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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圆的果，圆圆的饼，
圆圆的月。都是圆的，都是
亮的，连同着我年幼的心，
也跟着亮晃晃起来。

儿时的我，不懂得“明
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的
诗意，只知道月亮是天上的
最亮，是可以触摸的美味与
团圆。中秋还没到，一场浩
大的期待早已启程，一颗雀
跃的心早已驰骋万疆。

月华如练，家家户户都
沉 浸 在 节 日 的 喜 悦 之 中 。
按捺住激动的心情，等父亲
整理好供桌，敬上香，放了
鞭炮，我便出门溜达了。

邻家的供桌上摆满了
琳琅满目的佳果，那香气透
过夜色，撩拨着我的味蕾，
奇痒无比。

我探头探脑地向院内
张望，在月光的照耀下，月
饼金黄诱人，而那壶被月光
轻抚的茶水，更是闪烁着神
秘的光芒，仿佛在诉说着不
为人知的秘密。经过一番
侦察，我发现大人们都聚在
屋内谈笑风生，正是下手的
好时机。我蹑手蹑脚靠近
供桌，按照惯例，快速端起

“月光茶”，那清澈的茶汤在
月光下泛着淡淡的光泽，仿
佛 真 的 融 入 了 月 光 的 精
华。我悄没声儿地猛喝一
口，那茶，带着淡淡的茶香
与月光的清凉，从喉咙滑入
心田。我满足地舔一下嘴
唇，又顺手牵羊，拿起几个
爱吃的石榴和橘子，塞进衣
兜，溜之大吉。

但我的“恶作剧”并未
就此止步。回到家中，我找
来一块形状与月饼颇为相
似 的 砖 块 ，用 泥 土 细 细 涂
抹，试图让它看起来更像是

一 块 月 饼 。 然 后 ，趁 着 夜
色，来一招“狸猫换太子”，
悄悄将这块“月饼”放回邻
家 的 供 桌 上 ，心 中 暗 自 窃
笑，想象着他们发现时的惊
讶表情。

然而，当我带着满满的
“战利品”和一脸得意回到
家中，向父亲炫耀我的“壮
举”时，迎接我的却是父亲
严厉的目光和一顿深刻的
批评。父亲告诉我，“小孩
子 偷 喝 月 光 茶 ，夜 里 不 尿
床 ”，那 是 逗 我 们 的 玩 笑
话。缓了缓，父亲柔和了语
气：“月饼不仅仅是食物，更
是中秋的象征。它承载着
家人团聚的期盼和彼此间
的祝福。我们切不可因为
一时的贪念，而失去这份珍
贵的意义。做人，要本本分
分 ，诚 诚 实 实 。 好 东 西 很
多，想要的话，得自己努力
挣。跟我一起去打招呼，还
了去……”

父亲拉着我的手，擎着
案桌上还没有燃完的蜡烛，
来到邻居家。我低着头，把

“战利品”放回供桌，并送上
自家精心准备的月饼。邻
居叔叔阿姨非但没有责怪，
反而笑着拍了拍我的头，对
父亲说：“孩子嘛，总有调皮
的时候，别吓着孩子。”那一
刻，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
轻松与释然，感受到了邻里
间那份淳朴与宽容，也理解
了“月圆人圆”的真谛。

我至今也不明白，那晚
月色那么亮，父亲为什么还
非要擎着一盏烛灯？只是，父
亲那晚的话，父亲那双充满智
慧与慈爱的眼睛，连同那盏烛
灯，从此便亮堂在我的心里，
如同那晚的皎皎月光。

烛 灯
吕巧平 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北街南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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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物质文明的不断
提高，好多乡风民俗日渐
式微了。我小时候还能见
到的摸秋，现在也只成了
记忆长河中的一朵浪花。

还记得，每当到了中
秋节，家乡除了有用柿子、
菱角、月饼等敬月光的风
俗外，还有丰富多彩的摸
秋活动。

摸秋的“摸”，取意于
“偷偷摸摸”的“摸”，但并
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偷偷摸
摸，它有着特定的內涵。

大人摸秋，是一件很
神圣的事。还记得堂哥刚
结婚那年的中秋节，堂嫂
在堂姐的陪伴下“鬼鬼祟
祟”摸秋的情景。

晚饭后不久，一轮皓
月洒下万顷银辉，将人间
妆扮得如同蓬莱仙境。纺
织娘伏在芦荻叶子上，忘
情地为婵娟献唱。清凉的
露珠偶尔从叶尖滑落，“叭
嗒”一声，吓坏了正引吭高
歌的秋蛩……千家万户，
此时正沉浸在天上月圆、
人间团圆的美妙境界中。

堂嫂和堂姐梳头洗脸
净手后，换上一身整齐的
衣衫，再略施粉黛，然后就
在伯母轻轻的祷告声中悄
然出发了。

其实，为了摸秋成功，

堂姐早在大白天就“踩点”
好了。她带着堂嫂径直向
我家的南瓜架摸去。我那
时人小心眼也小，生怕她
们摸了我家的东西，于是
偷偷跟在她们后面。可怕
什么来什么，她们竟然摸
走了我家当时长得最大最
好的一个南瓜。我心疼极
了，又不好意思前去阻拦
她们，只好跑回家告诉母
亲。哪知母亲一听，不但
没恼，反而很高兴。她神
秘地告诉我，堂嫂将会生
个大胖小子。我一头雾
水，摸不着头脑。经过母
亲绘声绘色的讲解，我才
终于知道，新媳妇摸秋，被
摸的人家不着兴生气。而
新媳妇摸到瓜果之类的东
西，会生儿子；摸到扁豆、
豇 豆 之 类 的 ，则 会 生 女
儿。原来摸秋还有这么多
的学问。

大人的摸秋永远没有
孩子的摸秋充满情趣。

那时，由于条件限制，
人们敬月光仅限于用一些
瓜果和土法烘烤的月饼，
外加一碗凉水。我们小孩
子对瓜果感兴趣，总是去
摸人家的柿子、花生、菱角
吃。至于凉水，我们不喝，
会有人偷喝的。

家乡有一种说法，就

是尿床的小孩子如果摸秋
时偷喝了别人家敬月光的
那碗水，就不尿床了。于
是，偶尔也有人家供在门
外杌子上的那碗凉水，会
连碗带水莫名其妙地一起
消失。碰到这种情况，主
人一笑了之，并不深究。

舅 舅 家 有 棵 大 柿 子
树，每年到了中秋节，他都
会摘下几只个儿大、品相
好的柿子敬月光。我家没
有柿子树，要吃柿子就靠
摸秋了。好在大表弟跟我
玩得好，每逢中秋佳节，当
舅舅开始敬月光时，他就
会飞奔着来邀我一起去摸
秋。有一次，当我和表弟
刚刚从杌子上拿起柿子
时，舅舅正好从家中走出
来，我心想，这下完了，丢
人丢大了！哪知舅舅却装
作 没 看 见 ，又 转 身 进 屋
了。于是，我毫不犹豫地
抓起所有柿子，飞快离去。

斗 转 星 移 ，时 光 飞
逝。现在说起摸秋，年轻
人一脸茫然，而我则会想
起堂嫂手捧南瓜、母亲开
心微笑以及舅舅悄悄转
身的情景。家乡摸秋的
风俗，蕴含了善良厚道、
淳朴大方的人情之美，也
丰富了中秋佳节的文化
内涵。

记忆中的摸秋
张明亮 实验初级中学

纳撒尼尔·霍桑，19 世纪前半期美国最伟大的小说家。霍桑的作品想象丰富，结构
严谨。他除了进行心理分析与描写外，还运用了象征主义手法。他的构思精巧的意
象，增添了作品的浪漫色彩，加深了寓意。其代表作品有：短篇小说集《古宅青苔》

《重讲一遍的故事》等，长篇小说《红字》《带七个尖顶的阁楼》《福谷传奇》《玉石人像》
等。这些都是世界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经典名著。

外国文学长廊

中秋团圆佳节已过，
我 们 还 是 陪 着 老 公 回 了
趟 安 徽 老 家 ，成 全 他 为
人 子 的 孝 心 和 对 家 乡 的
思念。

秋意浓，凉风起，雨潇
潇。漆黑的路上偶尔掠过
一股灯光，密集的雨水伴
随着雨刮器不停地冲刷着
玻璃，可是挡不住游子归
乡的脚步。

泥 泞 的 山 路 蜿 蜒 盘
旋，略显疲惫的老公在认
真地开着车。突然想起余
光中的《乡愁》，感怀他对
母亲、家乡和祖国的思念，
便借问老公对他来说什么
是乡愁，他说是最长情的
陪伴。可是对于常年在父
母身边的我来说，想要感
同身受着实困难，但这次
在安徽老家的种种却给我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由 于 温 差 的 变 化 和
疲劳驾驶，老公到安徽就
病了，发热发寒，头痛，浑
身 无 力 。 婆 妈 妈 端 茶 倒
水，忙前忙后，扶起老公
靠在她的身上，用手在老
公的风池穴不停地按摩，
又用冰糖炖梨给老公吃，
体 贴 入 微 。 我 之 前 一 直
不 明 白 为 什 么 在 江 苏 我
们生活得那么富足，可还
是 代 替 不 了 这 个 穷 家 僻
壤给他的归属感，现在才
知 道 这 样 的 亲 情 谁 都 难
以忘怀。

儿行千里母担忧，儿
思娘亲泪双流。对于常年
不着家的游子，父母的生
活过得是否舒适才是他们
最牵挂的。远在南京的大
姐打来电话说天凉了，给
妈妈买了件毛衣寄回来；
远在上海的二姐夫担心天

凉了二老洗澡嫌冷感冒，
寄了台热水器回来；老公
回来带病忙活了两天，把
热水器和浴霸装好了，直
到他们洗上暖和和的热水
澡才放心。白天我们带着
老两口游龟山，租了辆五
人脚踏车，骑车看着风景，
有说有笑；晚上婆妈妈煮
了一大锅青菜面，做了几
样可口的小菜，老公陪着
他老爸喝酒，唠嗑儿。置
身这温馨中的我忽然明白
老公带病冒雨摸黑赶回老
家的原因了。

相聚总是短暂的，我
们又将 踏 上 行 程 奔 赴 远
方 ，家 门 口 那 棵 树 上 一
个 个 大 红 的 柿 子 高 高 挂
在 枝 头 ，承 载 着 我 们 的
祝福和不舍，我只能默默
地祝福二老身体安康，福
寿连连！

记乡愁——大红柿子枝头挂
汤月慧 江苏省姜堰中学

星期三，阳光明媚，春
风温柔地拂过每个人的脸
庞，仿佛为我们即将参加
的社会实践活动送上最温
暖的祝福。今天，我们要去
的地方是高港的雕花楼。

雕花楼共有三处，另
两处在苏州，一处在高港
口岸。高港的雕花楼始
建于清乾隆四年,由江南
姚氏落户柴墟所建。由
于原来的屋主人不善经
营 ，家 道 中 落 。 民 国 初
年，雕花楼易主李松如，
这之后李松如续建了西
楼与厢楼。雕花楼占地
面积很大，景物众多，小
径旁有草、木，树下有几
只可爱的白兔雕塑，花也
开得旺盛，看上去很美。
进入雕花楼，可以看到雕
花楼内部全都是木质结
构。楼内木板和栏杆上
都雕着许多图案，有莲花、
竹子、蝙蝠、螃蟹等。

走入大厅，映入眼帘
的是正面墙壁上挂着的
一副对联，上联“书从疑处
翻成悟”，下联“文到穷时
自有神”。上下联中间有
一幅画，画的是竹子。这
是“扬州八怪”之一郑板
桥赠给屋主的礼物。大
厅的门也很独特，左边的
门环上是“福”字；右边的

门环上则是“禄”字。正
上方挂着一块牌匾，上书

“江左第一楼”。
继续往里走就到了一

个小园林。园林中央是一
个水池，池中有许多金鱼
在不停地游动。水池呈正
方形，周围全是长廊，所以
雕花楼又称四方楼。

再向里，进入了一个
新的“正方形”。门上雕
着花卉和吉祥物。有一
个图案很奇特，像一只只
螃蟹，据介绍，这里寓意
着中解元。解元是乡试
的第一名，可见楼的主人
对读书十分重视。

历史上，雕花楼曾遭
受过一些灾难。抗战时
期，日军的炮弹炸在了它
的外园林，损毁严重；解放

战争中，国民党第十军十
九师驻在楼内，军车、人、
马也给楼造成了损坏。“文
化大革命”中的“破四旧”
又损坏了一部分。直到
2004 年，高港区政府花费
200 万元,重修雕花楼，使
这座拥有近300年历史的
老楼重新焕发生机。

在即将离开的那一
刻，我忍不住回头深深地
望了一眼那座精美的雕
花楼。我不禁心生感慨：
雕花楼的兴衰，如同人生
的跌宕。它提醒我们要
珍惜当下，不忘初心，在
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寻
找一份宁静，学会在繁华
落尽后，依然能够保持内
心的平和与坚韧。

指导老师 康鹤彪

赏雕花楼之古韵
翟启睿 励才实验学校七（20）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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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书店协办

好书推荐好书推荐

藏族男孩顿月在暴风雪中救回了一只小马鹿，给它起名卓玛。喝羊奶，吃
糌粑粥，和顿月形影不离，小卓玛就这样长大了。一天，山坡边传来阵阵鹿鸣，
卓玛迟疑着，犹豫着，最终选择向山坡那边的马鹿群飞奔一跃……一年后，在一
场暴风雪中，已经成为鹿王的卓玛带着马鹿群出现在顿月面前，这一次，它还会
离开吗？

本书根据发生在西藏高原的真实故事改编，展现了人与动物、人与自然和
谐发展的真实现状。

《马鹿卓玛》 白玛娜珍 著 王光 绘

推荐者：《姜堰日报·教育周刊》编辑部

水乡荷韵（国画）

汤昕然 姜堰区淤溪中心小学四（2）班
指导老师 陈俊华

可爱的鸭子可爱的鹅
王子杰 康华小学三（9）班

听爷爷说，他在乡下
养了几只既可爱又活泼
的 鸭 子 和 鹅 ，我 心 里 很
是惦记。

星期天一大早，我就
迫不及待地坐着妈妈的
电 动 车 来 到 了 爷 爷 家 。
一进门，我就兴奋地问：

“爷爷，爷爷，鸭窝在哪
儿？”爷爷指了指远处，不
紧不慢地说：“鸭窝 啊 ，
在车库那儿。”我一听，
立马一个箭步冲到车库
里 。 瞧 ，真 有 几 只 鹅 黄
色的小鸭子和小鹅！最
有趣的是那只黑色的鸭
子，很是与众 不 同 。 这
不禁让我想起丑小鸭的
故 事 ，但 是 这 只“ 丑 小
鸭 ”在 这 儿 可 没 有 受 欺
负 ，它 和 其 他 小 鸭 相 处
得很融洽呢。

于是我就让爷爷把
它 们 放 进 一 个 纸 箱 子

里 ，带 到 了 客 厅 。 我 随
即给它们准备了水和食
物。面对这群可爱的小
来 客 ，我 得 好 生 伺 候
着 。 可 是 一 开 始 ，它 们
对 我 还 很 陌 生 。 喂 水 ，
它 们 不 喝 ；喂 食 ，它 们
不 吃 。 它 们 只 是 伸 长
了脖子，瞪着 圆 溜溜的
黑 眼 珠 ，怯 生 生 地 瞅 着
我。它们扇动着毛茸茸
的、短小的翅膀，小嘴巴
不停地叫着，好像在说：

“这是哪儿呀？”为了消
除他们的恐惧，我小心地、
慢慢地靠近它们，把食物
放在手心伸到它们面前。
一开始 ，它 们 都 只 是 躲
在 角 落 。 过 了 一 会 儿 ，
那只小黑鸭便壮起胆子
凑 过 来 ，迅 速 地 啄 了 一
口 。 接 着 它 看 了 我 一
眼 ，又 上 前 啄 了 一 口 。
见 我 还 是 笑 眯 眯 的 ，并

没 有 伤 害 它 的 意 思 ，这
下 它 胆 子 大 起 来 了 ，带
着 其 他 小 鸭 、小 鹅 一 拥
而 上 ，疯 狂 地 吃 了 起
来 。 看 来 ，它们已经不
再害怕我了。

这些小家伙真是可
爱！它们的毛摸上去毛
绒绒的，又软又暖和。过
了一会儿，它们吃饱了喝
足 了 ，便 开 始 调 皮 起 来
了。它们用嘴巴在纸箱
子上这儿啄一下，那儿啄
一下，纸箱子发出“咚咚
咚”的声响，好像敲门的
声音。玩累了，它们便挨
在一起，缩起小脖子，闭
上小眼睛，甜甜地睡了。
那一个个“小绒球”，随着
呼吸起伏着，真有意思。

这是多么可爱的一群
鸭子和鹅呀！它们给我的
周末带来了许多乐趣。

指导老师 郝彤蓉

月亮是个调皮的娃娃，
白天睡大觉，晚上挂

树梢，
有时像圆盘，有时像

镰刀，
我牵着爸爸妈妈的

手，和影子嬉闹，
抬头问明月：“和我一

起玩，好不好？”

月亮是个调皮的娃娃，
有时爬到山顶，和星

星游戏，
有时钻进水里，和小

鱼捉迷藏，
有时来到田野，和稻

草人说悄悄话，
我追着月亮跑，跑进

甜美的梦乡。

月亮是个调皮的娃娃，
她带我飞向天庭，
嫦娥住月宫，玉兔毛

茸茸，
吴刚在砍树，桂花香

气浓，
我俯瞰故乡，中秋节，

人团圆，
火树银花，其乐融融。

点评：小作者抓住月
亮的特点，运用丰富的想
象力，让人仿佛进入了童
话般的世界。比喻、拟人
等修辞手法的运用使语言
生动，富有童趣，彰显出小
作者一定的语言功底，读
来让人觉得清新流畅。

指导老师 翟晓燕

还记得上周我们做的小木
屋吗？那时候它还光着身子，
今天，我给它带来了一件衣
服。聪明的你，一定想到了吧？

来 到 操 场 边 ，我 迅 速 地
穿 好 护 具 ，飞 奔 到 小 木 屋
前 。 画 什 么 呢 ？ 就 画 小 花
吧！让大家看到都能赏心悦
目。于是，我拿起刷子，一下
一下地把背景蓝色刷好，刷
着刷着，我体验到了粉刷匠
的快乐。

接 下 来 开 始 画 小 花 了 。
我先画了一块绿色，这就是

海岸，蓝色呢，是无边无际的
大海。你瞧瞧，海中的几条
小鱼在说悄悄话呢！我用黑
色画出小花的外形，再用黄
色画一个圆，这是小花的花
蕊，然后把空白的地方用红
色 涂 满 ，这 样 ，小 花 就 画 好
了 。 小 红 花 在 木 屋 上 摇 摆
着，蝴蝶飞来，它真以为这是
朵有蜜的花呢！

小 木 屋 的 衣 服“ 穿 ”好
了 ，小 狗 跑 过 来 ，“ 汪 汪 ”叫
着，似乎想在这里安家呢！

指导老师 孟黄菲

木屋穿新衣
王文溪 励才实验学校小学部二（3）班

月亮是个调皮的娃娃
丁晴朗 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北街北校区三（9）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