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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见自己 
——读《皮囊》有感
|| 航空工业金城　陈鹤

在朋友的推荐下，我读了蔡崇达
的《皮囊》。一个个生命的故事，冷静、
真实，娓娓而述，似曾相识。这世界
最美的风景，是一个个各自模样和体
系的人，刻画如此清晰，本真就在笔
尖流淌。

书中写了阿太在《皮囊》里，那
个活到九十九的阿太，外婆的母亲。像
块石头，硬气、倔强又豁达，从不慌神。
即使是工作后的我，每次遇到事情的
时候，总觉得和她坐在一起，有种说
不出来的安宁和踏实，每次看到她不
甚喜欢的笑，展开那岁月雕刻出的层
层叠叠的皱纹，莫名释然了许多。那
句“我已经没有皮囊这个包袱，来去
多方便”，才明白生命本来有许多轻盈。
这是阿太留于我的醒悟。

写了母亲在《母亲的房子》里。
从父亲那句“我会把这块地买下来，
然后盖一座大房子”开始，母亲便将
一生随了父亲，并且一直用“再走几
步看看”这句来鼓励她一辈子要依靠
的父亲，哪怕他因生活变得愁眉苦脸，
在家赋闲三年 ；哪怕他意气风发，赚
了钱建成了石板房，石门上刻上了两
人的名字。父亲生意败了，又中风了。
难以为继，生活异常拮据，母亲却拿
出积攒的十万元，说要建房子。病、
医药费、困顿，在母亲眼里都不是难题，
她要那房子以建筑的形式，骄傲地立
在那。母亲累得昏倒了，中风的父亲
拄着拐杖挪了三四个小时，才移到门
口雇了车赶到医院，一连几句“没事吧，
真的没事？”听得让人心塞。房子建
了半年才落成。母亲不顾债台高筑，
大摆宴席庆祝。偏瘫的父亲刚开始是
满意的，但后来竟数落起母亲来。怒
气缠绕着这个贫困的家庭，从未消停。
可是母亲居然说再建两层。没有人能
挡得住她的倔强和傲气。等到建成后
父亲逢人就炫耀。第二年，父亲去世了。
又过两年，房子出现在公示栏的划线
上。此时，母亲却突然提出把房子再
建完整。母亲一直都在建一座完整的
房子，哪怕它明天就要被拆除，那岂
是一座房子，那是母亲从没表达过的，
也不可能说出口的爱情。正因如此，
我明白，这一辈子，我都有家回。

写了父亲在《残疾》里，他离家、
归来，他病了，他挣扎着，全力争取
尊严，然后失败，退生为孩童，最后
离去。母亲、姐姐和我，一起怀着厌弃、
爱、不忍、怜惜和挂念，艰难地照亮
父亲，可爱可敬的父亲。在空荡荡的
父亲房间，我发现床头被摸得发白的
我的大头贴，看到父亲发脾气用拐杖
砸得斑驳的木桌，目视父亲生病躺过
的地方，那一刻我憋住嚎啕大哭，猛
然明白，母亲执拗地建房子，是为了
父亲，她想让父亲发起的这个家庭看
上去那么健全和完整。

在重症病房里，我听见看见或旁
观了一些比邻而居的人，遇见了漳州
阿伯、打扫卫生的王阿姨等。看到母
亲突然从打盹中醒来，醒来时脸上挂
着笑，我才明白人是需要神明朋友的
帮助才能从情感的巨大冲击中逃脱。
小镇上张美丽的传闻与青春印记、两
个童年的阿小长大后截然不同的生活
轨迹、还有那个少年偶像天才文展从
光环到黯淡的境遇、那个为所有人幻
象燃烧生命开口唱“世界”的厚朴。

每一具皮囊下包裹着一颗心，有
羁绊，有光亮，有疼痛，有脆弱，每
一个路过我们生命的心，都参与了我
们，并最终构成了我们的本身。我们
写下、记下、拓下，只为让自己和他
人相遇更多人，看见世界的更多可能，
最终看见彼此，映照出彼此，温暖彼此，
看见自己。

鼓点铿锵的日子
|| |谭振亚||||

如今在学校里的学生艺术素质普遍提升，
各类院校培养的专业艺术人才层出不穷，很多
学校都有自己的交响乐团、民乐团、管乐团、
合唱团、舞蹈团……每当看到路上背着琴的孩
子们，都能让我回忆起 40 年前，我在陕压子弟
学校上学时，我的老师用那几把二胡、一把三弦、
一把柳琴、一根竹笛和一个民间锣鼓组成的学
校小乐队。||||||

那时，每次学校有文艺演出或庆祝活动时，
只要能用到鼓，那击鼓的任务基本是由我承包
的。乐队没乐谱，轻重快慢完全按照我这个鼓
手对主旋律的理解跟着我的鼓点走。我掌握各
种庆祝活动所需要的几套鼓点，有东北大鼓、
东北秧歌鼓、陕西跃进鼓、陕西农村鼓……时
间一长，我的同学王铁成当时戏称我为“振亚
八套鼓”。||||||||

一旦锣鼓响起，同学们都愿在这简单明快
的打击乐堆里凑个热闹。像郭明瑞、张朋同学
只要碰到有演出活动，都会来敲打两下过把瘾。
小乐队击鼓、敲锣的人员并不是固定的，经常
更换，而我则是忠实的第一鼓手。记得当时厂
里每次举办大型庆祝活动，我悄悄地跟在主鼓
手旁边，趁着人家休息或上厕所的机会，抡起
鼓棰插在锣鼓队里一阵敲打，可能是我有点天
赋，敲的也还可以，渐渐地竟也被他们认同了。
小乐队常常演奏一些用简单的乐器伴奏的节目，
如京剧演唱片段、锣鼓快板、三句半等。在我
读初中时，一次学校组织师生去野营拉练，我
们从庄里至白水，身背行李徒步往返五百里，
驻扎山村学校，晚上点亮煤油汽灯，与当地学
校师生共联欢。我们那时自编自演了由鼓锣钹
伴奏的革命现代京剧《沙家浜》选段“十八棵
青松”，铁成、辽宁、勇斌等同学是主演，在
我和小伙伴们铿锵的锣鼓点伴奏中，他们走着

京剧舞台步，那唱腔、
节奏、造型、气势惟
妙惟肖，颇具新四军
战士的神韵。|||||

小乐队在当地还是小有名气的，
记得有一次，学校乐队二胡第一把弦王
安英老师，乐队主力二胡手高安康、曹植
生等老师为了给王铁成、张建初等同学表演的
“忆苦思甜”小话剧伴奏，特别演奏了一首《江
河水》，观众被剧情内容和恰如其分的配乐感动
流泪。

铿锵的锣鼓声带给我的并非都是欢乐，无
意中也留下了遗憾。令我发囧的一次是山上医
院大厅的演出，开场是歌舞《敬祝毛主席万寿
无疆》，在优美的新疆手鼓的节奏里，我饱含深
情如醉如痴地用力敲着鼓，由于我击鼓声音过
大，声音掩盖了其他乐器，高安康老师焦急地
皱着眉头，忍无可忍地对我喊了一声“轻点”！

顿时我真
感到有些羞

愧。那次演出
让我懂得了一个道

理 ：做任何事情都要把握好
“度”，不能只考虑自己。|||||||
还有一件事至今不能让我释怀。在农村当

知青，为丰富知青和农村的文化生活，公社把
一些有文艺细胞的知青集中在我插队的村子排
练文艺节目。排练好之后又派人用手扶拖拉机
拉着我们，沿着石川河到各大队巡回演出，还
到县里参加了汇演。记得那时，铁成同学患了
眼病，可他仍坚持在农村劳动和排练，没有回
家看病，而无知的我仍动员铁成参加锣鼓节目
的排练。后来，铁成的眼疾加重，虽经辗转上
海等地最终把眼疾治好了，但还是留下一定程
度的后遗症，这也成为我终生的遗憾。|||||

几十年来，我对鼓一直情有独钟。虽然没

有受过专门训练，没有成为具有专业素养的鼓
手，但是鼓已经融入了我的生活和工作。

我给儿子买的第一件玩具是幼儿架子鼓。
儿子上小学后，我鼓励他参加学校鼓号队当鼓
手。每逢欣赏大型音乐会，鼓手的动作和鼓点
声总会吸引我的主要注意力。在天安门广场国
庆六十周年大阅兵的最后一次预演，我也找机
会来到军乐团附近，全神贯注地领略大鼓手敲
鼓时的那份庄严与神圣。不论是社会重大演出、
庆祝活动，还是民间社火，一旦鼓声响起，我
就会兴奋得热血沸腾，双手发痒。|||||

人生沧海一粟，世上沧海桑田。而只有那
高亢激昂的鼓点声声，携着那铿锵的节奏，带
着那自然的鼓韵，从远古激荡而来，也将由我
们的子子孙孙传承下去……||||||

现在，我又想起那些年，想起了在铿锵的
鼓点中与亲爱的老师和青春年华的同学们一起
走过的日子。

月城西昌
|| 航空工业成飞　闫婷娟

西昌，一个古老而美丽的地方。
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造就了

西昌独特的美。西昌地处西南高原，由于海
拔、气温、日照、经纬度等条件好，加之四
周绿萍叠翠，空气透明清新，所以月亮又圆
又亮，故西昌有“月城”之美誉，所以西昌
人称月亮为他们的“特产”，更是他们的“名
片”。

八月初始，我和友人驱车到达这个镶嵌
在彝族自治区的宝地。这些年多次途经西昌，
总是匆匆一瞥，还没来得及感受它的美，就
匆匆离去，留下来许多遗憾。这次专程前往，
就是为了细细体会，这个被称为“月城”的
美好。

我们住的地方在邛海边上，到达时正值
夜晚，夜色宜人，夏风凉爽，好不惬意。此
时的月亮挂在邛海边，月光流泻大地，洁白
如银，闪闪发亮，让人想起著名作家高缨先

生的散文作品《西昌月》里的一段 ：“到了
中旬夜，便可见西昌明月了，落霞刚刚湮灭，
苍山托出月华，恰似一尘不染的水晶盘，挂
于墨蓝色的天壁 ；满天毫无一丝游云，纯粹
是个月光的世界。”

据说西昌人最爱月亮，彝家人对月亮更
是情有独钟。到了西昌你会发现，彝家的姑
娘把月亮绣在裙子上、别在胸口上 ；彝家的
儿女歌唱着月亮，在月光下翩翩起舞。传说
中，他们是月神的儿女，从小就沐浴在月光
中，难怪有着月亮一样动人的容颜和柔美的
舞姿。

月光之下，人们最离不开的即是美酒与
美食。到了西昌，一定要品尝一下当地具有
民族风味和特色美食。夜色渐浓，美食街霓
虹灯闪烁，像点缀邛海的金银珠宝。人们把
酒言欢，大口吃肉大碗喝酒。西昌烧烤、乳
猪坨坨肉、酸菜土豆鸡、荞麦饼、彝族米酒、
渔家醉虾……保准让你挑花了眼。来这里你
一定不要错过一家叫“八点半”的宵夜店，

这家每天晚上八点半开门时，门口早已排满
了慕名而来的食客。炸土豆咸香酥脆，鸡脚
酸辣爽口，麻辣牛肉鲜香扑鼻……米酒更是
一大特色，自家酿制，味道独特，但是千万
不要贪杯，因为它的确是后劲十足！

白日的热浪渐渐散去，觥筹交错与大快
朵颐中，疲劳与压力一扫无余。我抬头望了
望天空，天宇清澈透明，浅黄的月亮倾泻出
祥和的光芒，看得人恍惚、出神，却又份外
的轻松、陶醉。

伴随着月光，我一夜好眠。梦里，我仿
佛回到了两千年前的西昌，“清风雅雨建昌
月”，这轮空灵的明月，在古老的丝绸之路上，
潇潇洒洒了无数个春秋，在马帮的驼铃声中
摇晃了千年，沉淀了漫长俗世纷繁的尘埃，
一直照耀着古老的西昌城。

“秦时明月汉时关”，如今散发着蓬勃朝
气的现代化都市，依然流淌着古韵。

     中秋“团圆馍馍”
|| 中国航发黎明　李雁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
又到中秋，勾起我对家乡中秋的回忆。临潼
的每个秋天，硕果累累。院子里那棵几十年
的大枣树上红红的枣儿坠着想要落地，母亲
就开始准备一家人的中秋“团圆馍馍”。

天刚亮，母亲就起床干活。她从面缸
里拿出搁置的酵头，用温水捏碎，往里打鸡
蛋，再和着面粉揉成团。醒上半天功夫，擀
成六七分厚的面饼。机灵的大哥早已爬上枣
树，用竹竿打着，院子里下起了“枣子雨”，
我和妹妹提着小筐欢快地捡着，枣子不停地
落在身上。父亲将枣洗干净上屉笼蒸，十几
分钟后拿出淋上蜂蜜交给母亲。母亲在面饼
中间用搪瓷碗扣出圆圈，就吩咐身为“烧火
丫头”的我来帮忙。

烧火是有讲究的。我抱来一捆麦秆，引
火后，就开始拉风箱。慢慢地往里送着麦秆，
始终保持灶膛是中火。母亲用油刷子把锅底
刷上油，开始放馍烙。上下翻面，边烙边撒
芝麻。待灶膛尚有余火时，停止翻动，把
用蜂蜜泡过的熟枣镶嵌在馍中圆圈
上。依次成圆一圈
圈放枣，间隔均匀，
大大的馍馍瞬间变成了
“披萨饼”。盖上大木锅盖，蒸
汽缓缓透出，用小火慢慢煨熟，母亲这张直
径约为 0.7 米的“团圆馍”就出锅了。面香
四溢，不断刺激着我们几个孩子的味蕾。

月亮升起来了，传统的祭拜开始了。母
亲在院子的石榴树下摆上香台，台上供上香
案，“团员馍馍”隆重地摆在中间，旁边是
祭拜的瓜果、“红星软香酥”之类，被父亲

切成莲花形状的西瓜也端上了案台。母亲召
集孩子们“祭月”，父母虔诚地祈祷着，我
们也都各自许愿。祭拜结束，母亲将馍馍切
成窄块扇形，分给每人一块。在奶牛厂工作
的小叔还未下班，母亲也会想着给他留出一
块儿。我们大口朵颐，兼顾忙着抠出彼此馍
馍里的蜜枣，打闹声、欢笑声在柔柔的月光
下久久回荡……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如今，在
沈阳工作，故乡虽渐行渐远，但那些带给我
儿时欢乐的中秋事物，还有“团圆馍馍”的
记忆却日渐清晰。

在他乡，前行的步履匆匆，但唇齿间母
亲做的中秋馍馍的面香让我偶尔静心停驻，
回首流年，最终在时光里慢慢发酵。今夜在
月光下，想起家乡的小院，还有院子里的大
枣树，依稀可见树下母亲烙馍馍的身影，一
种温暖的记忆在心里荡漾……

奶奶的五仁月饼
|| 一心

|
如今过中秋，当你在商场里逛逛，就会发现月饼的

种类越来越丰富，让人眼花缭乱。我在买月饼时，总会
尽量根据家人喜好每个口味买几块，但我心底最爱的依
然是传统的五仁月饼，因为这是奶奶曾无数次为我做过
的一种月饼馅，更是我童年记忆里难忘的美味。

小时候过中秋，看着别人家孩子吃着美味的月饼，
我的心里又馋又痒。因为做月饼的材料，核桃仁、葡萄干、
杏仁，在当年都算得上珍贵食物，当时家里的日子并不
宽裕，是无论如何也买不起这些材料的，可这并不能难
倒奶奶。记忆中我们家的院子很大，当时种了各种果树，
到了秋天硕果累累，这些果实也就成为奶奶做月饼的原
材料。至于芝麻和花生，奶奶再去别人家要一些，月饼
的材料也就基本备齐了。

奶奶做月饼时，先把花生仁、核桃仁、杏仁、芝麻
全部放到锅里，用小火炒熟再凉一会儿，然后把它们一
起装到干净的棉布小口袋里，扎紧口放到面板上，用小
擀面杖在口袋上面来回辗压，用不了多长时间，口袋里
的食材就全变成粉末状，然后往里面加上些红糖，月饼
的馅就算大功告成了。

奶奶把早早和好的面，揉到表面光滑，这过程就像
变魔术似的，面团在奶奶手里成为一个个大小均匀的面
剂子，再擀成薄厚一致的小圆饼，然后就可以开始包馅了。
每次我看得手痒，比划着要帮奶奶一起包，可是我的技
术太差，擀出的面饼不圆，害得奶奶还要重新再擀一次，
但慈祥的她，不但不责怪我，还耐心地教我怎样才能擀圆。

包好馅，把整个面饼放进用木制刻着图案的月饼模
子里，再用手轻轻挤压，让它变得平整光滑，然后再把
模子反过来，猛地一敲，月饼就自己“蹦”了出来，月
饼面皮上面就印上了精美的花纹。|

接下来，把油烧热，把月饼放进去，小火慢慢煎，
煎到月饼两面呈现出金黄色，美味的五仁月饼就做好了。
虽然奶奶早就说过，月饼要等到八月十五晚上，拜过月
亮神以后才能吃，但年幼贪吃的我，哪能忍得了口腹的
煎熬，早早趁奶奶不注意偷偷拿一个，躲起来慢慢品尝。
那时，总以为躲过了奶奶的视线，暗地里洋洋自得，现
在想起来，她老人家怎么会不知道，只不过睁一只眼闭
一只眼，满足我这“小馋猫儿”罢了！

中秋年年过，月饼年年吃。现在人们物质水平越来
越高，品种丰富、美味可口的月饼比比皆是。岁月流逝，
但总有些东西和往事，沉淀在心底，一如奶奶做的五仁
月饼，奶奶的微笑，让我念念不忘。

|| 航空工业千山　穆斌
||||
最近，空气里弥漫开一股桂花的

清香，丝丝缕缕，若有若无，随风飘曳，
沁人心脾。

入秋后各种植物开始衰败，唯有
桂花树，仍然生机盎然。四季常青的
叶子，墨绿墨绿，拨开枝叶，你会惊
喜发现，无数的细小花朵蹦进你的眼
帘，惹得你心房澎湃。那些叶间散落
的小黄点、小白蕊，簇拥在一起，长
在枝节的叶腋处，发出阵阵幽香。香
气就是从这或黄或白的小花蕊中散发
出来的，弥漫了空气，沉醉了路人。

“叶密千重绿，花开万点黄。”桂
花之香，无需走近，十里飘香。信步
走走，一路上，金桂深黄若金、银桂
洁白如玉，人就如同浸润于氤氲缭缭
的花海香气之中，那动人心魄的香味，
成为金秋嗅觉最美的记忆。

绿荫树丛中不经意之处，你随处
感受暗香浮动，花入衣怀。无意争胜
的桂花，只露些淡影半启羞颜，在绿
叶下悄悄掩映，但那种清香，挥之不去，
那种清香，占人梦乡。

“中庭地白树栖鸦，冷露无声湿桂
花。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
家。”桂花香，不造作，不张扬，不轻
狂，恬淡含蓄，清幽细雅，那种似有
似无的弥漫，让你不停地探寻，探寻
那最浓之处，却仍是清雅。也许，这
就是爱她花香的原因，她不咄咄逼人，
在无声无息之中，潜入你的鼻息，让
你心平气和地接受并喜欢。

今天，久雨初晴，满园飘香，枝头，
花艳。

桂花香中，方知芳华无情，岁月
无恙，要学会了以悠远之心去领受当
下，清醒地沉醉着，幸福地生活着。

这，就是生活带给我们的魅力 ：
无论春夏，还是秋冬，只要心怀喜悦，
日子总能在琐碎中过出新意，过出诗
意……

金秋桂花飘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