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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李硕） 9
月 15日， 丹桂飘香时节，周
口 “满城文化” 系列采风活
动———莲舍站在淮阳陈楚

古街莲舍拉开序幕。 这是继
周口 “满城文化 ”系列采风
暨有奖征文活动启动之后

举行的又一大型采风活动，
近 50 名市、 县作家参加活
动。

“满城文化” 系列采风
暨有奖征文活动由市委宣

传部 、市文广旅局 、周口报
业传媒集团主办，市文艺创
作室、市作协承办，自 7 月 5
日启动以来，应者云集。 此
次淮阳莲舍采风活动是该

活动的延伸和深化，也是为
响应周口市委、市政府提出
的 “满城文化半城水 ，内联
外通达江海”提供一种舆论
支持。

在当日的采风活动中，
周口作协主席柳岸就周口

区域文化提出以 “陈文化 ”
为核心的观点。 她说，发源
于豫东平原的 “陈文化 ”，
是中华民族古老文化的传

承和延续 ， 是中原文化不
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
是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财

富 ， 更是周口独一无二的
地域文化。

参加采风的文艺工作

者表示， 要推动文艺创新，
做新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
行者 、先倡者 ，以适应新常
态为目标贯彻新发展理念，
以建设“美丽周口”为愿景，
推进文化建设 。 在文化领

域，跟上时代发展、把握人民需求，以充
沛的激情、生动的笔触、优美的旋律、感
人的形象创作出人民喜闻乐见的文化

艺术作品。 ②8

那些难忘的中秋节
飞鸟

我上小学三年级那年的中秋节，父
亲回来了。 父亲在煤矿举办的什么比赛
中获了奖，班组特意给了他几天假。 以
往父亲总在春节才回来，中秋节都是我
和母亲一起过。

父亲个子不高，宽额头，眼睛不大，
喜欢笑。 他刚进家门，就忙从蓝挎包里
掏出几盒包装精美的月饼。 我当即就要
撕开，嘴里已经流出口水。母亲笑骂：“馋
猫，等到晚上好不好。”父亲笑笑，摸摸我
的头说：“让孩子吃吧，我不能陪他，心里
亏欠着孩子。”月饼很小，很精致，上面是
莲花图案，很好吃，绵软香甜。

晚上，圆月高悬。 我跟着父亲先去
爷爷家送了月饼，又去村里的长辈家和
要好的人家送了月饼，然后是一些人来
我家送月饼。等夜深，一切安静了。月亮

白得像粉团，亮得像水晶。 我们一家人
坐在院子里，小圆桌上有父亲带回来的
小月饼，有煮花生，有苹果，有瓜子，有
汽水。 父亲和母亲轻轻说着话，月光柔
柔地飘下来，有种湿漉漉的朦胧，一切
是那么干净和明洁。 这个温馨美好的中
秋节，深深地刻进了我的记忆里。

我刚上初中那年的中秋节，想给范
老师送月饼。 教语文的范老师对我很
好。 他是个矮小慈祥的小老头，上课不
用教案，板书很漂亮，听他的课像听精
彩的故事。 他时常鼓励我课余多读书多
写文章。 他知道我眼睛近视后，把我的
座位调到了前排。 中秋节前一天是周
末，吃过午饭，我骑自行车去范老师家。

范老师家在县城 ， 我提前打听好
了，他住在城西关的范家胡同，门口有

棵石榴树。 我家离县城二十多里地。 我
车把上挂着两斤月饼， 一只黄母鸡，后
车架上绑了袋干花生。 母亲说：“去老师
家，不能太寒碜。 ”进了县城，找到范家
胡同， 我发现好几家门口都有石榴树，
只好推着车慢慢找。 经过一家有红色木
门的院落，范老师抑扬顿挫的声音从院
子里传来， 他正在念书呢。 我拍拍门，
喊：“范老师。 ”范老师开了门，看见我，
愣了下，忙让我进院。

范老师和师母很热情 ， 给我拿汽
水，拿苹果，拿糖果。 起初我怕范老师不
收礼物， 看他们高高兴兴地收下了，心
里才安稳。 我告辞时，范老师说：“焦辉，
等一下。 ”然后冲屋里喊：“收拾好没？ ”
师母应着声走出来。 她手里拎着几盒高
档月饼，硬给我绑到右边车把上。 范老
师又提来一壶香油，用红绳子绑在左边
车把上。 这还不算完，师母又搬来一箱
桔子、一箱龙眼、一箱方便面。 我想跑，
范老师生气了，说：“焦辉，谢谢你来看
老师，这些东西不是给你的，是让你带
给父母的。 ”结果，我回家时，车把上挂
着香油和高档月饼，后车架上绑着一箱
桔子、一箱龙眼、一箱方便面……

我初中二年级退学，去北方一座城
市打工，找了好久，才在超市找到份搬

运工的活儿。 中秋节那天，我不小心摔
坏了货物，被扣除工资炒了鱿鱼。 我身
上仅剩十几元钱， 空着肚子回到租住
屋，躺在床上流泪。 中秋节，正是团圆的
日子，我思念着相隔千里的父母，想着
这些时日所经历的艰辛，心里满是委屈
和愤怒。 秋风不时从破损的窗户吹进
来，我裹紧被子抵御着冷风，心底的寒
意却无法祛除。 在这个陌生的城市，在
这间破旧的小平房里，我寒冷的心竟然
生出了许多疯狂和邪恶的想法。

有人敲门，我起身开门。 门口站着
邻居大妈，她是个清洁工。 她用小竹筐
端着两块月饼、五六张芝麻烙馍、几个
苹果，满脸微笑地望着我。 我问：“你有
事？ ”大妈说：“孩子，刚才看见你回来
了，今天中秋节，尝尝大妈烙芝麻烙馍
的手艺。 ”大妈把竹筐塞到我手里，转身
走了。

我的眼泪落在竹筐里，吃着月饼和
焦香的芝麻烙馍，心里的寒冷一点点消
失。 我不再沮丧，不再怨恨，鼓起了生活
的勇气和希望，很快在一家酒楼找到了
工作。 现在回想心里曾经生出的那些疯
狂的念头，有些后怕。

那些难忘的中秋节，美丽和温暖了我
的生命，丰盈和厚重了我的人生……②8

中秋思亲

王雪奇

老家的院子里

落满了枯焦的柿子叶

一群群黑鸟

飞了又来 来了又飞

它们站在树枝

望着我乱叫

好像在谈论

这儿的一片狼藉

柿子树累得

弯下了经年的老腰

像个年迈的老人

仍舍不得

丢下自己肩上的重担

红彤彤的柿子

洋洋得意地打着秋千

缀满了整个枝头

一点也不觉得

自己有点撒娇过分

微风轻轻吹过

老柿树就慢慢地晃动几下

仿佛是在艰难地喘息

此刻，我似乎听到老父亲的呼吸
生活的重担

也曾压得他气喘吁吁

其实，我就是他箩筐里
一颗甜甜的“小柿子”

回家

王伟

踏着思乡的浓情

在八月

我从喧嚣的城市

回到老家

遍野庄稼散发着熟香

弥漫在周身

乡亲们打着招呼

淳朴的话语含着深情

我的乡村

一切还是那么熟悉

金灿灿的收获

爽朗朗的笑颜

每一丝农事的记忆

都清晰地浮现在眼前

皎白的月光里

我和亲人们围坐在

庭院的桂花树下

吃月饼 话家常

品味着季节的甜美

诉说着别后的思念

回到乡村

亲近我质朴的老家

放慢匆忙的脚步

卸下生活的重负

沉醉在酽酽的乡情中

让疲惫的心灵

在久违的蛙声里

香甜地睡去

今夜，又逢中秋
宁高明

我梦见满树的桂花落满青鸟

我梦见童年的茅屋又铺上麦草

我梦见一轮圆月高挂村庄之上

萧萧的秋风吹过萧萧的田野

飒飒的秋叶与煌煌的秋禾争锋

今夜，又逢中秋
来也秋风，去也秋风
萧萧的秋风吹打着

我不希望的凋零

我梦见秋虫在月光下嘤嘤

我梦见爷爷端着大碗茶

院子里月光融融，其乐也融融
我梦见桔红的柿子挂满枝头

硕果累累中

伸出一双粉嫩的小手

一块圆圆的月饼

供在简陋的桌子上

空荡荡的茅屋里灯火通明

中秋·风筝
卞彬

这不是放风筝的季节

却有多少人

扯开了手中的长线

五颜六色的风筝啊

全是用思念做成的

无名的风

来自情感深处

浪迹天涯的游子

今夜就这样在睡眠之外

痴痴地遥望吗

辽远的夜空中

那枚月亮

是怎样的一颗纽扣啊

解不开厚厚的乡愁

此刻

往事已不能

抚慰瘦弱的灵魂

任由手中的风筝

越飞越高

这不是放风筝的季节

却有多少人

扯开了手中的长线

五颜六色的风筝啊

将飘飞到

多少母亲的梦中

母亲的中秋

尚纯江

看一看树上的柿子

是不是已经红透

摘下来

把它送到每一家的门口

中秋节到了

让老少爷们尝一尝咱丰收的秋

看一看地里的芝麻

是不是张开了笑口

赶快收割

用鏊子烙成一张张焦馍

中秋节到了

让孩子们尝一尝咱丰收的秋

是的，大豆熟了啊
金灿灿的大豆粒粒饱满

醉在了母亲的心头

玉米熟了啊

金灿灿的棒子挂满了村口

高粱熟了啊

红红的脸蛋像是熟透的石榴

低下了害羞的头

把丰收的喜悦

浓缩在一个个月饼里

让咱也庆祝一下丰收的中秋

是的，中秋节到了
母亲在老榆树下

摆上一桌丰盛的晚餐

月饼是晚餐的主角

甜蜜的味道

荡漾在皎洁的月亮里头

冬瓜炖小鸡 还有大红枣

吊起了我的胃口

柿子、焦馍、玉米棒
还有父亲最爱喝的一瓶白干酒

生活的变迁
马建立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真的，此
话一点也不假。

1982 年的中秋，我去了趟沈项交界
的大姨家。 大姨家地处穷乡僻壤，道路
泥泞坑洼。 村庄边缘的五间草房就是大
姨一家六口安身之处。 三间堂屋，泥包
的土坯墙， 外墙的泥巴层已部分脱落，
房上是麦秸栅顶，麦秸已失去了当初的
金黄，颜色发黑夹杂着黯淡的浅绿色，
和上面的泥土结成块， 散发着一股泥
土和麦秸的腐朽霉味。 房顶上覆盖了
几块塑料布， 应是下雨天屋顶渗漏雨
水， 用来遮风挡雨的。 西面两小间配
房，是泥巴混杂碎麦秸砌的墙体，一间
是厨房，一间是牲口屋。 牲口屋房顶有
一个盆口大的窟窿， 可能是房顶坍塌
所致，尚未修缮，从房内的洞口能仰望
苍穹， 在不同的季节可窥视到四季的
风景， 既有蓝天白云， 亦可见雪雨飘
落。 一匹骡子被拴在木槽边的木桩上，
正悠闲地甩着尾巴，一边驱赶着虻蝇，
一边咀嚼着麦秸草料， 品尝着嘴里的
美味。 听姨夫说，这头膘肥的骡子属于
一个李姓邻居，大姨代为饲养，可在农
忙时节无偿使用。 家中的三张床，与其
说是床，不如说是三块床板，床腿早已
腐朽 ，不知所踪 ，被几摞坯块顶替 ，唯
一值钱的家什是张古朴的旧条几 ，应

该是姨夫的手艺。 大姨家徒四壁，生活
困顿，养育四个儿子艰辛度日。 大表哥
虽已长大，三个表弟尚未成年，靠工分
吃饭的一家人勉强果腹。 虽白露已过，
深秋天寒，舞勺之年的小表弟，仍浑身
赤裸 ，一丝不挂 ，虽知无衣有损身体 ，
也伤大雅，但却无能为力。

谁家不疼儿和女 ？ 谁人愿冻自家
郎？ 姨家贫困，囊中羞涩，三个表弟所穿
衣服， 均是姨夫和大表哥穿了多年的。
业已破烂的旧衣， 待传至小表弟处，已
是丝丝缕缕、破烂不堪。 姨夫尚穿着多
年带补丁的旧衣， 无钱买布缝制新衣，
小表弟自然是深秋无单衣遮体。

大姨把我视为贵客，到邻居家借了
些小磨香油，把手伸进一个颜色黯淡的
旧瓮中， 摸索了半天掏出四枚土鸡蛋，
给我炒菜。 开饭时，只有大表哥陪我吃
饭，三个表弟被支到灶屋。 晚上休息时，
在摇曳的煤油灯下，我问大姨到哪里去
了？ 大表哥说，人多，住宿紧张，拼凑不

下，她到邻居家借住一宿。
食之甘甜、衣之温暖、住有所居，一

直是表弟们少年时光岁月里一个遥不

可及的梦想。
那时，我家在县城，家中生活比大

姨家富裕，母亲便施以援手，经常接济
他们。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辛勤劳动能致
富，好吃懒做饿肚皮。 表弟们不甘贫穷，
1990 年春节刚过，就开始张罗准备着出
外打工，闯荡世界。 大姨家临近直河，当
时直河两岸，麻花飘香。 二表弟头脑灵
活，看准了商机，便携带自家鸡产下的
几十枚土鸡蛋， 登门到一位炸馓子、麻
花技术娴熟的亲戚家拜师学艺。 二表弟
聪明伶俐，把师傅教授的技艺一一记在
心上，不惧吃苦熬夜，心明眼亮，经反复
实践揣摩，尽得师傅真传。 半年后，表弟
三人，赴陕西宝鸡，自垒炉灶，经营烹炸
食品。 他们骑着自行车，后座上载着盛
有馓子、麻花的驮筐，走街串巷，吆喝销

售。 “快来买啊，油酥、香脆的河南特产，
馓子、麻花……”的叫卖声响彻宝鸡和
周围县城的大街小巷。 表弟们选料优
质，诚心待客，童叟无欺，很快在食客口
中有了“河南小子，良心麻花”的美誉，
遂在当地站稳了脚跟。 如今，二表弟在
宝鸡一县城买了车和房，还经营一家粮
油副食品门市部，落户当地，成为了名
副其实的城市居民。

2000 年初，三表弟和小表弟涉足建
筑行业，干起了钢筋工，每人干一天 280
元，生活过得有滋有味。

今年春节，三个表弟开着三辆私家
车带着他们各自的妻子儿女，来我家给
我母亲拜年。 多年不见，三个表弟面色
红润，眼中闪烁着幸福的光芒。 二表弟
已娶了儿媳妇，并有了孙女。 表侄和表
侄媳妇， 在江苏一家国营汽车厂上班，
两人是中专同学， 都是厂里的技术员，
两人月工资一万三千多元；小表弟的爱
人在一家私营汽车修配厂上班，月工资
近六千元……他们兴奋地谈着各自的
家庭现状， 讲着各自发家致富的故事，
谈着各自的幸福和未来。 言谈中，我知
晓他们在各自打工的城里买了新房，又
在家乡建了别墅。 真是凤凰涅?，昔日
乡村的“穷光蛋”，变成了令人羡慕的城
市“富裕人”……②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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