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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过中秋节，不再
是小时候的那种味道了，也
不再是那种单纯的快乐。”
家住矿务局的曾冬阳女士
说起过中秋节，一脸的平
静，年龄的增长似乎让她已
经习惯了中秋节节味儿在
慢慢变淡。

回忆起小时候过中秋
节的情景，曾女士的眼中充
满了回忆与幸福。“我妈妈
信佛，小时候在老家过节，
不管什么节日，每次都特别
隆重。”曾女士回忆道，“就
像中秋节那天，一早就开始
忙活，准备晚上摆的供品，
有肉，有点心馒头，有水果，
当然少不了月饼。”

“那个时候刚流行新
月饼，什么蛋黄月饼、凤
梨月饼。月饼都是我和
姐姐抢着吃的，我吃到蛋
黄月饼就会叫姐姐：‘姐，
来尝尝我的月饼，蛋黄馅
儿的，超好吃。’姐姐要是吃
到新月饼，也会叫我尝尝。
那个时候虽然日子没有现

在过得好，但却是很快乐
的。”曾女士说。

曾女士今年刚结婚，现
在仍沉浸在新婚的喜悦
中。新婚没多久就是中秋
节，她还是很期待的，说：

“结婚后第一次在自己新家
过中秋，还是有点想爸妈
的，不过昨晚已经回娘家看
过他们了。”

曾女士是第一次跟老
公的一家人一起过中秋，
显然很开心，并幸福地说：

“老公在新密市本地上班，
每天下班就回家，等中秋
那天，我们就一起去婆婆
那里吃团圆饭，希望以后
每年的中秋全家都能团团
圆圆。”

马上就是中秋节了，常年在外工作的你一定要记得回家看看，看看日渐年迈的父母。无论你在哪里，
家才是我们的避风港。正是有了父母的殷殷期望，我们才有了克服困难的勇气和信心，才会有不竭的
动力取得一个又一个的佳绩。在中秋节来临之际，本报推出中秋节特别报道·忆中秋，来看看大家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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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桃、花生仁、葡萄干、
黑芝麻、瓜子仁、冰糖都准备
好啦。”中秋将至，家住西大街
的张冰分享了他们家别有一
番风味的中秋故事。

张冰以前每年中秋节都
是在外地打工，没有好好陪
伴家人，当初也年轻，只想着
赚钱，逢年过节能不回来就
不回来，过节也是打个电话
草草应付一下家人，仗着年
轻，不知道珍惜与家人一起
的时光。

张冰这是近几年第一次
在家里过中秋节。她表示只
是待在家人身边就让她觉得
幸福感倍增。“我这次在家过
中秋节，更让我知道了家人的

重要性。爷爷奶奶年纪也大
了，我总是忙，没有在他们身上
付出太多。这次我想亲手为他
们做月饼，我也特地让爷爷奶
奶参与进来，希望我们一起过
一个更加温馨的中秋节。”

想起来一起做月饼，张冰
呵呵直笑：“我们 3 个在厨房
里忙活开了，爷爷负责递送各
种材料，奶奶一直在我耳边指
挥‘再拿过来一些核桃仁，芝
麻撒均匀一些，香油撒太多了’。
突然觉得一切都充满了幸福
的味道。”

第一次烤出来了 8 块月
饼，看着自己亲手做的月饼，
卖相很不错，吃在嘴里味道也
非常香甜，爷爷和奶奶也心情
大好。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
他们的高兴是最让我满意的
事情。

陪伴爷爷奶奶做月饼真
的是很温馨的事。张冰说，
虽然现在的月饼品种及花样
越来越丰富，但是她这次陪
伴爷爷奶奶亲手做的月饼吃
起来更能感受到浓浓的中秋
气氛。

“比起现在的中秋节，以
前更热闹。到了中秋节那天，
我的儿女都领着自己的孩子
回我们的大院子，他们回来不
仅是为了看望我们，也要给我

们收庄稼。八月十五不仅仅
是中秋节，还是丰收的日子
啊。”张奶奶回忆了之前中秋
时光。

张奶奶今年 85 岁了，身
体依旧硬朗。她表示以往每
年八月十五对于他们家人来
说更多是丰收的喜悦。

张奶奶告诉记者，自己家
祖祖辈辈都是农民，养了 5 个
孩子，“往日没吃的，一到中秋
节，玉米便是他们一家中秋节
不可少的味道”。在张奶奶的
记忆里，中秋节既充满着团圆
与丰收。当年即使劳作辛苦，
但辛苦后团聚的日子也是格
外幸福与珍贵。

张奶奶现在在县城大儿
子的家里住，原来以前的老家
拆迁了，地也不种了，张奶奶
说：“现在年纪大了净享清福
了，不用再辛苦地让他们干

活，心也不累了，已经习
惯了现在的过节方式。
小孙子孙女也都大了，
每年回来陪我说说话，
这就很满足了。”

张奶奶心态很好，
她表示只希望自己和老
伴身体健康，不给子女
添麻烦，在以后中秋节
还能和儿女子孙团聚就
是最大的幸福了。

家住平陌镇的老人陈梅
兰，今年 87 岁了，依然精神
矍铄，身子健朗。她热情地
拉着记者的手，很兴奋、亲
切。拉拉家常，回起过去，显
然对她来说是很愉快的。

陈梅兰一直住在儿子
家，不仅儿孙满堂，而且五

世同堂，她幸福的事情无疑
就是和家人聚在一起。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对
现在来讲是遥远的，而在陈
梅兰记忆里，那是美好的岁
月。尽管好多年过去了，她
回忆起来却很轻松。

“在那个年代，是很重

视中秋节的，都是提前一个
月就做准备，家族里的很多
人聚在一起，天天忙着做月
饼。月饼都是手工做的，和
一大堆面，花很长时间揉，
里面放些冰糖、花生等，然
后慢慢烘烤，这就是传统的
五仁月饼。制作不麻烦，过
程很享受。做成大批月饼
后，一部分留着过节吃，另
外的用来串亲戚。”或许因
为太长时间没有提起存封
在记忆深处的往事了，此时
陈梅兰眼泛泪光。

如今的中秋节，月饼花
样繁多。对陈梅兰来说，却
少了当年自家手工做出的
美味，怀念一家人一起做月
饼，在院子里摆上几桌，开
心地吃顿饭。

21 日下午，记者来到
青屏市场附近一家做床垫
的门市房内，见到了来自周
口的崔新义。提起中秋节，
他感叹道，八几年就来新密
了，当时自己还是个小伙子
呢，现在都快五十了。后来
一直忙于做生意，也很少回

老家。在新密生活得很稳
定，基本上都是和老婆孩子
一起在新密过节。

崔新义回想，曾经的
节日都是热闹非凡，一大
家子 10 多个人会忙一整
天，有说有笑的，做很多
好吃的东西，晚上坐在院
子里赏月，真的挺享受。
从崔新义的神情可以看
出对故乡的怀恋。

“家里有 3 个孩子，也
都是在新密长大的，前几
年还好，一家五口人聚在
一起吃个团圆饭。现在
他们几个都去外地上大
学了，八月十五不一定都

回来陪我们的。你看，这
个就是家里的老大，老二
是女儿，这个是老三。”崔
新义找到照片，给记者介
绍着每一个家庭成员。

要过中秋节了，崔新义
前几天就已经和孩子们商
量好要旅行过节。由于平
时生意忙，走不开。正好家
里的老大在湖南长沙上学，
不想孩子放假几天来回路
途劳顿，自己也很久没有出
远门了，崔新义就想一家人
齐聚长沙，好好地游玩一
次。他认为中秋节就得团
圆，要仔细规划，创造条件
和家人一起过。

崔新义夫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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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明人尽望 秋思落谁家

怀念手工做月饼的年代 期待孩子们常回家看看

重拾儿时院落里的中秋快乐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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