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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乡的中秋童谣
陈汝雄

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快到了，身在
茂名的自己，“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
节倍思亲”，思念亲人，想念家乡，怀念儿
时家乡的月亮，常常令我想起儿时经常
唱的那首童谣：“月光光，照地堂。地堂
暗，跌下坎。坎上一米（根）针，捡起做观
音。观音门口一口塘，八只鱼呢八尺长
……”这首当年我们粤北客家地区人人
儿时“口”熟能详的客家童谣，至今仍深
深地烙在我的记忆里，每每回想起来仍
能朗朗上口。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出生在粤
北农村，记得儿时过中秋，除了能品尝到
一年中难得一见的月饼、柚子等赏月食
品外，印象最深的是，到了中秋佳节那天
晚上，圆月初上，村里家家户户拿着一两
张草席，来到自己生产队里的晒谷场，铺

垫好，全家人围坐在一起，席地赏月。大
人们坐着聊天，畅谈一年的好收成，或家
长里短地闲聊；我们小孩子们则不停地
任性玩耍，玩累了就或躺或坐在草席上，
仰天长望，望着一轮圆月，从十公里开外
的远方山顶上冉冉升起，月光皎洁，照耀
大地，照在我们这块辽阔肥沃的盆地
上。中秋之夜那明亮的柔和月光伴着习
习的凉爽秋风，让人感到无比惬意，每家
每户男女老少团聚在晒谷场的草席上，
分享着这简单的幸福和充满亲情的快乐
时光。

我们望着天上的圆月，一边吃着月
饼和柚子等，一边说说笑笑，东拉西扯，
此时，听到有位年纪稍大些的女孩起头
念起了家乡的客家童谣：“月光光，照地
堂。地堂暗，跌下坎……”我们高兴的跟

着念了起来，念到后面有的小伙伴不熟，
或念错，或断句子了，身旁的大人会及时
提醒，或接上后面的句子念下去，小孩们
也自然跟随着念下去，那温馨祥和、其乐
融融的场景，至今仍历历在目，终生难
忘。

小伙伴们还在不停地念着别的童
谣，或教着更小的弟妹们在念。我念累
了，索性躺平在草席上，凝望着满天星
空，望着又大又圆又亮的月亮出神发呆，
幼小的心里泛起无限的遐想，总以为，远
山上的月亮那么圆那么美，远山外面的
世界该是更美吧？

儿时的中秋总是在无忧无虑、纯真
快乐中度过，那简单的快乐很容易得到
满足，而对月宫的好奇，对月光照耀下远
山外面世界的向往，却一直伴随着自己

的整个童年。
自从长大离开家乡来到茂名读书工

作生活后，我早已把茂名当成了第二故
乡，四十多年来虽在清明或春节常回家
乡，却未曾再在家乡过过中秋。月是故
乡明，这种情愫一直怀揣在我心里，儿时
家乡的月亮也总装在心底。可时光流
转，岁月流逝，而今物是人非，当年在晒
谷场上赏月的那些大人们大都已经作古
了，当年的小伙伴们也惭惭步入了老年，
且难得相见。身在异乡的我，每年中秋
佳节来临，总会情不自禁地想起家乡的
亲人，想起家乡的明月，想起家乡那首永
驻心底的客家童谣，在“天涯共此时”之
际，只能用生疏了的家乡客家话在心里
默默地一遍遍念叨：“月光光，照地堂，地
堂暗，跌下坎……”

风起云涌
（之五）

许向东

南 中 在 打 铁 街 尾 ，开 办 才 十
年。学校大门口向南，种有两棵大
榕树。校舍呈棋盘型，四周是教室
和学生宿舍，中间四栋建筑物，三栋
平房是教室和教师住宅，一座原是
专门供奉邓、江、许、陈、周、张六姓
风水神位，后改为校长主任室和图
书室的两层楼建筑。民国初年兴建
南中，因校董事会成员大多是六姓
人士，南中选址便顺理成章选择此
地。六姓神位依旧供奉在此，但楼
上的厢房分别改作校长室和教导主
任的住房和办公室，一楼则用作图
书室。学校新建筑风格以中式古典
为主，略带一些西洋风格。学校东
面有个叫观音塘的大水塘，据说寓
意墨池，利于学生专心读书，获取功
名。西面校舍外种有三排凤凰树，
再往下是一个广阔的大操场。操场
下去不远是白沙河。

那天与张耀垣商议取得共识后，
第二天一早，深眼梁找他的两个得力
手下正副教导主任梁传文、梁一峰如
此这般地布置一番。

梁传文和梁一峰一高一矮，都是
本区兰石乡人，出身大地主书香世
家，在高郡学堂读过几年。转换民
国，长时间找不到去处。深眼梁当南
中校长，就将他们二人揽于手下，后
聘为正副教导主任。二人自然对深
眼梁感恩不尽，言听计从，成为深眼
梁治校的哼哈二将。深眼梁要在学
校实施什么计划或整治哪些个不听
话不顺意的老师和学生，往往都授意
给他们，由他们出面。于是二人也就
成为深眼梁的打手。当然即使他们
做了一些犯规矩不地道的事，深眼梁
也会睁一眼闭一眼，袒护包庇。他们
也就狐假虎威，为所欲为。因此，一
般老师和学生对他们自是敢怒不敢
言。前段，风闻校内一些老师到县城
参加一些进步活动，两人又是在教务
会议上含沙射影地训斥，又是个别谈
话警告，让老师们要“小心自己的饭
碗”。一些学生在宿舍看一些进步书
刊，被他们发现了，把书刊没收了不
算，还责令这些学生在早操大会上检
讨，警告要开除学籍，“下不为例！”因
此，师生们对此二人又恨又怕。

尤其是那个梁传文，他最瞧不起
家庭贫穷的学生。一些穷学生因为
无法交米钱在食堂开饭，带一些番薯
咸菜之类来校内煮食，被梁传文发
现，他用其乡下的黎话（即海话）破口
大骂，用他的文明棍将学生的盘钵打
烂，还对学生进行体罚甚至打几个耳
光。他在大会上训斥学生：“若连在
食堂开饭的钱都没有，就不要来南中
来读书”！曾经有学生偷偷地在在校
内告示栏上贴出讽刺梁传文的打油
诗字贴，梁传文见到，在全校学生大
会上大发雷霆，咆哮：“如果查出来，
我要碎他的骨头！”。因为贴字条的
学生始终查不出来，此事只好不了
了之。

对梁深眼的布置，梁传文和梁一
峰自是没有二话。

翌日早上，茂南中学上课钟声
响后，朱也赤和杨绍栋来到茂南中
学会见梁深远。刘竹虎则到造腾
和阮博去联络知识青年，调查乡村
情况。

朱杨二人来到学校大门口传达
室，由校役向校长通报过姓名后，深眼
梁领着教导主任迎了出来：“不知朱主
委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失礼失礼！”

“你们教务繁忙，无须客套。”朱也赤
道。

“虽然一直不认识，但您学富五
车，是本县有名才俊，在省立九中读书
时就名声在外。您的名字鄙人早已如
雷贯耳。国民革命军收复南路，您就
在县里担任要职，公务繁忙，今天有空
亲临敝校视察，实属我校之荣幸，我辈
之荣幸！”

“是的，是的，朱主委光临，为南中
增辉!”教导主任在一旁不住地朝朱也
赤哈腰点头。

“我就是一个‘农民头’，远没有你
们说的那样显要。”朱也赤说。

当 下 深 眼 梁 把 朱 杨 二 人 引 到
二 楼 校 长 室 ，招 呼 朱 杨 二 人 坐
下 ，热 茶 招 待 。 杨 绍 栋 道 ：“ 朱 主
委 来 茂 南 巡 视 工 作 ，我 担 任 茂 南
农 民 运 动 特 派 员 ，今 天 特 来 学 校
看 看 。”“ 哦 ! 原 来 是 这 样 ，原 来 是
这 样 ！”其 实 深 眼 梁 早 就 了 然 此
事 ，却 假 装 自 己 全 然 不 知 ：“ 这 太
好 了 ！ 这 太 好 了 ！”他 言 不 由 衷
地说。

（未完待续）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王乔松老
师响应党的号召，从文化经济繁华的
珠三角，来到文化经济落后的粤西，
再自动请缨到了更偏远落后的化州
杨梅。

王乔松老师多才多艺，执教之
余，喜欢弹琴、粤曲。晚饭后，特别是
夏天，喜欢抱一把琴，在学校门前那
开满火焰般花朵的凤凰树下，边弹边
唱，自娱自乐。这在当时的乡村，实
属新闻，更具浪漫！很快，王老师融
入了当地的文化体育活动中，成了当
地篮球裁判。当年杨梅举行重大的
篮球比赛，常见他戴一顶白色小布
帽，操一口纯正的广州话，含着口哨，
打着犯规或得分的手语，深得球员的
信服和观众的好评。

非常幸运，我读小学六年级，王
乔松正是我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
王老师视我为得意门生，每次作文讲
评，必拿我的习作在班上朗读，然后
点评一番。我毕业离校后，听师弟妹
们说，“逢作文讲评，王老师还时不时
夸你的作文写得好、爱读书。”听罢，
一种感激之情，一种被厚爱之情，暖
遍心窝！

写好作文，除了熟读课文，还须
多读课外书，但乡村小学没有图书
馆。好在王老师藏书多，他给我提供
了足够的课外读物，看完一本，又给
一本，源源不断。记得在王老师任教
的这一学年里，他给我提供了各类学
生优秀作文选，还给我推荐了当年山
药蛋派赵树理的作品，荷花淀派孙犁
的作品，广东散文大家秦牧的作品。
此外，还有《红嫂》《红岩》《青春之
歌》《半夜鸡叫》《林海雪原》《香飘四

季》等等。
王老师自费订了一份《羊城晚

报》，对每期的“花地”栏目，很是欣
赏，他阅后就贴在教室外的走廊上，
供我们阅读。对好文章的精彩部分，
王老师常常用红笔在下面划上浪线，
写下赞语。课余饭后，我和同学们常
常驻足报前，读得津津有味；对老师
打了记号、写了赞语之处，更是看了
又看，读了又读，爱不释手，喜不自
禁，就像蜜蜂扑在花朵上采蜜，久久
不愿离开。有一天，我突发奇思、异
想天开，什么时候我的文章也能发表
在这里呢？

晚自习，王老师坐在讲坛上批改
作业。每改到我习作时，常常把我唤
到跟前，和颜悦色，亲切有加，从遣词
造句到篇章结构的优缺，一一指出。
此外，还写眉批、总评，详尽之至，认
真至极，感人泪下！同时，对圈出的
错别字，要求错一个纠正两行，抄在
作文后；对标出的错病句，错一句要
求纠正两遍，抄在作文后。我自然毕
恭毕敬，一丝不苟，按老师的要求纠
正于作文后。

教室后壁，有一块大黑板，黑板
上方贴着几个剪纸红字“语文学习园
地”。内容有改病句、划分句子成分、
造句、组词、解释、填空，等等。王老
师把这个园地的抄写任务交给我，我
感到无尚光荣，每周抄一黑板，兴致
勃勃，整整一个学年，从未间断。在
抄写中，我的语文基础知识也得到提
高，小学升初中，我以优异的成绩考
上了县重点中学。全班同学的整体
语文成绩，也位列全公社前茅。

最使我难忘的是，有次深夜，我

突发高烧、头痛，忍不住呻吟起来。
同舍同学被我的呻吟声惊醒了，班长
陈亚贵立即跑到楼上叫王老师。王
老师闻声起床，提了热水瓶、拿了发
烧感冒药，匆匆赶下楼来，当即冲了
一包“扑热息痛散”给我喝；然后，又
用“万金油”涂抹按揉我的头部、面
部、手脚等处经络、穴位。渐渐，我微
微出了汗，退了烧，头也不痛了，感觉
舒服多了。王老师神情凝重，像慈父
般守候在我的床前。最后，他摸了摸
我的手脚、额头、脊背，确认退烧了，
无碍了，才放心回去。这时，远远传
来隐约的鸡啼声。瞬间，师恩满满，
师恩悠悠，涌动于心，我鼻子一酸，眼
眶一热，泪水禁不住随之而出！

我也被王老师严厉批评过一
次。王老师是学校的语文教研组组
长，负责《文园文艺》编辑。有次，王
老师叫我和班中两名同学张贴《文
园文艺》壁报。贴到最后，还剩一
稿，刚好是我们班的稿。我擅自撤
了别班同学的稿，把本班同学这一
稿贴上了，正沾沾自喜。王老师来
了，看看壁报，发现了问题，顿时变
了脸色，对我严加批评，并叫我立即
撤下本班这一稿，换回原稿。王老
师批评说，你这是小团体主义，是一
种扩大的个人主义！要不得，影响
团结，影响大局！语气严肃，声色俱
厉。我心悦诚服，甚至希望王老师
多批评我几句。

几十年过去了，这些事情还一直
深深烙在我的脑海中，感动着我，教
育着我，激励着我。今天又一次想
起，情不自禁写下这些，聊作我对王
乔松老师深深的敬意和怀念！

孩提时代，由于家里十分拮
据，中秋节能吃上一个“四头饼”

“五头饼”的四分之一，也就心满
意足了。参加工作以后，每年中
秋节单位都分月饼、水果，也就不
用自己操心了。因此，对中秋节，
我从来很少像对春节那样有一种
盼望、向往以至激情。

不过，倒也有一次例外，令我
久久难以忘怀。

那是在“接受再教育”期间的
一个中秋，农场放假两天。由于
回家有五十余公里，而且当时乘
车十分不便，无奈只好在场里度
中秋。农场因为内外交困，入不
敷 出 ，不 可 能 发 月 饼 、水 果 给 大
家。当时，我们的待遇是每人每
月三十五斤大米指标，八元钱生
活费，而且没有发到个人手上，只
是划入场里的账户。因此，我们
每月只好回家里要几元钱零用，
往往是先使未来钱，常常是口袋
如洗，身无分文，大家称为“带上
黄金去做贼”。虽然有点偏激，但
也从侧面反映了客观事实

中秋节之夜降临了，明亮的
月光下，场里静悄悄的。每逢佳
节倍思亲。我边闷闷不乐地“赏
月”，边静静地想家，心里默默地
祝福亲朋好友中秋节快乐。农场
离圩镇有几公里，场里既没有电
视机，也没有文化娱乐室，筒直是
无处可去。苏轼曾经说过：“小
饼如嚼月，中有酥与饮。”但在这
没有月饼的中秋夜，我只好早早
睡觉了。但是，心里老是觉得缺
少了点什么，辗转反侧，久久不能
入睡。但见月光融融，透过窗口
洒进来，使我很自然又想起了李
白的《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
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
乡”，更激起了思乡之情。到了九
点 多 钟 ，月 光 更 加 皎 洁 ，更 加 动
人，我干脆翻身起床。这时，几个
同病相怜的“战友”，自然而然地
聚在了一起。一位老兄从床底下
拿出了不知从那里弄来 (或许是
偷来的 )的芋头。于是，大家七手
八脚，有的煲芋头，有的煮开水，
我则从箱底拿出一撮珍藏已久的
茶叶，泡了一壶茶。由于茶叶久
存箱底，箱子里又有樟脑丸，所以
冲出来的茶也带有异味。大家边
吃芋头，边“品”茶，边赏月，还自
我 安 慰 一 番 ，暂 时 忘 却 了 烦 恼 。
天南地北神吹海聊一通之后，月
亮慢慢地隐退了，好似不忍心目
睹人间这一幕似的。我们没有钟
表，不过觉得已经深夜了，于是带
着睡意“解散”了。就这样，度过
了一个没有月饼的中秋之夜。

如今，没有月饼的中秋节已
成 为 遥 远 的 过 去 。 这 些 年 ，千
家 万 户 的 月 饼 不 仅 十 分 丰 富 ，
而 且 不 少 人 怕“ 上 火 ”而 对 月 饼
敬 而 远 之 。 从 没 有 月 饼 到 拥 有
各 款 月 饼 、再 到 不 想 吃 月 饼 ，这
是 社 会 的 进 步 ，深 刻 地 揭 示 了
人 类 发 展 、前 进 的 轨 迹 。 中 秋
节 再 也 不 局 限 于 吃 饼 、饮 茶 、赏
月等“传统节目”，人们逛街、游
公 园 、看 电 影 或 者 到 卡 拉 0K 一
展 歌 喉 等 等 。 与 当 年 相 比 ，简
直 不 可 同 日 而 语 ，不 禁 使 我 们
这 些“ 过 来 人 ”感 慨 万 千 ：改 革
开 放 春 风 的 吹 拂 ，令 人 心 酸 的
往事已成为历史。

没有月饼
的中秋节

毛勇强

王乔松老师
陈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