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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節，在我們家鄉叫做八月十五，
是僅次於春節的傳統節日，是趕上莊稼
相繼成熟的節日，是能從大自然的饋贈
裡獲取新鮮食材的節日。中秋時節的鄉
村，秋意已經深濃，放眼望去遍地金
黃，碩果纍纍，五穀雜糧已經在秋風的
吹拂下進入收穫的季節。
中秋時節的家鄉是忙碌的也是喜慶

的，隨着雲朵的升高，秋風的乍起，豐
收的喜悅一下子就湧進了農家的籬笆小
院，這個時候的村莊是香氣四溢的，是
忙碌充實的，是團圓幸福的。
七月十五棗紅圈兒，八月十五棗落杆

兒。其實還沒有到八月十五，家鄉院子
裡的棗子就比賽似的紅透了身子，一顆
顆像紅紅的小燈籠吸引着孩童的眼球，
一陣秋風過，熟透的棗兒就掉落了一
地。家鄉的棗兒皮薄肉多，吃到嘴裡甜
脆可口。那甜甜的味道，不僅甜醉了每
個孩童的味蕾，還甜醉了中秋飯桌上的
酒杯。

中秋時節的家鄉，連果園都變得芬芳
四溢起來，一片接一片的果園恍若裝扮
一新的少女，穿着五顏六色的裙子，在
秋風裡跳起美麗的舞蹈。遠遠地就嗅到
了果子的香甜，羞紅臉的蘋果，黃澄澄
的梨子，黃綠相間的桔子，一個比一個
飽滿，一個比一個香氣撲鼻，就那麼招
搖的掛在枝頭，勾引着路人肚子裡的饞
蟲。
田野裡到處都是飄飛的草帽和飛舞的

鐮刀，掰玉米，收花生，刨地瓜，割大
豆……所有的農活都有條不紊地進行
着。笑紅臉的高粱，鼓起肚子的玉米，
飽滿圓潤的花生，裂開嘴的棉桃……所
有的莊稼都散發着成熟的味道，散發着
誘人的清香。
這個時節就去鄉下過中秋節吧，熱熱

鬧鬧的村莊到處都是隨手可取的食材，
新摘的花生可以做鹽水花生，新鮮的玉
米煮熟了香氣撲鼻，煮熟的毛豆青翠喜
人，新摘的水果香脆可口，還有河塘裡

游來游去的魚兒，肥美誘人，自家養的
公雞或燉或煮，香氣四溢，自家做的月
餅甜而不膩，百吃不厭。就這樣沉醉在
鄉村的美好裡，沉醉在那些食物所帶來
的味道裡。
中秋時節的家鄉，天是藍的，水是綠
的，雲朵是潔白的，陽光是金黃的，連
空氣都是清爽的。房前屋後，田間地
頭，到處都是誘人的食物的味道。一家
幾口，在團圓的日子裡，品嚐着農家原
生態的美食，看着堆成山的花生玉米，
一種幸福和滿足就在涼爽的空氣中飄
散，飄散進村頭的小河裡，飄散進歲月
深處的記憶裡。
不管你是遠離家鄉的遊子，還是家鄉

裡常住的居民。中秋時節的家鄉總會讓
你陶醉，總會叫你難忘，總會讓你留下
美好的回憶。家鄉的中秋節是四季裡最
美的季節，美得天高雲淡，美得秋高氣
爽，美得像一幅山水畫，就那麼靜靜地
掛在那裡，任憑風吹雨打卻永不褪色。

中秋節整理舊物，忽然從書櫃角落翻出一大疊
老照片和信札，還有一套印行於1930年代的「燕
京八景」明信片。這是父親的藏品，共十張，其
中八張分別是太液秋風、瓊島春陰、金台夕照、
薊門煙樹、西山晴雪、居庸疊翠、玉泉趵突、盧
溝曉月，另兩張是序言和詩賦。雖然畫面色澤已
暗淡，仍覺挺珍貴。久聞北京作為著名古都，早
在金代文人們就醞釀、命名、歌詠「燕京八景」
了，到清乾隆年間已聞名於世。毋寧說，這蔚為
大觀、格局高雅的「燕京八景」，大大提升了京
畿的知名度和美譽度，對後來北京景點佈局也產
生不小影響。
古八景，是中國特有的文化現象。幾乎每座城

市，都有自己的「古八景」。此一現象萌生於先
秦、發跡於魏晉、成熟於唐宋、鼎盛於明清。明
清時期全國上千個州縣都有自己引以為傲的「古
八景」，掀起一股「八景文化熱」。今天看來，
「八景文化」擁有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濃縮了
當地人文遺蹟和自然景觀，凸顯出濃厚的家國情
懷和天人合一傳統觀念，文化意義不容小覷。
中原是華夏文明重要發祥地，中原各地的「古

八景」都很有品位。七朝古都開封明代就形成
「汴京八景」：繁台春曉，鐵塔行雲，金池過
雨，州橋明月，大河濤聲，汴水秋風，隋堤煙
柳，相國霜鐘。清乾隆年間，刪去「大河濤
聲」，增添「梁園雪霽」；「金池過雨」改為
「金池夜雨」；「汴水秋風」改成「汴水秋
聲」；「繁台春曉」改成「繁台春色」，這「汴
京八景」至今傳唱不衰。一些海外華僑還專門衝
着「汴京八景」來開封尋古探幽哩！
鄭州是擁有6,000年歷史的中國八大古都之一，
史上曾五次為都，全市擁有不可移動文物近萬
處、世界文化遺產2處、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74處。還是中華始祖軒轅黃帝和古代哲學家文學
家列子故里。明清時形成的鄭州古八景是古塔晴
雲、圃田春草、梅峰遠眺、汴河新柳、鳳台荷
香、龍崗雪霽、海寺晨鐘、卦台仙境，如今這八
景舊址尚存，也留有古代繪畫和記載。
「古塔晴雲」遺蹟在今鄭州市第一人民醫院

內，塔名開元寺舍利塔。清代鄭州知州張鉞詩
曰：「擎天一柱映斜日，高造浮屠上入雲。伊孰
當年藏舍利，煙嵐雨後色平分」，抗戰時該塔被
日軍炸毀。「圃田春草」遺蹟在今管城區圃田
鄉。張鉞詩云「藪澤平鋪嫩帶煙，偶經酥雨倍芊

綿。年年佔得春風早，懷古重吟甫草篇」；「梅
峰遠眺」在今鄭州西南30多里的梅山，張鉞詩
曰：「遠近群瞻卓筆欣，無心出岫忽升騰。鴿王
離怖梵天近，五色蒸霞繞上層」……由此可見，
張鉞這位清代鄭州父母官，堪稱一位勤勉有為、
愛民如子的「詩人市長」！如今鄭州正大力彰顯
人文特色，充分發揮區位優勢，打造交通物流和
航空中樞，向國際化都市邁進。
地處黃河北岸、太行南麓的河南溫縣，古稱

「溫國」和「蘇封之地」，是著名謀略家軍事家
司馬懿故鄉。古溫國所轄今天的獲嘉、武陟、修
武、沁陽、博愛、孟州、溫縣和濟源市。溫縣土
地肥沃、水源充足，向為糧食大縣，自古有「蘇
封八景」之說，即：子城秋月、平皋夜雨、宣塚
夕陽、司馬故城、郭熙墨跡、陳氏文堂、巨麑古
墓、虢仲高台。至清代，「蘇封八景」改成：子
城夜月、平皋秋雨、晉城曉望、聯珠獻瑞、鋤槐
暮鴉、金雞司鑰、宣塚夕陽、農澗煙樹。予觀
乎，這「蘇封八景」彰顯了溫縣的地理優勢和地
方特色，思想健康、格調樸實，不乏正能量。
位於豫南的新蔡是擁有 4,000 多年建城史、

2,500多年建縣史的人文大縣。千百年來先民們創
造了輝煌的古代文明，也留下許多優美傳說，明
朝的「新蔡古八景」曾四處傳誦。有一首詩云：
「官津晚渡似仙境，姜寨春耕鳥和鳴。澗頭細雨
沙沙響，龍口新晴日更紅。戚橋陳柳綠蔭碧，勝
泉清流潺潺聲。九溝漁唱滿載歸，三汊波灅流向
東。」詩中每一句的前四字，聯起來就是新蔡的
「古八景」，可謂有典有故、圖文並茂，讀罷心
馳神往。
古八景也隨着歷史沿革與時俱進。天府之國成

都，有22公里長的沙河穿城而過，風光秀麗，成
都自古有「沙河八景」之說，這八大景點猶如顆
顆珍珠，點綴在蓉城的綠色長廊上。進入新時
期，「沙河八景」根據時空變化做了更新，2002
年成都市集中專家和市民意見，確定了新的「沙
河八景」：北湖凝翠、新綠水碾、三洞古橋、科
技秀苑、麻石煙雲、沙河客家、塔山春曉、東籬
翠湖，為成都增色不小。
「仁者樂山，智者樂水」。位於大西北的蘭

州，風景壯麗，五泉山有瀑布勝景，拂雲樓可俯
瞰黃河，泛舟小西湖最為愜意，登馬銜山賞梨花
競艷。「蘭州八景」便是：五泉飛瀑、蘭山煙
雨、白塔層巒、梨苑花光、河樓遠眺、古剎晨

鐘、虹橋春漲、蓮池夜月。這「蘭州八景」令多
少蘭州人夢繞魂牽、沒齒難忘啊！誠如清代畫家
何海樓所作《龍泉瀑布圖》的題詩：「蒼崖百丈
瀉飛泉，可是驟龍乍吐涎。誤認光明一段錦，回
波漩伏瀑珠穿。」
嶺南重鎮廣州，自古人文薈萃，宋代起就有

「羊城八景」，且代代更新。近年來廣州變化一
日千里，原有「羊城八景」已跟不上形勢。2001
年8月，廣州市發動社會各界評選新的「羊城八
景」，一時風雲際會熱火朝天，有62萬市民參與
投票，翌年終於選出「新世紀羊城八景」——
「雲山疊翠」、「珠水夜韻」、「越秀新暉」、
「天河飄絹」、「古祠流芳」、「黃花皓月」、
「五環晨曦」和「蓮峰觀海」。一經公佈，好評
如潮。
東方之珠香港也曾有「八景」、「十景」說。

舊香港八景是：旗山星火、仙橋霧鎖、赤柱朝
曦、鴨洲帆影、宋台懷古、扶林曲徑、浪灣水
軟、鯉魚夜月。隨着時代變遷，現在流行的新
「八景」是：旗山星火（太平山觀燈）、赤柱晨
曦（赤柱半島看日出）、淺水丹花（淺水灣美
景）、虎塔朗暉（虎豹別墅白塔晨色）、快活蹄
聲（快活谷看賽馬）、鯉門月夜（鯉魚門觀賞維
港月色）、殘堞斜陽（夕照下的九龍城古韻）、
宋台懷古（啟德機場邊宋王臺公園懷古）。1997
年回歸後，港島又推出「新十景」：天壇大佛、
山頂廣場、中區行梯、半島酒店、美孚填海、九
龍城寨、黃金海岸、科技大學、紅山半島、新機
場，凸現香港現代風貌。但文采稍顯遜色，有待
提升。呵護香港世代繁榮，暴亂之後的今天，更
是國人神聖使命。
中華傳統文化豐富多彩光艷照人，文采斐然的

「古八景」堪稱文學大觀園中一朵奇葩。縱觀各
地「古八景」，令人讚歎、值得回味。雁翔詩
云：

八景佳話滿神州，
文采斐然著風流。
中華勝境千千萬，
春山如笑登瓊樓！

話說屯門歷史非常悠久，距
今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時代中
期，屯門地區的龍鼓灘等地已
有先民聚居，及至漢朝時，屯
門已有與製鹽相關的商貿活
動；在南北朝時，傳說杯渡禪
師乘杯渡海至青山修行，創立
杯渡寺（現稱青山禪院）；唐
代設屯門軍鎮，此地屬安南都
護府，設邊防軍駐守，「屯
門」之名亦由此而來，意為
「屯兵之門」；《新唐書》卷
四十三「地理志」有所描述：
「有府二：曰綏南、番禺；有
經略軍，屯門鎮兵」，此為本
港地名首次出現在中國文獻之
中。
至五代南漢時，設靖海都

巡，在山麓建設軍寨；至宋代
時置巡檢司，負責緝捕海盜；
至明代時建墩台及汎房，分別
派兵駐守，明武宗正德九年
（1514年），葡萄牙王國佔領
當時屬東莞縣的屯門，且設立
營寨，正德十六年（1521
年），廣東海道副使汪鈜在海
戰中擊敗葡人重奪屯門，史稱
「屯門海戰」。
至清代時設屯門寨，建墩

台，清末改屬新安縣，1866年
（清同治七年）的《新安縣全
圖》，當時屯門標為「田
門」、青山標為「清山」；一
張 1868 年的英國政府新安地
圖，屯門當時就稱為「團
門」，內有「黃家圍」、「青
甎圍」、「清山」等，現時稱
為皇家圍、青磚圍、青山。
清政府與大英帝國簽訂《展

拓香港界址專條》，屯門納入
英國殖民地範圍，在英國所編
制的地圖，屯門地帶有清山
（青山），故此屯門區以前為
青山區；於上世紀60年代，港

府計劃在青山區及其填海區建
青山新市鎮，後青山區易名為
屯門區，新市鎮更名為屯門新
市鎮。
查實新墟就在屯門河谷以南

與青山灣海濱海，最初由宋、
賴、許等三家開村，其後雜居
各姓人氏，遂變成「百家
村」；在1899年，英國人進佔
新界之時，屯門僅有大約250
人，集中在屯門舊墟，多以捕
魚、耕種為生，同年5月屯門歸
屬元朗約；翌年屯門新墟發展
為市集；至民國時期，曾有
宋、賴、許、陶、鄧幾家集資
興建「同慶堂」，此為公家物
業，供村民辦理各種祭祀與喜
慶活動。
由於鄰近青山公路元朗屯門

段（1914年通車）及青山灣，
新墟得水陸地利，一直為舊屯
門商業活動中心；屯門河谷各
村至龍鼓灘及掃管笏等地人氏
常聚集新墟從事買賣；直至上
世紀中期，新墟仍為屯門重要
市集，屯門第一所銀行於新墟
擇地開業，足見新墟商業地位
之高；新墟在抗日戰爭期間興
辦義學，由寄讀於青山灣梁園
的廣州嶺南大學附屬中學的學
生任教，新墟於上世紀60年代
重新發展，至80年代受政府發
展屯門新市鎮影響，將「新墟
村」遷往青山公路何福堂側現
址。
紅橋為屯門商住區，在屯門

新墟以北的屯門河東岸地帶，
即井財街北段一帶，源自此處
有兩條紅色行人天橋，一條橫
跨屯門公路，另一條橫跨屯門
河；紅橋非正式地名，僅為約
定俗成的名稱，在此處經營的
「虹橋酒樓」乃得名自「紅
橋」。

■葉 輝

屯門舊墟與新墟

中秋時節家鄉美

歷史與空間 書若蜉蝣

■楊麗麗

■馬承鈞

豆棚閒話

香遠益清真君子

■尚慶海

■成志偉

探訪「古八景」

那年的月餅

炎炎夏日，當人們酷暑難耐時，那聖潔
美麗的荷花，卻迎着爐火般的驕陽，在神
州大地的塘坳湖泊盛開怒放，給人間帶來
無盡的歡愉和醉人的芳馨。
荷花，又名蓮花，亦稱芙蓉，是我國民

間約定俗成的十大名花之一。一億三千五
百萬年之前，在亞洲和大洋洲的許多水
域，就有蓮屬植物發生，是地球上最早的
被子植物種屬之一，被稱為活化石。在原
始人類進化生存中，發現荷花不僅好看，
其野果與根節還可食用，且甘甜清香，安
全無害，它便成為我們的祖先維持生命的
重要食物之一。約在西周至春秋戰國時
期，荷花從野外被引入到人工栽培的田間
沼澤，變成人類不可或缺的家養植物之
一。如今，幾乎在我國東南西北的任何地
方，都能見到這種人見人喜的可愛花卉植
物。
荷花自古以美麗著稱，是最受國人鍾愛

的觀賞植物之一。杭州西湖歷來被公認是
觀荷的絕佳景區。南宋著名詩人楊萬里寫
道：「畢竟西湖六月中，風光不與四時
同。接天蓮葉無窮碧，映日荷花別樣
紅。」寥寥二十八字，形象生動地寫盡了

西湖荷花盛放時的炫目美景。北京賞蓮，
圓明園、蓮花池、頤和園、龍潭湖、紫竹
院均是好地方。每到揮汗如雨的季節，我
都要扛着「大炮」（攝影界對長焦單反照
相機的俗稱），到圓明園和蓮花池，為新
一屆的荷花仙子們，拍下嬌媚的倩影。看
看身旁，老的少的，男的女的，南的北
的，中的外的，有多少蓮迷，在烈日烘烤
下，一邊流汗一邊尋覓，給自己最為心儀
的紅蓮、白荷，留下永久的艷照；吃苦受
累，也心甘情願、樂在其中。前些年，我
曾在圓明園拍到極難一見的珍罕並蒂蓮，
2019年則拍到一千年前留存下來的古蓮子
復活所綻開的艷花，真是千古奇跡啊！她
們的照片已成我照相簿裡的珍藏。
荷花受世人愛慕，不只因為美麗，還在

於它有高雅脫俗的優良品格。北宋理學家
和作家周敦頤的名著《愛蓮說》，千百年
來傳頌不止，今天仍是莘莘學子必修的經
典。文中讚歎荷花：「出淤泥而不染，濯
清漣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遠
益清，亭亭淨植，可遠觀而不可褻玩
焉。」據於此，他認定荷蓮是「花之君子
者也」。這些膾炙人口、永垂史冊的精準

描繪與評價，賦予荷蓮以人類應備的優良
品格特點，征服了人同此心的古今胞澤，
使荷蓮象徵君子的聖靈形象，深深地刻印
在一代代中國人的心中。
其實，僅僅出污泥而不染，不貪不腐，

飄然高逸，固然應該肯定；但無所作為、
碌碌度日，不能造福於民，還不算是做人
的最高境界。荷蓮的可貴，更因為它有無
私奉獻的英雄義舉。它不僅美麗聖潔，而
且渾身是寶。藕和蓮子可以供人食用，營
養味美；葉、梗、蓮蓬、花蕊均可入藥，
具有養心安神、益腎、補脾的功效。荷花
赤條條地來到人間，只需污泥這樣的低劣
生存條件，卻長得亭亭玉立、美若天仙，
讓人們賞盡妍麗。最後，還把一塵不染的
潔淨玉體，無條件地、完全徹底地奉獻給
了人類，這是一種多麼寶貴的偉大精神！
要以荷花為師，這種精神第一重要！
要求於人的甚少，奉獻給人的最多，冰

清玉潔、超凡脫俗，這是荷花的崇高品
格，亦是人間真君子應具的基本品格。有
這樣品格的人，才不枉來人間走一遭，才
能香遠益清、留芳大地，為世人所感佩和
銘記。

我小時候，物資特別匱乏，月餅在當時是
奢侈之物。那年中秋節，母親買了一斤月
餅，要送給外公外婆。
母親忙，給外公外婆送月餅的重任就交給
了我和三哥，我們二人小心翼翼地拎着一斤
月餅，趁路上沒人，就把月餅湊到鼻子跟
前，隔着包裝紙使勁嗅兩下，月餅那種又香
又甜的味道浸入肺腑，讓人欲罷不能。
到了外婆家，外婆當着我和三哥的面拆開
包裝，硬塞給我們一人一個月餅，看着黃燦
燦又圓又大的月餅，想像着月餅裡面包着冰
糖、花生仁、核桃仁、瓜子仁和青紅絲的
餡，就忍不住流口水，外婆讓我們吃，我和
三哥說捨不得，要留着回家慢慢吃。
把月餅裝進口袋，用手摀住口袋口，生怕

月餅會飛了似的。我和三哥在半路上誰都沒
有說要吃掉外婆給的月餅，往年母親都買二
斤月餅，自己家要留一斤，晚上祭月亮，祭
完月亮我們一家子每人半塊，坐在院子裡一
起吃月餅。今年母親就買了一斤月餅，給外
公外婆送去，十五晚上家裡沒有月餅祭月
亮，這兩個月餅正好可以祭完月亮，和父母
還有姐姐哥哥一起吃，關於怎麼分都想好
了。
母親看到我和三哥當寶貝帶回來的兩個月
餅，說：「外婆讓你們吃，咋不吃？」三哥
說：「咱家沒有月餅，十五晚上咋祭月

亮？」我說：「我想和爹娘還有哥哥姐姐一
起吃月餅。」母親聽了，眼角濕潤了。
十五晚上，母親還和往年一樣，在院子裡

擺上小方桌。母親為了彌補內心的愧疚，把
家裡能做祭品的食物全都擺在桌子上，兩個
月餅放在一堆祭品中間，焚上香，又燒了些
紙錢。祭完月亮，母親說：「月餅可以吃
了。」一家子八口人，只有兩個月餅，母親
一時不知道該怎麼分，我和三哥自告奮勇來
分月餅。我和三哥一人拿起一個月餅，先把
月餅一分為二，再二分為四，每個人只有很
小的一塊，我和三哥陸續分給父母和哥哥姐
姐。父親和母親拿着一小塊月餅卻不吃，說
這月餅是我和三哥省下來的，他們要把他們
的那份獎賞給我和三哥。我見狀，把落在剛
才掰月餅時墊在下面紙上的碎屑倒進手心，
說：「這才是最完美的獎賞！」說着，一口
吞進嘴裡，很誇張地嚼着，表現出一副心滿
意足的樣子。三哥也學着我的樣子，說：
「對對。」
其實關於掉落在紙上的月餅碎屑，是準備

沒有人的時候自己再偷偷吃掉的，當時見父
母不肯吃他們的那份月餅，一急之下，就顧
不上怕人笑話了。
中秋節全家人能坐在一起吃月餅，賞明

月，團團圓圓美美滿滿的，即使清貧也幸
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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