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周六， 我和妻子分工打扫
家庭卫生， 我负责的是杂物间的
清扫。 杂物间不大， 但很复杂，
打扫起来也比较费事。 就在我休
息的时候， 无意间发现木柜上方
有一根木棒。 拿下来一看， 原来
是母亲曾经使用过的月饼模。

触景生情， 昔日母亲亲手烙
制月饼的情景恍如昨日。 在我小
的时候， 由于父亲遭遇车祸失去
劳动能力， 常年药物不断， 家庭
的窘境不堪回首。 当时的月饼一
元钱三个， 可对于生活艰难的我
家来说， 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虽说家境贫寒， 可智慧善良的母
亲仍然会想尽一切办法， 让我们
同样享受到节日美食的乐趣， 母
亲总会找来各种不用花钱的食材
自己制作月饼。

在那个时代制作月饼， 以手
工模具为主， 操作简单， 母亲便
托人买回一个月饼模具。 “多吃
核桃， 可以健脑！” 母亲从村医
那里学到了一条宝贵的健康常
识， 于是剥核桃就成了我和哥哥
的主要任务。

当我们把剥出的核桃仁拿进
厨房时 ， 母亲已经准备好了冰
糖、 果仁等， 正在揉搓着面团，
忙得不亦乐乎。 制作月饼是一项
既费时、 又费力的工作， 但为了
不让我们产生遗憾， 母亲不厌其
烦地重复着制作的每一道工序。

特别是后续的烙制过程， 为
了避免月饼因长时间经受高温而
焦糊 ， 需要在热锅上不断地翻
转； 为了避免因为月饼温度过高
而烫伤手掌 ， 母亲快速翻转月
饼， 以及抛扔月饼的动作让我们
觉得好玩又好笑。

抚摸着已经有些龟裂的月饼
模具， 我的视线开始模糊。 母亲
“好笑” 的动作， 当时的我们哪
里懂得还有那么多的心酸和无
奈， 后来才知道母亲为了烙制月
饼， 手掌烫起了水泡， 可母亲从
来没有在我们面前流露和表白。
千言万语难以倾诉我对母亲的感
激和思念 ， 在这个特殊的节日
里， 我唯有借助月饼的浓香， 报
答母亲的养育之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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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节特稿

战友们的祝福

高考落榜后， 我决定参军去
部队磨炼。 通过一系列的政审、
体检， 我终于踏上了新兵入伍的
火车。 “轰隆， 轰隆”， 火车启
动那一刻， 我眼含泪水， 与父母
挥手告别。

在部队里， 白天忙着训练 ，
并不觉得怎么样。 但每到夜深人
静的时候， 心头便是五味杂陈 。
其中， 最浓的是思乡之情， 想念
家乡， 想念父母， 想念亲朋。

一晃儿， 中秋节日渐临近 ，
一股浓浓的思乡浪潮在连队里泛
滥。 连队里缺少了往日的喧嚣欢
腾， 连吃饭都闷闷的， 思乡之情
写在每一个士兵的脸上。 指导员
最先洞悉了这一切， 他在晚饭时
宣布：“每逢佳节倍思亲。 中秋节
晚上， 每位士兵可以和千里之外
的家人通电话。” 听到这个好消
息，士兵们都欢呼雀跃起来，都盼
着天上的月亮快点圆起来。

中秋节终于到了。 士兵们吃
了晚饭， 就等着去连部给家人打
电话 。 我们的连队驻扎在大山
里， 整个连队只靠连部里的一部
电话与外面联络。 指导员把士兵

打电话的时间安排分发到每个排
里， 再由排长分发到每个班里。
每个班轮流到连部打电话， 每个
士兵只能打一分钟， 多一秒也不
行。

打电话从晚6 点开始到晚8
点结束， 120 名官兵每人打一分
钟正好两个小时。 打电话先从一
排一班开始， 然后是一排二班，

以此类推下去。 我在二排三班。
我们先在宿舍里等着， 等快要轮
到我们班时会有人提前五分钟叫
我们。 马上就可以听到亲人的声
音了， 我们都很兴奋， 在宿舍里
坐立不安， 焦急地等待着与亲人
通话的那一美好时刻。

终于轮到我们班打电话了 。
我们排着队一路小跑到连部办公

室。 因为我在班里年龄最小， 大
家让我第一个打电话。 我心里怦
怦直跳 ， 抓起电话拨了出去 。
嘟， 嘟， 嘟， 几声铃响过后， 电
话那头传来母亲苍老的声音 ：
“谁呀？” 听到母亲的声音， 我感
情的闸门一下子被打开了， 竟抑
制不住地呜呜咽咽哭了起来， 事
先准备好的那些想对母亲说的
话， 竟全卡在了嗓子眼里， 一句
话也说不出来了。

电话那头， 母亲听出了我的
声音 ， 她焦急地问 ： “我的儿
呀， 你怎么了？ 是想妈妈了吗？
……” 电话这边， 我却只顾很不
争气地抽抽噎噎， 泣不成声。 班
长和战友们都很替我着急， 都对
我说： “时间不多了， 快和妈妈
说话呀！” 我却抽噎得更加厉害，
怎么都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来。

宝贵的一分钟只剩下10秒钟
了， 我却没能和母亲说上一句完
整的祝福的话。 这时， 班长和其
他几名士兵嘀咕了几句， 然后他
们一起对着话筒喊： “亲爱的妈
妈， 我是您的儿子， 祝您中秋节
快乐！”

17岁那年， 我告别熟悉的家
乡来到城区打工。 没过十几天就
是中秋节了， 老板特意放了半天
假， 好让家在附近的同事与家人
团圆， 而我离家太远就没回去。
那天晚上， 孤身一人的我走到江
边去吹吹风。

我一个人坐在江边久久出
神， 河面点点帆影， 在我的视野
里影影绰绰， 声声笛鸣在我身边
缠 绕 不 断 ， 我 的 脑 海 里 满 是
浓 浓 的乡愁 。 我想起之前的中
秋节， 我们一家人在一起过中秋
的画面清晰地浮现在我的脑海
里。

每到中秋夜， 是小孩子最盼
望的时候 ， 我们怀着激动的心
情， 盼望着品尝月饼的美味。 那
些用草纸简约包装的月饼 ， 四
只， 约是两三块钱一包， 虽不如
现在的好看， 但都是地地道道的
手工做的， 五仁的、 黑芝麻的、
豆沙的， 几种简简单单的口味，
一个月饼全家人会分来着吃。 爸
爸把月饼切开几份， 弟弟总抢最
大的那块， 妈妈总是笑着说他，
要他将最大的那份给奶奶。 奶奶
望着我们 ， 很幸福地笑着说 ：
“孩子们还小， 多尝尝！” 就这一
小块月饼， 我们吃的时候只是象

征性的轻轻咬一小口， 慢慢地品
尝着。 母亲拿出过年时我们才能
吃得上的葡萄、 苹果、 香蕉等，
一家人围着桌子坐。 我们兄妹三
个最喜欢听奶奶讲嫦娥吴刚的故
事， 每年奶奶都会讲， 但我们都
听得津津有味。 如今， 我一个人
坐在江边想家， 思念的泪水如决
堤的小河汩汩而出……这个中秋
节， 我好想回家。

那个中秋节， 我不能回家 。
我回到房间， 拿起纸和笔写了封
信报平安， 将打工受的委屈抛至
脑后， 只是告诉他们我在外一切
都好， 心中承载的都是父母浓浓
的爱。 后来， 我回家听奶奶说，
那个中秋， 因为没有我， 家里也
少了一些欢乐。

这之后的每个中秋， 我都是
和家人一起过， 都要到超市采购
不同口味的月饼， 奶奶还在继续
讲我们小时候过中秋节的故事。
中秋节， 我们不再坐在院子里赏
月， 而是看央视的中秋晚会。 一
家人就是这样， 度过了一个又一
个的中秋。

“露 从 今 夜 白 ， 月 是 故 乡
明。” 又是中秋节， 我会和妻子
儿子一起到乡下陪奶奶和父母过
一个团圆的中秋。 我相信， 奶奶
一定会迈着小脚在村头张望。 中
秋节回家， 一家人在一起， 是人
生一件最幸福的事！

□荣红娟 文/图

中秋节的电话

回到娘家， 母亲拿出一张奶
奶的照片。 我一看就知道了， 这
是2002年奶奶在上海过中秋节时
拍的。

那年， 我带着两岁的儿子和
老公住在江苏常州。 中秋节前不
久， 父亲在电话里对我说， 远在
上海定居的二姑妈邀请奶奶去她
那儿过节， 他可能会送奶奶去上
海。 于是， 我就势让父亲送奶奶
到常州， 玩几天后我再送奶奶去
上海， 父亲和奶奶欣然同意。

几天后， 父亲和奶奶就到了
常州， 父亲只停留了两天就回去
了 。 从小我是在奶奶身边长大
的， 对奶奶的情感也很深厚， 结
婚后也一直想着要带奶奶到处走
走， 却因诸多事情未能如愿。 这
次机会难得， 所以我就带着她走
遍了常州的名胜古迹， 还去南京
玩了两天后 ， 才送奶奶去了上
海。

我在上海逗留了两天就返回
了常州。 中秋之夜， 我们还未吃
完晚餐， 电话便响起， 接通了才
知道是奶奶打过来的。 她嘱咐我
要带好孩子， 祝愿我们一家中秋
节快乐， 生活和和美美。

听着奶奶的关爱之语， 我泪
湿眼眶， 每每想起都令人幸福满
满。 只是， 从2009年仲夏后， 我
再也听不到奶奶的声音了 。 如
今， 中秋节又要到了， 虽然我再
也不能听到奶奶的声音， 但这张
照片的出现， 让我又一次重温了
和奶奶通话时的幸福。

母亲的月饼模

中秋节回家，是最幸福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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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稿启事

投稿要求如下：
图片故事———以有趣的照片

为由头， 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
事。 可以是今天的故事， 也可以
是昨天的故事 （每篇1至4张照片
均可， 800字左右。 请注明您的
真实身份）。

工友情怀———以真实的工友
间发生的事情， 表达工人阶级的

互助情感 （每篇800字左右， 要
照片）。

工会岁月———以照片为由
头 ， 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
（以一个故事为主， 800字左右，
有1至3张相关图片）。

青春岁月———讲出您青年时
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 每篇 500
字左右，署名可尊重您的要求 。

家庭相册———以家庭照片的
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 （每
篇300字一张图）。

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
老照片吗 ？ 您身边发生过
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 ？
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
的事情 ？ 如果有 ， 那就用
笔写下来， 为我们投稿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