的冰薄月饼。或许那
薄薄的饼里早已写满乡愁和儿时的味
觉追忆，才会让人回味过往，无穷思

念。
如今，冰薄月饼已不再如过去那般

稀有。但中秋节的时候，街头巷尾，大
到超市小到小区便利店，一封封圆圆的
月饼，被码成金字塔形状，已然成为家
乡这座小城一道靓丽的风景，并成为市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冰薄月饼是淳朴勤劳的开州人智
慧的结晶，是传统地域文化灼灼其华的
精髓。不仅仅是一种传统美食，更凝结
着一份“月是故乡明”的情愫。

月白清凉，水瘦江空。秋风熟黄了
故乡山头，便是冰薄月饼飘香之日，最
是故乡的那份香甜，便深深地浸润在那
缀满芝麻的月饼上，其清脆酥香的味
道，记忆了每一个游子对故乡的深情眷
恋，正是：

情意融融气爽清，远方游子望冰轮。
影光偏觉故乡好，岚焰惊看天上新。
峰峦叠嶂月白映，山川条条氤氲存。
梦还今夜冰薄圆，万里飘零故乡人。

（作者系开州区作家协会会员）

芝麻香里忆乡愁
■ 袁野

百味人生B

明月不长在，借酒望无涯。清风对我一笑，诗胆付年华。又
是黄花一路，还是红尘如故，还恋野人家。岁月赠青眼，万里看
繁花。

守良夜，唱空岸，数流沙。人情多少？恩事无尽语清嘉。水
有沉浮急缓，山有高低平险，何处见犁铧？不羡人千古，一醉向
青霞。

（作者系中华诗词学会会员）

水调歌头·人间
■ 野神

2007年，世界人民记住了中国有个
三峡，三峡记住了有个开县（现开州
区）。开县老城，淳朴得像石头一样厚
重和沉实，岁月触摸的痕迹，早已冷凝
成宽阔而笔直的路。父辈的遗嘱，注入
后代的颅腔，铸造出亿万年沉默后的疯
狂与一幢一幢不刻的宣言，让1800年的
历史再次成为历史。2007年，我们把失
掉家园的痛苦，放进搅拌机里研磨，然
后高傲地穿越都市腹地，于是，一座漂
亮阳光的新县城呈现在我们的面前，随
便看一幢建筑物，就能谈论一天，然后
把它印成一张片，由开州大道经南山遂
道走出去，可以一路高呼，这就是开县
新城，来自刘伯承元帅的家乡。

我是历史的思念者，又是幸福的享
受者，虽然老城已沉入水下很多年了，
但我还是怀念老城的点点滴滴，那个生
我养我的地方，充满了烟火气，歌舞升
平人间盛世被展现得淋漓尽致。现在
回想起来，当时开县老城很小但很精
致，有数不清的巷子，就像是一幅抽象
的国画，被画家扭弯，点缀在县城的各
个角落。开县老城究竟有多少条巷子，

恐怕谁也难以一口报出个准确的数来。
我是住在老城鄢巷子的，鄢巷子位

于狮子楼临大南街和东渠河，属于繁华
的中心地带。鄢巷子很旧很长，刷皮鞋
的和修鞋的把巷口堵得满满的，经常引
起纠纷，但小城人的豁达多是说两句便
各自离去。小巷里有一幢房屋可以追
溯到四十年代，地面还是用条石砌成。
熟悉小巷的人不会忘记，小巷每天歌谣
般的吆喝，是我们开县人粗犷的表现，
也是一种生活。日子久了，一天不听到
这种艺术味很浓郁的声音，还有种深深
的失落……

天刚刚睁开蒙胧的睡眼，我们巷子里
就开始忙碌起来。咔嚓咔嚓的脚步声伴
着“卖糯米糕——糯米糕——”的吆喝声
由远而近传来，特别是“红豆糯米糕”这
几个字音拉得特别长，声音略有沙哑但
很有节奏感，像是在诉说一曲曲生活之
歌。我有时也会买上几块，看着卖糕妇
女冻得红通通的带着羞涩的脸，总觉得
她的人就和糯米糕一样朴实香甜。吆
喝“买九龙米，打高粱酒哟”送米送酒的
是一中年男子，他每天蹬着三轮车，就

在这个时间准时而来。他算流动卖货
界的“翘楚”了，有车和扩音器，他是先
将吆喝声音录下来，然后用扩音器反复
播放，这样一天到晚人就不累了，我不
免为他的聪明而暗自叫好。最有特色
的乃是横街子那个卖豆腐脑的，一辆改
造的三轮车，装着豆腐脑、调味品、各种
一次性碗，穿梭在县城的大街小巷。他
家是卖豆腐脑的世家，几代人都在做这
个生意。 他 那 声“ 买 —— 豆 腐 ——
脑——哦——”的声音尖高而圆润，后
面的尾音又带着伪娘的腔调。还记得
有一次我遇到他，我曾和他调侃道：“你
的声音可以申请专利了。”他说：“没关
系，开县不会有人能喊出我一模一样的
声音的。”说完很自豪的骑着他那辆自
制流动豆腐脑车吱嘎吱嘎地离去。声
音最大莫过于吆喝“磨剪子——启菜
刀——”一条板凳上绑着一块磨刀石，
扛在肩上走巷串户，“磨剪子——启菜
刀哟——”吆喝得家家脑袋往外伸，喊
道“磨剪子的，声音小点，把我小孙子吵
醒了，我要找你算账。”磨剪子的取下嘴
里长烟嘴喃喃自语道：“不得了！”便很

快消失在巷子的尽头。当大家都认为
这下可以清静一下了，“有没得破书、
旧报纸卖哟，烂凉鞋烂锅废铁的卖
呦……”吆喝声又在小巷里响起。开县
人一定不会忘记这位收购废旧物品的
人，他挑着一个担子，走一处吆喝一声，
满巷不见其人就能闻其声。不过，小巷
的居民对收购废旧物品的吆喝不太感
兴趣，无人探头，也无人应声。“有没得
破书、旧报纸卖哟”的吆喝伴随他的担
子一摇一摆地慢慢消失在小巷尽头。

夜色微降，小巷开始忙碌起来，一
辆辆板板车拉着桌子、椅子等物品往外
走，他们大部分都是下岗青年，天天都
要在大南街去摆夜市。偶尔来一辆黄
包 车 阻 塞 交 通 ，引 起 一 小 阵“ 口 水
战”。然而小城人是豁达的，几分钟便
烟消云散。小巷的人很朴实，就如他的
吆喝声一样。

小巷的吆喝就如重庆人离不开辣
椒一样，让人久久不能忘记它的原汁原
味，味浓、味美、味久……突然又想起那
个卖醪糟的今天怎么没有来……

（作者系开州区作家协会会员）

怀念老城的那声“吆喝”
■ 李星

民间故事M

诗路花语S

真情人间Z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