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末去老宅清点
屋内的物品与租客交
接。租下我房子的是
一个满脸憨厚的中年
人，他打开衣柜对我
说：“老爷叔（上海方
言 中 对 年 长 者 的 尊
称），这套西装和皮夹克成
色很新，你还可以穿的。”我
笑道：“如果你不嫌弃的话，
就当送给你的见面礼吧。”
咦，五斗橱上一只杏花楼月
饼盒怎么不见了？我来老
宅前打算把它带回家的。

别看它外表有些许锈
斑，但品相不错，可是60多
年的老货了，我把它当宝贝
收藏着呢。租客看我有点着
急的样子，搓着手急忙解释
说：“老爷叔，这个月饼盒我
仔细看过，里面空荡荡的，没
有贵重东西，昨天打扫卫生
时，被我丢到小区的垃圾分
类箱了。我直接丢在了一个
干净的纸板箱里。”

月饼盒的确是空的，对
我来说却是“满满”的，外人
不会知道月饼盒里有一串难
忘的故事。

60多年前的中秋节，舅
舅和舅妈送来一盒杏花楼
月饼。作为沪上知名月饼，
杏花楼味道正宗，大家将其
形容成“打耳光也不放”的
美味。装月饼的铁皮盒子
也好看，衣着华丽的大姐姐
彩衣飘飘，带着玉兔飞向月
宫。我们第一次从母亲的
口中知道，这个漂亮的大姐
姐叫嫦娥。

这个月饼盒在家里的

五斗橱上与我们朝夕相
伴。当时母亲在家附近的
益民食品一厂工作，每逢星
期六，她下班回家就会带回
一个纸袋。纸袋打开，喷薄
而出的浓郁奶香味瞬间弥
漫了居室，少不更事的我们
这才晓得，这就是母亲嘴里
说的“大条”。为什么叫“大
条”？母亲笑了，厂子里的
老师傅都这样叫。母亲还
告诉我们，这是华夫饼干的
边角料，这价廉物美的额外
福利只有本厂职工才能享
受到。

看着母亲小心翼翼地将
纸袋里的饼干断块和小碎块
窸窸窣窣放入月饼盒，禁不
住甜香味道诱惑的我们，几
双小手齐刷刷地伸向月饼盒
的“断块”。可母亲却摆摆
手，用筷子夹起小碎块轻轻
地放进一个个小馋嘴中。碎
块虽小，但味道一点没打折，
酥酥甜甜又浓又香的味道顿
时漫上了舌尖。母亲还提醒
说，明天小客人来，我给你们
冲豆浆喝。

母亲嘴里的小客人是我
的表弟。每个周末放学后，
他都会兴冲冲地上我家做
客，我们星期天的早餐是一
个大饼、半根油条和豆浆。
在那个年代，一般家庭的早

餐基本上是泡饭、酱菜，能在
外面买早点可是件奢侈的
事，因为表弟来做客，我们才
跟着“沾光”。

星期天早晨，看着母亲
从月饼盒里将“小碎块”放
入碗里，“小碎块”经过滚烫
的豆浆一冲，巧克力的香味
被瞬间激发出来，伴着那沁
人心扉的麦香，房间里立即
弥漫着甜甜的味道。只记
得表弟连声惊呼：“姑姑，这
个豆浆怎么这么好吃！”坐
在椅子上的母亲，则微笑看
着我们四个孩子风卷残云
般地将豆浆喝了个底朝
天。尽管时过境迁，但表弟
每次回忆起儿时星期天喝
豆浆的事，依旧是“味道是
赞的呱呱叫”！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
我们正是长身体的阶段，肚
子里清汤寡水。虽然月饼盒
里是现在看来并不受人待见
的“边角料”，可当时绝对是
挡不住的诱惑。没想到这么
至极的美味，名字却是如此
朴素的“大条”。
“大条”不仅用豆浆泡

着吃味道好，而且百搭。每
当弄堂里“爆炒米花”的吆
喝声响起时，母亲就会从月
饼盒里匀出一小碗掺和着
大米一起爆。等到爆炒米

花的汉子口中喊出“响
啦！”时，那白生生的炒
米花便周身披上了咖
啡色的衣裳，不仅颜值
高，而且香味浓郁。一
群围观的小伙伴鼻翼
微鼓，张大嘴巴，用足

力气吸入，一个劲地赞叹：
香煞脱了！于是，月饼盒里
一把把热腾腾香喷喷的炒
米花，在母亲的手中顺势滑
进了楼上楼下小伙伴的口
袋里。有时邻居来做客，好
客的母亲打开月饼盒，让阿
姨爷叔也来尝尝鲜。看着
他们乐开花的笑脸，听着他
们说“好吃”，月饼盒盖上飞
天的嫦娥仿佛嫣然一笑道：
好吃，那就多吃点。

想不到盛满半个世纪念
想的月饼盒因为我的疏忽和
拖沓丢失了，心里不免有点
责怨和怅然。可表弟宽慰我
不妨把月饼盒的“故事”写下
来，留下一份念想。动笔之
际，手机响了，是房客喜不自
禁的声音：“老爷叔，那只杏
花楼月饼盒找到啦，是小区
清洁工收起来了。他说了，
老上海人对老物件很有感
情，他拾掇好放上三五天，总
有些老人家会来询问和收
藏，他已碰到过好多次了。”

感谢那位素昧平生的清
洁工，尽管我不知道他姓甚
名谁，但我敢说他一定是个
有心人热心人。让年过古稀
的我，可以又一次回味杏花
楼月饼盒的温馨故事，回忆
起那年亲人间邻居间酥酥甜
甜的特有馨香。

月饼盒里的故事
金洪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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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是人类获取知识
的重要渠道，“书中自有黄
金屋”“腹有诗书气自华”这
些早被大众认可的名言、名
句足以说明书籍对于人们
学习、积累知识的重要性。
多读书，读好书，就必须购
买、收藏更多的书籍。以
前，家藏万卷书绝对是一种
精神财富的象征，它标明您
掌握着知识的丰富资源。
但买书需要资金，藏书需要
空间，读书需要时间，因此，
如何找到它们之间的平衡
点，或者叫最大公约数，花

最少的钱，用最
小的空间，用最
短的时间，读更
多的书，这几乎
成了困扰所有
读书人的难题。

在网络尚不发达、没有
智能手机的年月，到图书馆
借阅书籍，可谓是最好的途
径。因此，直到上世纪80年
代末，省级图书馆的借阅证
还都是抢手货。记得在40
年前，新中国首次组队参加
在美国洛杉矶举办的夏季
奥运会，为了普及奥运知
识，给参加奥运会的中国健
儿壮行，《体育报》专门举办
了一次奥运知识百题竞
赛。那些题目，如奥运会的
口号啊、奥运会的创始人
等，都是极为简单的基本常

识，但对于40年前的中国人
来说，这些问题都如探索宇
宙奥秘一样新奇。记得曾
有一题是，奥运会的会旗是
什么？它是由哪些颜色组
成的，每种颜色代表什么？
奥运会的会旗是五环旗，还
好办，颜色就难倒了一大
片，因为那时多数家庭的电
视机都是黑白的，根本无法
分辨颜色，故只能从书上查
找。而且这种“冷门”书籍
只有在大型图书馆才能找
得到。因此，当时能说出五
环颜色的人都显得多知多
懂，在众人面前能把脸儿扬
得高高的。

自从有了智能手机，人
们运用手机，借助互联网
的巨大资源可以轻松自
如、简单快捷地搜索到想

要的书——而网上那庞大
的电子书库又何止万卷
呢！在我看来，运用手机
阅读的最大优势，是借助
于它的查询功能，能快速
找到想要的信息资料。

当然，网上阅读与购
买、收藏、阅读纸质的书籍
并不冲突。我们可以通过
对网上相关信息的浏览，使
我们在购买纸质书籍时更
加有的放矢。譬如，我经常
在网上浏览几种小说期刊
的目录，以及赏读片断；而
一旦发现名家作品，或吸引
我的新人佳作，我就会马上
订购，一睹为快。

免费浏览万卷书
晓 愚

月光有声音，有色
彩，也有味道。

月光的声音叫寂静，
色彩叫洁净，味道叫深
邃。月光洒下来，所有的
声音都被寂静取代，虫鸣
蛙号，雨打风吹，
都成为寂静的一
部分，心再也躁不
起来；月色尽染，
大地上的一切都
变得洁净无比，灰
尘被轻轻拂去，姹
紫嫣红变得无比
清晰，一切崭新如
初生；在月光中深
呼吸一口，虽然不
能像李白一般吐
出半个盛唐，却可以让浮
于表面的心灵变得深刻，
得到醍醐灌顶般的顿悟。

大地上的许多人，都
在迷恋着月光。作家写
到月光，闭塞的文思顿时

如泉涌出，似乎月光契合
着某种神秘的文字，本是
天成，却因月光有幸偶
得；艺术家走入月光，心
头突然闪过一道幸福的
闪电，那一刻，所有的创

造都变得胸有成
竹，月光下，一切
形而下的现实都
变成了形而上的
艺术。

月光是如此
丰富的事物，明明
一眼便可看透，却
又在长久的凝视
中发现了瑰秘与
神奇。与月光对
望的过程，更像是

在对着虚无喊出丰富，对
着寂静喊出音符，对着洁
净喊出接纳，对着深邃喊
出简单，在声色味俱全的
月光指引下，升华自己平
凡的人生。

月
光
的
声
色
味

连

恒

右眼突然
肿 了 ，痒 、流
泪，点眼药水，
涂眼药膏，都
不见效，只能
闭上。写稿、看书、工作变
得极其不便，一天一夜后依
然毫无好转，不得不去医
院。医生说是麦粒肿，开了
些药，交待说，多休息，别看
屏幕了。

一只眼不能用了，不能
开车，上下班都得打车；一
只眼不能用了，上班时不
能长久对着电脑，忙一下
就得停下来；一只眼不能
用了，下班后便只能在床
上躺平。

第二天眼
肿得越来越厉
害，不得不请
假，工作上的
事只能拜托同

事代劳；没法陪孩子出去运
动，只能暂停……此时才意
识到，一只眼看世界跟两只
眼看世界，完全不是一回
事，不是相差很大，而是根
本不行。

第三天早上醒来，惊喜
地发现肿消了不少，右眼能
睁开了。爱人说，你要对眼
睛好点儿，不要整天对着大
大小小的屏幕、厚厚薄薄的
书籍，要细水长流，慢慢用
它们。

对它好点
牧徐徐

秋深矣，菊花开正好。丈夫田间播小麦，孩子山中收大
枣，妇人做棉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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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191位爸爸到学

校参加家长会，当场做了

“知子问卷”。十道题，每

题10分，得分不满60分

的有80人，及格率不到

60%，最低的考了10分。

“知子问卷”的考题

主要有：孩子的学号是多

少？孩子最喜欢的一道

菜是什么？孩子最喜欢

哪门课？孩子最近在读

什么课外书？……这些

问题并不复杂，主要考察

爸爸对孩子的了解程

度。只要爸爸平时注意

陪伴孩子，便能给出正确

答案，得到不错的分数。

“知子问卷及格率不

到 60%”的结果令人扎

心，“考”出了爸爸们很少

陪伴孩子这个现状。

孩子出生后，面对的

是一个未知的、全新的世

界，人生也是一张“白

纸”。要想让孩子成长

好、飞得高、走得远，离不

开父母贴心的陪伴。

可是，现实生活之

中，由于工作忙、赚钱养

家压力大……父母很少

有时间陪伴孩子。也有

的父母，回到家往往是刷

刷微信、看看电

视，极少与孩子

互动交流。

或许有的

父母认为，孩子

教育是学校的

责任。殊不知，

各家的孩子互不相同。

一个班级有那么多孩

子，同样的老师教，结果

却是“十个手指有长有

短”，区别就在于家庭教

育的不同。

父亲、母亲是孩子的

第一任老师。哈佛心理

学教授吉尔博特说过：

“十年以后，你不会因为

少做了一个项目而遗憾，

但你会因为没有多陪孩

子一个小时而遗憾。”香

港原特首林郑月娥的两

个儿子，都毕业于剑桥大

学，学业有成。在谈到对

儿子的教育时，她说：“两

个孩子小的时候，我从来

没有请过人，煮饭什么事

都是我亲自做。我觉得

这个很重要，要让孩子感

觉到妈妈是照顾他们

的。”在两个儿子考到英

国学习后，林郑月娥申请

降职调至伦敦办事处，边

工作边照顾他们。在她

眼里，孩子非常需要父母

的关怀照顾，陪伴是必不

可少的。

孩子教育是家庭的

头等大事。作为父母，在

给孩子提供吃、穿、用的

同时，更要注意陪伴、交

流、身教对孩子成长的重

要影响，让孩子在父爱、

母爱的滋养下健康成

长。如果父母真的关爱

孩子，请放下一些不必要

的社交，婉辞无关紧要的

应酬——回家去，多陪陪

孩子吧！

回家去，多陪陪孩子
高国春

人 生 之
路 ，曲 曲 折
折，或一路风
景，或一路坎
坷。路在前
方，都是自己的选择，向
左向右，全在一念之间。

当然，哪怕是最小的
选择，都与理想有关、与
准备有关、与过往的经验

有关。如果
你确信天上
不 会 掉 馅
饼，你的选
择就有了一

个正确的支点；如果你有
理想有信念，你就把握了
选择的基本航向；除此之
外，成功与否，就看付出
努力的多少了。

人生之路
东山银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