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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清如水，月明如镜，中秋夜之美观之
神怡。中秋佳节，人们除了在美景中赏月，
从古至今，各地还有不少习俗。

燃灯。在近代，广东一带中秋节有燃灯
之俗。各家于中秋节前几天，用竹条扎灯
笼，作果品、鸟兽、鱼虫形，糊各色彩纸，上有
庆贺中秋等字样。中秋夜灯内燃烛，用绳系
于竹竿上，挂在瓦檐、露台或高树上。或将
小灯摆成各种形状，悬于家屋高处，俗称树
中秋或竖中秋。富贵之家所悬之灯，高可数
丈，家人聚于灯下欢饮而乐。平常百姓则竖
一旗竿，挂上灯笼两盏，也自取其乐。中秋
之夜，人们在灯火中嘻嘻相欢，安度佳节。
这种燃灯之俗近代开始流传，在广东一带规
模似乎仅次于元宵灯节。

观潮。“定知玉兔十分圆，已作霜风九月
寒。寄语重门休上钥，夜潮留向月中看。”这

是宋代苏轼的《八月十五日看潮》诗。在古
代，浙江一带，除中秋赏月外，观潮可谓又一
中秋盛事。中秋观潮习俗，早在汉代枚乘

《七发》大赋中就有详尽记述。汉以后，中秋
观潮之风更盛，宋代和明代皆有中秋观潮记
载。在宋代，中秋观潮之俗达到了空前绝后
的巅峰。

堆宝塔。在安徽婺源地区，每逢中秋
节，有“堆宝塔”传统习俗。这是少年儿童一
种有趣的游戏。中秋节这天，孩子们用砖和
瓦堆成七层宝塔，上小下大，中间全空。塔
砌成后，前面挂彩色帐幔，有的还悬挂匾额、
对联及其它装饰品。塔前放一张小桌，上供
敬月神用的果品和饼饵。到了夜间，孩子们
欢天喜地地在塔内外点起灯烛，然后坐在塔
前赏月，并作各种游戏，直到夜深才散。

舞火龙。舞火龙是香港中秋节最富传

统特色的习俗，从每年农历八月十四晚，铜
锣湾大坑地区就一连三晚举行盛大的舞火
龙活动。这火龙长达70多米，用珍珠草扎
成32节的龙身，插满了长寿香。中秋之夜，
这里的大街小巷，一条条蜿蜒起伏的火龙在
灯光与鼓乐中欢腾起舞，热闹非凡。香港中
秋舞火龙的起源有一个传说，很久以前，在
一次风灾袭击后，大坑地区出现了一条蟒
蛇，四处作恶，村民到处搜捕，终于把它击
毙。不料次日蟒蛇不翼而飞，数天后大坑便
发生瘟疫。村中父老忽获菩萨托梦，只要在
中秋节舞动火龙，便可将瘟疫驱除。事有巧
合，此举竟然奏效，从此舞火龙便流传至
今。不管这传说有多少迷信成分，但中国是
龙的故土，在香港大坑中秋节舞火龙已有一
百多年的历史，每年中秋节，舞火龙活动都
颇具规模。

托球舞。台湾高山族同胞，每到中秋之
夜，都要穿上美丽的民族服饰，聚集在日月
潭边，在银色的月光下，男男女女玩起托球
舞的游戏。相传古代，大清溪边有对青年夫
妇，男的叫大尖哥，女的叫水花姐，常年靠捕
鱼度日。一天太阳和月亮突然都不见了，天
昏地暗，禾苗枯萎，花果不长，虫鸟哭泣，大
尖和水花决定把太阳和月亮找回来。在白
发老婆婆指点下，他们用金斧砍死了深潭中
吞食太阳的公龙，又用金剪刀杀死了吞食月
亮的母龙，还手拿大棕榈树枝，把太阳和月
亮托上天空。为了征服恶龙，他们一直守在
潭边，变成了大尖和水花两座大山。这个大
潭，人们称为日月潭。高山族同胞思念大尖
和水花夫妇的献身精神，每逢中秋，都要到
日月潭边，模仿他们托起太阳和月亮的彩
球，不让彩球落地，以求一年的日月昌明，风
调雨顺，五谷丰登。

赏桂花。农历八月，古称桂月，此月是
赏桂的最佳时期。八月桂花，中秋明月，嫦
娥奔月、吴刚伐桂的神话故事，将它们联系
在一起，诗人也多以此题诗作赋。中秋佳
节，人们有吃月饼赏桂花的习俗，及食用桂
花制作的各种食品。

中秋节又至，人们除了静心赏月，还在
各自的习俗活动中，表达着人间的真善美。

中秋佳节习俗多
□卜庆萍

祖国啊，亲爱的祖国
请让我为您拍一组照片
我要在您最北端的漠河
拍下北极光的奇特
我要在碧波荡漾一望无际的南海
拍下海天一色的辽阔
拍下游弋的军舰守卫流动的国土
我要拍下西部戈壁拍下祖国的宝岛
拍下大漠孤烟直的雄浑
拍下云雾缭绕的阿里山
拍下日月潭的旖旎和静谧
祖国啊，我要拍下“长征”系列火箭运行

的轨迹
拍下“玉兔”在月亮之上展示的那面鲜艳

的五星红旗
拍下“一带一路”不断延伸的目光
我还要拍下希望的田野上麦浪翻滚着澎

湃的心潮
拍下工厂流水线上五彩缤纷的憧憬
拍下军营中青春激扬的练兵场上矫健的

身姿
拍下学校里孩子们的朗朗书声
我还要拍下九曲十八弯的黄河
我还要拍下不尽江水滚滚来的长江
拍下在祖国血管里奔腾不息的精气神
拍下积淀在国歌旋律中的民族魂
祖国啊，亲爱的祖国
就让我把这首小诗作为前景
以您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作为景深
拍下您日新月异的变化拍下您前行的足迹
拍下五十六个民族共同绘就的中国梦想

70华诞

我为祖国送祝福语
□刘建

秋天，能给人清新雅致，让人身心愉
悦的莫过于那一湾明净的秋水了。

立秋过后，天高云淡，层林尽染，最
靓的便是那清亮的秋水。村头的池塘，
经过一个夏季的雨水，塘满水溢，清澈可
鉴。蛙声随着秋的来临隐去，塘边的草
丛里成为了秋虫的世界。一池秋水，滋
养着秋虫唧唧，热闹着一份秋意的萧
索。流动的河水，随着秋浓变清，一路潺
潺，飞珠溅玉，把一往情深送给远方的秋
水。山里的秋水是一种意境，山泉像条
条银蛇，蜿蜒着从山岩上爬下，叮叮咚咚
地落入山涧，汇聚成一湾静美的秋水，清
澈见底。

秋水是一面镜子，照着山，照着天。
早上，山雀子在秋水旁对镜梳洗，发出欢
快的“啾啾”歌声，唱醉了山水，悠扬了山
风。白天的丽日晴空下，朵朵白云映进
多情的秋水，云卷云舒在水底慢走。倒
影的山，移动的云，形成了秋天涧水里生
动的世界。晚上，一轮秋月跌进水里，随
着晚风的晃动，在水底变幻着美妙的身

姿，摇动着秋水融融。
秋水的颜色是多彩的，一树树美丽

的红叶，倒映在水面，秋水是旺盛的红
色。一片片火红的朝霞；跌落在水里，秋
水是飘动的赤色。一朵朵黄色的野菊，
招摇在水底，秋水又变幻成美丽的金
黄。秋水，在秋天里生动，在秋天里静
美。

秋水给人的是一种闲适的快意，秋
日的朝阳里，垂钓者的鱼钩撒进秋水，溅
起的星星点点的水花，扩展着水面波动
的涟漪，映衬着秋水的静谧。偶有一条
小鱼被拉出水面，动静相宜间，是秋水垂
钓的乐趣。

秋水瑟瑟，芦花摇曳，随着秋色渐
浓，苇塘里的芦花渐次开放，一种圣洁的
白，一种诗意的美，在秋风的抚弄下，如
少女般曼舞，把明净的秋水舞动得如诗
如画。

秋水，清澈而宁静，多彩而芬芳，如
诗如画，不染一尘。秋水是一首诗，怡情
雅心，秋水是一首歌，晕染秋韵！

秋 水 雅 心
□魏益君

轻轻的 我 来了
带着 凛冽的寒风
带着 刺骨的风霜
席卷着 海拔3648米 当金山的每条山路
顿时 银装素裹 天地一色
道路冰封 车辆停运

但是，我却始终无法用画笔代替那一抹橘红
那一抹 独有的颜色
那一抹 艳丽的色彩
那一抹 人们的希望

看啊 他们抛洒融雪剂 多么铿锵有力
看啊 他们挥洒防滑料 多么干劲十足
听啊 他们机械的轰鸣声 多么高亢嘹亮
听啊 他们铁锨的敲打声 多么清脆美妙
像一首交响乐唱响 整个山谷
传递着他们 挥洒热血 越战越勇的本色

面对高寒
他们没有畏惧，忍着饥寒交迫
拧成一股绳 像一团团燃烧汹涌的火焰
吹响除雪保畅的号角
用责任 用担当
披星戴月，坚守一线

面对困境
他们没有屈服，克服艰难险阻
逆流而上，像搏击长空的雄鹰
战天斗地抗击风雪
用敬业 用奉献
奋勇前进，百折不挠

面对险情
他们没有退缩，迎着风霜雪雨
冲锋陷阵，像永不言败的斗士
挑灯夜战清除冰雪
用意志 用信念
争分夺秒，保畅保通

路在他们脚下延伸
我却在他们脚下消失
不论是险峻的道路
还是崎岖的盘山路
只要有路就会有他们的身影

我被融化了
因为他们用滴滴汗水铺就平坦的道路
我被感动了
因为他们用铮铮铁骨保卫人们的安全
我被征服了
因为他们用满腔热血描绘着祖国的山河
奏响着时代的凯歌
因为我们是公路人
保通保畅是我们的职责
因为我们是铺路石
扎根戈壁，艰苦创业，甘当路石
服务社会是我们的精神

当金山上的雪

□王稷

西晋文学家潘岳在《西征赋》中写道：“乾坤以有
亲可久，君子以厚德载物。”人生在世，要学会宽容。

英国谚语说得形象：“世上没有不生杂草的花
园。”阿拉伯人说得风趣：“月亮的脸上也是有雀斑
的。”说到底，人非圣贤，孰能无过，金无足赤，人无完
人。

学会宽容，是做人的需要。历代圣贤都把宽恕
容人作为理想人格的重要标准而大加倡导，《尚书》
中有“有容，德乃大”之说，《周易》中提出“君子以厚
德载物”，荀子主张“君子贤而能容罢，知而能容愚，
博而能容浅，粹而能容杂”。据司马光《资治通鉴》记
载，武则天时代的宰相娄师德以仁厚宽恕、恭勤不怠
闻名于世，司马光评价他“宽厚清慎，犯而不校”。凤
阁待郎李昭德骂他是乡巴佬，他笑着说：我不当乡巴
佬，谁当乡巴佬呢？当时名相狄仁杰也瞧不起娄师
德，想把他排挤出朝廷，他也不计较。后来武则天告
诉狄仁杰：我之所以了解你，正是娄师德向我推荐
的。狄仁杰听了惭愧不已。

学会宽容，是处世的需要。世间并无绝对的好
坏，而且往往正邪善恶交错，所以我们立身处世有时
也要有清浊并容的雅量。眼里揉不得沙子，锱铢必
较，为血气之争搞得跟卖面粉的遇见卖石灰的一样
谁也见不得谁，不仅尴尬，还招致仇怨，实不值得。

“天地本宽，而鄙者自隘”，《菜根谭》上的这句话可谓
警世之言。所以清代的申居郧说：“胸中要有泾渭，
然亦须气量含宏，不可太生拣择。”弘一大师说得更
直接：“精明者，不使人无所容。”我们常说得“得饶人
处且饶人”，也是这个理儿。事实上，宽容并不代表
无能，却恰恰是一个人卓识、心胸和人格力量的体
现，即所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学会宽容，是成就事业的需要。三国时那个在
政治上颇不得志的曹植，却说出了一番富含哲理的
话：“天称其高者，以无不覆；地称其广者，以无不载；
日月称其明者，以无不照；江海称其大者，以无不
容。”一个人要想成就一番事业，就必须有恢宏的气
度，自古至今皆然。据《宋稗类钞》记载，吕蒙正初入
朝堂时，有一朝士指着他说：“这小子也参政？”吕蒙
正装着没听见。而与吕蒙正同列的人却几次让吕蒙
正追问那个人是谁，吕蒙正不允，说：“若知其姓名，
怕以后不能忘记，所以还是不问的好。”吕蒙正后来
终于成为北宋的宰相。

清朝金缨说得好：“人之心胸，多欲则窄，寡欲则
宽。”朱熹在《朱子语类》中又说：“心只是放宽平便
大，不要先有一私意隔碍便大。”学会宽容，关键是要
剔除心中的私欲和杂念，淡泊明志，有所追求；同时
要推己及人，以直报怨，与人为善。在此奉上朱老总

《游七星岩》诗共勉：“腹中天地宽，常有渡人船。”

不知不觉走到了地坛。
远远看去，地坛的门显得格外绚

丽，精美的瓦顶，大红的门楼，两扇厚重
的金钉大门，从门口望进去，就是金色
的琉璃瓦顶，显得格外庄严，古朴，引得
我慢慢地走近。

地坛是古代帝王祭祀的地方。在
古代中国，天圆地方的观念源远流长。
站在通往方泽坛的入口，远远望去，一
层层的祭庄严肃穆，从地坛的平面构成
到墙圈、拜台，都是平立面上方不同正
方形的反复运用，让人看上去平稳、协
调、安定，似乎与是大地平实的本色一
致。

方泽坛中心方形祭台显得异常雄
伟，站在那里，就有一股非凡的气魄。
它以最简单、凝练的方式出现。遥想当
年人们沿着神道向祭坛缓缓走去，越向
前走，建筑就越是矮小，而祭祀者本人
就显得越来越高大，当他登上祭坛，就
会有一种俯瞰尘世之感。

特别喜欢地坛的色彩运用。黄、
红、灰、白四种颜色，完美地形成了协调
的艺术整体、创造了格外的气氛。祭台
侧面贴着黄色琉璃面砖，黄瓦，红墙形
成了冲击的视觉效果，更增添了神秘和
神圣的色彩。到了秋天，银杏大道的金
黄，与这红墙相映成趣，更是一份美丽。

如今的地坛公园绿荫密布，园子里

有很多古树，随便一棵，都有几百年的
历史。它们将巨大的树盖围拢成一个
阴凉的世界。而绿树的四周是红色的
围墙，在绿树的不远处，都有一个个漂
亮的木椅子，坐在其中，格外舒适。地
坛公园早已成为人们休闲的好去处，人
们在这里跳舞，锻炼，似乎老园子又散
发了无穷的活力。

喜欢地坛，也许是因为史铁生先生
的《我和地坛》。在先生笔下，那座古老
的园子，就像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地
方。第一次读这篇文字，我甚至潸然泪
下。文字中那个坐轮椅的作家，和走遍
园子寻找儿子的母亲，都让我感受着一
种亲情的力量。如今，走在园子里，仿
佛时光回溯，我依然可以看得见先生沉
思的模样。

他是这样来形容这座园子：“四百
多年里，它一面剥蚀了古殿檐头浮夸的
琉璃，淡褪了门壁上炫耀的朱红，坍圯
了一段段高墙又散落了玉砌雕栏，祭坛
四周的老柏树愈见苍幽，到处的野草荒

藤也都茂盛得自在坦荡。”那时，作者已
经双腿不能走路，心情压抑。就经常来
这座离他家不远的园子，把椅背放倒，
看书或者想事，撅一杈树枝左右拍打，
驱赶那些小昆虫。似乎他对景物生动
地描写都赶不上他对于母亲的叙述。

他曾用无比平实的语言说：“有一
回，我摇车出了小院；想起一件什么事
又返身回来，看见母亲仍站在原地，还
是送我走时的姿势，望着我拐出小院去
的那处墙角，对我的回来竟一时没有反
应。”那样一位母亲，她心里承受着太多
的苦，却从不表达，只是默默地藏在心
底里，希望陪伴着儿子每一天。

也许正是这篇文字，我感觉古老的
地坛，似乎有了更多亲情的魅力。人的
生命，之于时光，之于地坛，似乎都是沧
海一粟。史先生曾在这里思索生命的
意义，时光中，亲情是最为宝贵的东西，
它会让你每每想来，都会备感温暖。

感受地坛，感受它的沧桑，庄严，古
朴和亲情……

又到一年开学时。我们这个年龄，
都是送孙子孙女上学的时候了，我却时
常想起我高二那年开学时的情景。

我们家兄弟姐妹多，哥哥姐姐都没
有读书。是我赶上了好时代，父母勒紧
裤带，让我得以上学。但每年开学时，
家里都拿不出学费，整个小学阶段，一
般都要拖到学期快结束时，才能把学费
交上。

高二那年开学，父母实在借不到十
几块钱的学费。而学校规定，不交学费
就领不到教材。那时，我也是一个大小
伙子了。没有课本，就没有脸面去学校
上课。一个星期后，班主任王成佑老师
安排两个离我家较近的同学，来我家找
我去上课。我当时没有敢告诉同学，我

是没有学费才不去的，只是说，家里缺
少劳力，不能再上学了。

按照当时学校的规定，开学一个
月，没有去学校报名上课的，按自动退
学处理，学籍就会被注销。而父亲给我
凑到学费，已经是一个月后了。我说，
已经迟了，超过一个月了。父亲说：“你
没去怎么知道就不行了呢？再说，你是
共青团员，不上学了，组织关系也要转
回来啊。你先去学校问问嘛。”

因为想读书，我觉得父亲说的话可
行，学校不同意我报名了，我就把团组
织关系转回来，也不会没面子。我忐忑
不安地、慢慢地靠近班主任王老师的办
公室，我还没有看到王老师的身影，却
已经听到了王老师的声音：“啊？李成

林，你终于来了！我就知道你跟那两个
同学说的不是实话。来，跟我一起去教
务处，我给你交学费、领书！”

我心里一阵狂喜，可说出来的却
是：“王老师，我是来转团组织关系的。”

“别胡说！我知道你兄弟姐妹多，
家里拿不出学费。你都高二了，现在辍
学多不划算啊！走，跟我一阵领书去！”
王老师不由分说，拉起我就走。

“王老师，学校不是规定超过一个
月不来报名，就算自动退学了吗？”我还
是有些不放心。

“那是对新生报名注册时的规定，
你是在校生，没有这个问题。只是暂时
没交学费，没有去领书。”王老师快人快
语，边说边扯着我往教务处走。

书就这么继续读下去了，读书也改
变了我的命运，让我从一个放牛娃变成
了国家工作人员。

转眼几十年过去了，毎到开学的时
候，我都会把小时候交不起学费时的情
形以及王老师要给我交学费的事情讲
给孩子们听。让他们珍惜读书的机会，
感恩老师……

学会宽容

□王涛

地 坛 印 象
□刘云燕

想起那年开学时
□李成林

祖国 请让我为您拍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