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辑／ 张红梅 高燕　美编／ 高岳 校对／ 李景红 邮箱：fzrbsqb@126.com２０２１年9月19日　星期日

□ 徐小飞

  《论语》凝聚着诸多治国理政、修身养性的经验和智慧，其中有不

少言论颇有哲理。《雍也篇》中记录了孔子称赞颜回的话：“贤哉，回

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

也！”翻阅整部《论语》，孔子门下弟子三千，对弟子这么高度赞扬的情

形并不多见，可见孔子倡导弟子要安贫乐道，面对艰苦的生活要泰然

处之，要自得其乐。事实上，安贫乐道也一直都是孔子无比推崇的生

活态度和人生境界，认为君子当“食无求饱，居无求安”。

  在我尚且年幼的时候，我的母亲就经常教育我们兄妹：“家财万贯，

我们每日所需不过是有一口饭可吃，有一张床可睡。”当时，我们家经济

条件并不太好，她却经常告诫我们兄妹对金钱财富不要太看重，要懂得

知足常乐，要正确对待外在的物质条件。母亲的学历并不高，只是个农家

妇女，却说出这样的有深意的话，这大概是她在长期的生活工作中的经

验总结吧。随着年纪和阅历的增长，重读《论语》，我心里也越发佩服母亲

的远见和智慧了，正是因为她的教导，我们兄妹才行得更正、站得更直。

  参加工作以来，由于工作性质的关系，我见过太多的人为了蝇头

小利而争斗得头破血流，甚至因此而导致父子反目、手足相残；身边

也有极个别同行为获取不正当利益置廉洁法纪不顾，最后身陷囹圄，

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生活原本没有痛苦、没有烦恼、没有忧愁，当

欲望太多、计较太多、所需太多时，痛苦、烦恼、忧愁就随之产生了。

  大仲马说：“烦恼是由于欲望得不到满足。”有时候，我们费尽心

机得到了很多东西，可究竟有多少是我们所必需的呢？“知道自己想

要什么的人，比什么都想要的人更容易成功”，在人生的旅途中，我们

必须弄明白，我们真正需求的是什么，将不必要的欲望关在门外。如

果醉心于功名利禄，贪痴于金钱财富，我们将会成为它们的奴隶，必

然会失去生活的真谛和快乐，实在得不偿失。

  “俭以廉为本，奢为贪之源。”在物欲横流的社会，如果能少点欲

望，做到淡薄名利，我们会快乐很多。尘世间的快乐，并不是要吃过多

少珍馐美味，也不是占有多少豪宅华居。要知道，好好地吃饭，好好地

睡觉，就是最大的需求，就是最深远的修行啊！

  “一箪食，一瓢饮”。大道至简，很多时候我们所需的也许只是一

口饭、一张床，而不是其它。“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在其中，怡

然自得，岂不快哉？

（作者单位：，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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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黎晴

  在光华朗照的中秋之夜，品一款香甜的

月饼，啜一壶好茶，赏一支《渔舟唱晚》，吟一

阙《水调歌头》，平凡的人生，似乎也精彩了

许多。

  中秋之夜，明月最大，最圆，最亮。古代帝

王便有春分祭日、夏至祭地、秋分祭月、冬至祭

天的礼制，其祭祀之处称为日坛、地坛、月坛、天

坛，分设在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礼记》载：“天子

春朝日，秋夕月。朝日之朝，夕月之夕。”夕月之

夕，即祭祀月亮。尔后，从严肃的祭祀变成了轻

松的欢娱。早在《周礼》一书中，已有“中秋”一词

的记载。民间的中秋赏月活动约始于魏晋时代，

《唐书·太宗记》载有“八月十五中秋节”的祭月风

俗，赏月、玩月颇为流行。中秋节盛行于宋代，宋

人赏月更多的是感物伤怀，即使中秋之夜，明月

的光华也掩饰不住人情事态的伤感，但还有另

外一种形态，即中秋是世俗欢愉的佳节，诚如

《东京梦华录》所叙：“中秋节前，诸店皆卖新酒，

贵家结饰台榭，民家争占酒楼玩月，笙歌远闻千里，嬉戏连坐至晓。”

明清时，中秋与元旦齐名，成为中华民族的盛大节日之一。

  明清之后，因时代与社会生活中现实功利因素的突出，节日

的世俗情趣日益浓厚，以“赏月”为中心的抒情性与神话性的人

文传统渐弱，功利性的祭拜、祈求与世俗的情感、愿望构成普罗大众

中秋节风俗的主要形态。富察敦崇在《燕京岁时记》里详谈：“月光马

者，以纸为之，上绘太阴星君，如菩萨像，下绘月宫及捣药之兔。人立

而执杵，藻彩精致，金碧辉煌，市肆间多卖之者。长者七、八尺，短者

二、三尺，顶有二旗，作红绿，笆或黄色，向月而供之。焚香行礼，祭

毕与千张、元宝等一并焚之。”

  古代的中秋宴俗，以宫廷最为精雅。如明廷喜食螃蟹，螃蟹

装入蒲包蒸熟后，佐以酒醋，围坐品尝，食毕饮苏叶汤，清洗双

手。宴席四周摆满石榴和其他时鲜，观看中秋的神话戏剧。清宫

多在庭院朝东置放一架屏风，两侧搭配鸡冠花、毛豆枝、芋头、花

生、萝卜、莲藕，屏风前设一张八仙桌，上供一个特大的月饼，四

周缀满糕点和瓜果。祭祀完毕，按皇家人口将月饼切成若干块，

每人象征性地品尝一口，名曰“吃团圆饼”。

  长期以来，华夏各族对制作月饼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月饼的

种类也愈来愈多，工艺愈来愈讲究。咸、甜、荦、素各具风味，光

面、花边各有特色。明末彭蕴章的《幽州土风俗》所记颇富诗意：

“月宫饼，制就银蟾紫府影，一双蟾兔满人间。悔煞嫦娥窃药年。

奔入广寒归不得，空劳至杵驻丹颜。”由此可见，心灵手巧的糕点

师将嫦娥奔月的优美传说，作为食品艺术图案形象地再现在月

饼之上。足见古代月饼从内容到形式已经百花齐放了。

  “暮云收尽溢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这一脉脉月光似乎有

一种神秘的引力，她能使悲哀的思绪像水一样弥漫，她能使欢乐

的钱塘江潮洪波奔腾；月下的喟叹可以聚集成山，月下的情泪可

以浇灌百亩畹兰。仰望明月，徐徐地滚过一团团轻烟似的云朵，

她那圆圆的脸庞上挂着温柔的笑容，静静地照亮山河岁月，俨然

一阕无声的仙乐飘荡九宵玉宇。

（作者单位：湖南省桃源县公安局）

□ 张志昌

  妻子打电话说：“给爸邮寄的月饼已经送到了，记得提醒

爸爸及时吃。”时光的磁带倏地一下就倒回了童年，那一幕幕

独属于中秋的记忆一点点浮现在眼前，那是中秋的味道。

  自记事起，父亲就常年出差在外，但每年中秋节的前一两

天都会赶回来，印象中父亲总是一身干净地忽然出现在大门

正对着的那条大路的尽头，父亲身材高大，手里总是提着一个

精致的皮质公文包，笔挺挺、笑盈盈地迎面走来，阳光透过树

叶的间隙在他身上投下点点光斑，锃亮的皮鞋、笔挺的工装、

精致的公文包，与满是泥巴的石板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还有

那皮鞋与石板磕碰出的“嘎达”声一直萦绕在我对中秋的记

忆里。

  其实小孩子对节日本身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记忆，但对与

之相关的事物却记忆深刻。于我，父亲铿锵的脚步声和那散发

着淡淡香味的公文包就是中秋的味道。

  父亲是个直性子的人，每次回家从记不得给我买零食，却

总会在中秋节前用公文包装回两筒月饼，每筒5个，用浅褐色

的牛皮纸紧紧地包裹着，牛皮纸的外边还捆扎着一根深

褐色的麻绳，很考究的样子。牛皮纸上隐约可见月饼渗透

出的油迹，那随之飘散出的香味已诱使我迫不及待地想

打开一饱口福，但每次都被母亲一脸严肃地厉声呵斥：“等

祭月后再吃。”

  中秋节当天吃过晚饭后，就到了迎寒祭月的时间，母亲早

早地在院里摆上桌椅，放上几个擦拭得很干净的白瓷盘，又小

心翼翼地依次摆上月饼、西瓜、葡萄、核桃等干鲜果品。父亲则

拿出香炉点上一炷香挨着盘子放下。

  天黑后，家里总会来几个串门的街坊邻居，母亲满脸笑意

地招呼大家坐下品尝月饼，大家一边吃着月饼一边东一句西

一句地谈论着今年的粮食收成，满脸好奇又急切地打问着父

亲口中那些他们没有听过的“国家大事”。晚间的乡村凉风习

习、明月朗朗，院外的蛐蛐有一声没一声地叫着，偶尔传来的

几声悠悠的犬吠声，提示着大家夜已深了，但大家却依然兴致

勃勃，感觉总有聊不完的话题。时隔多年，这样的画面还一直

停留在我的脑海里。我想，这大概就是中秋的味道，团圆的

味道。

  后来，我和妹妹去县城读书，母亲也跟着到了县城陪读，

父亲则一个人在几百公里外的乡镇工作，几乎两三个月都见

不上一面。但每到中秋，父亲还是会赶来团聚，毫不例外，包

里装着的依然是单位分发的两筒月饼，我和妹妹敷衍地

啃着有些干涩的月饼，嘴里却在抱怨父亲没必要大老远

地送月饼，还用满是羡慕的口气给他讲城里孩子吃的是

用塑料袋单独包装的月饼。自此，每到中秋节，父亲不再专程

送月饼，却总要特意打电话嘱咐我买月饼吃，仿佛没有吃月饼

就少了什么。

  再后来，我到新疆从警，回家的次数便少之又少，中秋回

家团聚就变得遥不可望，但父亲、母亲依然会问我吃没吃

月饼，市面上的月饼种类越来越多，豆沙的、枣泥的、流苏

的、枸杞山药的，设计精美、包装华丽，却再也吃不出小时候

的味道。

  今年的中秋节，正值第十四届全运会安保关键期，年迈的

父亲远在甘肃农村，妻子在北疆塔城地区，而我则在塔克拉玛

干沙漠北缘的库尔勒，一家分隔三地。当父亲告知我已经收到

妻子邮寄的月饼，我为今年又不能团圆表示歉疚时，父亲反而

安慰我“你守好一方平安就是最好的团圆！”

  “一家不圆万家圆”。中秋夜，当万家灯火亮起，皓月当空、

铁路畅通、站车平安、辖区安宁，我们同望一轮皎皎圆月，同处

这个安定祥和的中国，同享这份万家团聚的美好，这不就是最

好的团圆、最好的中秋味道吗？是的，对于我们来说“守护平安

就是最好的团圆”，这就是人民警察的中秋味道。

（作者单位：乌鲁木齐铁路公安局库尔勒公安处）

□ 王乾荣

  诗人杜甫有《曲江》诗二首，吟咏晚年。其

二曰：

  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头尽醉归。

  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

  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

  传语风光共流转，暂时相赏莫相违。

  为官之人老了，每日退朝后典衣打酒，到曲江

边畅饮，尽醉而归。欠点儿酒债怕啥？人活到七十

岁，古来也很少呀。蝴蝶在花丛深处飞来飞去，蜻

蜓慢慢掠过水面，轻轻点水，荡起层层涟漪。我且

将心语告白天下：老人，春光美好，别错过啊！

  有点儿消沉，有点儿惆怅，也不无自得。

  这情绪，多多少少传续至今，浸染人心，无论

伟人平民。如今网上，关于“老了怎么办”的鸡汤金

句，数不胜数，诸如我老了，我感到自由，不再求升

迁，不再需职称，抛弃了奢望，减少了欲求……

 洒洒脱脱为自己活；更有什么“酒杯时而端端，

酒量不增可减；社会闲事少管，别对现实不满；是

是非非躲远，少去说长道短”，云云。然而往事越千

年，“洒洒脱脱”“酒杯端端”，不似可怜的老杜

那样，还要“常赊酒债”，神仙日子呀。不过，人

杜老眼里尚有“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

飞”，今之大爷，就剩下自赏的“不求升迁”“闲事少

管”啦。

  然而老人也不都“抛弃了奢望，减少了欲求”

呢——— 那是一些另类老者，如王德顺。近年来，王

德顺的知名度越来越高——— 最轰动有趣的一件事

是，他在79岁时，与一群风姿绰约的模特同台走

秀。老爷子长长的、杂乱的银发在脑后高高飘洒，

雪白的胡须团绕着倔强的嘴巴，两块胸大肌和双

臂二头肌、三头肌赫然凸暴，大步流星走来，风光

无限，吸睛如磁，直惊得大帮观众嗷嗷叫好，把妙

龄美女模特们倒晾在了一旁。您说，这是什么劲

头儿？

  还有更令人惊异的呢。新闻报道，演员出身的

85岁老人王德顺，今年8月拿下了飞行驾照。消息

追述，王老爷子65岁学骑马，78岁骑摩托，80岁学打

碟，耄耋之年了，他还要干吗？开飞机！消息说，王

德顺突破重重“关卡”，仅用3个月时间，在密云穆

家峪机场完成了所有飞行科目的操练和考核，领

取了驾机资质。他刷新了我国飞行学员最大年龄

纪录，打破了人们对“老人”的固有印象。这之前，

他体检，没问题，天天健身，一朝把攥。可作为未来

的飞行员，他必须学习从未接触过的飞机发动机

原理、气象学、中英文塔台对话等等一大波专业知

识。年纪大了，记性不好？王德顺的倔劲儿来了：

“年龄老不老，是老天爷决定的；但心态老不老，是

自己决定的，评判的标准，就是看你敢不敢尝试你

没做过的事。”有没有一点儿“老骥伏枥，志在千

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意味？曹操的“志在千

里”只是一个愿景；王德顺开飞机，一脚油门飞跃

千里——— 二者不可同日而语。而王德顺的“敢”，便

是克服诸“难”，他胜利了。考完飞行驾照，老爷子

来神了，夸海口说：“我发现，开飞机就像开车一

样，是熟练工种，没有太难的技巧，就是需要反复

练习。”

  当然我不是说，老人们应该像王德顺那样去

开飞机。这个，即使有了“奢求”和决心，还得有钱、

有闲、有健康、有智力，一般老人可能望尘莫及，不

敢“奢求”。然而永葆一颗“进取之心”，做自己热衷

和力所能及之事，悦心娱脑，总胜于“酒杯端

端”吧。

□ 季宏林

  一天，也不知何故，我忽然决定，搁下手头所有的工作，回老

家看望母亲。

  晚上，我给母亲打电话，告诉她，我明天回家。“嗯……

嗯……”母亲连声应着，对于我的这个决定，她似乎感到十分意

外。这么多年过去了，她早已习惯了孤独和寂寞。

  第二天，我开车回家，远远地就看见母亲站在门外，朝着我

回去的方向张望。我停好了车，跟着母亲进了屋。屋内被一向爱

干净的母亲收拾得井井有条，清清爽爽。

  多日不见，院子竟成了一座大花园。大大小小的花盆里，开

着长春花、马齿苋花。园子里，长着一丛丛松果菊、蜀葵。白花花

的阳光静静地落在嫣红的花瓣上。

  母亲曾患过脑梗，从那时起，她变得沉默寡言。不过她见了

我，好像跟换了个人似的，絮絮叨叨地说个不停。一会儿说，明贵

侄又给她送鱼了。一会说，兵子家生了个大胖小子。一会儿又说，

那个瞎大叔修仁走了。末了，她叹了一口气，说，他真命苦！

  我们聊着聊着，母亲忽然想起了一件事，说：“三子，天热了，

我不晓得开空调。”她房间里的空调，还是去年弟弟给她装上去

的，一直没有用过。我跟着她上了楼，给她设定好空调的温度，还

教她学会了使用遥控器。

  中午，母亲做了几道菜——— 都是我平时喜欢吃的菜，其中就

有明贵送的鳜鱼，她还嫌不够，非得去斩板鸭。我拗不过她，只好

由着她顶着烈日，又去了一趟集市。

  我猜测，自接到我的电话后，母亲一定会在脑子里反复回想

我平日里最喜欢吃的菜，然后一大早就赶到菜市场，照单买菜。

  吃过午饭，稍歇一会儿，我与母亲告别。刚走出家门，她就跟

了出来，站在门口，目送我离去。我坐上车，一回头，见她仍站在

原地，一动不动，像一棵苍老的松树。我向她挥挥手，大声喊：“阿

妈，您回去！”她还是一动不动，恋恋不舍地远望着我。刹那间，我

的眼睛湿润了。

  此后，我几乎每周回一趟老家。每次，我仍事先告诉母亲，并

且叫他少买点菜。那一天，除了上街买菜，她哪儿也不去，只是在

家里等我。我走的时候，她仍然站在门口，恋恋不舍地望着我，目

送着我渐行渐远。

  记得，母亲年轻的时候，每次外出做生意，我总会默默地站

在她身后，目送她走过一条条小路，直到她的背影消失在小路的

转弯处。那一刻，我暗下决心，有朝一日，我也要像母亲一样，独

自走南闯北。

  曾经，我无数次目送过的坚强的母亲。如今，她却像孩子一

样恋恋不舍地，一次次地目送我远去的背影。

  作家龙应台说过：“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

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

背影渐行渐远。你站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

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地告诉你，不用追。”

  母亲在一天天地老去，她宛如秋天枝头的一片枫叶。在她的

余生里，我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常回家陪陪她，让她一次次在目

送我远去的背影时得到一丝安慰。

（作者单位：安徽省无为市公安局交警大队）

漫画/高岳

□ 胡甸

  夏秋之交，紫薇开得闹腾，黄山栾开始换上了艳丽的秋装，最早

的一批金桂急吼吼地赶在中元节就吐露出了芬芳。下班的路上或者

吃过晚饭，总有一种气味会牢牢地吸引着我，叫我不由自主地骑着电

动车或散步走路往小区边的农田那里去逛逛，那是秋天的黄昏，人们

在夕阳下烧毛豆、玉米等农作物的秆子。

  不管是出于环境保护还是基于消防安全，我们都有理由反对在

田间焚烧秸秆，但是如果住过农村或者到过农村的人，是绝对不会忘记

这一种混杂着草木的焦糊、秋天的燥热的味道的。在没有电饭煲、燃气灶、

煤饼炉、酒精炉的年月里，收割完庄稼后的秸秆可都是农家人土灶间烧饭

做菜的宝贝。童年时的我每逢去柯山下走亲戚，最最喜欢的事情就是猫在

常年被烟熏火烤染得漆黑，贴着旧兮兮的灶王爷画像的大土灶后边帮着

烧火，烧稻草时有稻草的清香，烧松木时又有一种浓郁的焦香，烧毛豆秆、

玉米秆时则又是另外一种气息。大土灶烧煮米饭的炊烟沿着设计精巧的

烟囱告别黑瓦、飞檐、马头墙，与石桥、古樟、老戏台轻轻挥手，散入村庄的

天空，所有人家的炊烟渐渐地汇聚在一起，闭上眼睛深深闻一口，此时才

会明白书里、影视剧里说的“人间烟火”“世外桃源”究竟是什么意思。

  如今在我们这里哪怕是农村，也都家家户户都通了天然气，大土

灶就像大水缸、缝纫机、收音机等原本每家必备之物，已经被收纳进了岁

月的记忆深处。而我在这个夏秋交替的时节，也只能站在田埂边，吹着黄

昏里清爽的风，闻一闻农人焚烧秸秆的味道，以解心中绵绵的乡愁。

（作者单位：浙江省绍兴市消防救援支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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