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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人、大侠和妖精

我最爱《月之故乡》

看“西湖七月半”

约定俗成，正月十五看灯，八月十

五看月；西湖性急，迫不及待，七月十

五看月。而杭人“避月如仇”，于是有

了张岱的《西湖七月半》，又于是“一无

可看，止可看‘看七月半之人’”。经他

一看，果然，人竟如是之煞是好看。

好在“装”字，本不看月，却装作看

月；本想看月，却“不作意看月”。尤

其那个和尚更好看，别人是本不看月

却装作看月，他则本想看月又“欲人

看其看月”，和妓女“亦船亦声歌”。

心中有妓欤？心中无妓欤？抑红尘

青灯都看破欤？

“不舟不车，不衫不帻”“呼群三

五”“装假醉，唱无腔曲”之市井顽赖闲

杂，令人始而厌，继而哂，复继而拍案

称绝，看他们“月亦看，看月者亦看，不

看月者亦看，而实无一看”，哇哈，月只

是看，人只是看，不管好看不好看也。

那些“是夕好名”的官爷皂隶、名

娃闺秀也不可或缺，没有他们怎得“人

声鼓吹，如沸如撼，如魇如呓，如聋如

哑”，又怎得由之生发出的好文字，

“篙击篙，舟触舟，肩摩肩，面看面”，

举手之劳，只是将篙、舟、肩、面四个

字使其各自打了个照面，船之多，人

之众，挤挤攘攘之势、争先恐后之状立

现笔底。张老夫子调字遣句，真真如

韩信将兵也。

散场了，文章也将收束之际，“或

匿影树下，或逃嚣里湖”的想看月却

“不作意看月者”方始“舣舟近岸，断桥

石磴始凉，席其上，呼客纵饮”。雅不

敌俗，可见一斑。

袁宏道曾谓西湖“月景尤不可言，

花态柳情，山容水意，别是一种趣味，

此乐留与山僧游客受用，安可为俗士

道哉！”这“别是一种趣味”是留与想看

月却“不作意看月者”受用的。黄山谷

说得好：“天下清景不择贤愚而与之，

然吾特疑端为我辈设。”

八千里路“诗”和月

有一儿歌：“爷立儿走月即走，儿

立爷走月不走，儿太聪明爷太痴，月亮

最爱小朋友。”这儿歌很值得研究，因

为它道出了“月”之所以能够入诗的奥

秘之所在。

如若儿歌里的这个“儿”长到了

柳永那样的年岁，话语就变了，变成

“明月明月明月，争奈作圆还缺。恰

如年少洞房人，暂欢会，依前离别”。

苏轼说得更干脆：“人有悲欢离

合，月有阴晴圆缺。”他这么一说，人

们才悟到了月和人竟是这么贴近。

难怪人愁月也愁，人乐月也乐。人一

乐，也就“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

无月明”了。

月还逗弄人，“绣帘开，一点明月

窥人”。岂止逗弄人，还逗弄花，“云破

月来花弄影”。

论婉约，“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

晓风残月”。

论豪放，“硬语盘空谁来听，记当

时，只有西窗月”。

更有意思的是少年少女偷期密

约，月也掺和到“柳梢头”，致使齐白石

老人也动了诗兴：“人生能约几黄昏”。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

人”，月将陈子昂为之浩叹的“前不见

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古人”“来者”

全照了个遍。照及之处，又有哪个

诗人不为其魂牵梦绕穷思冥想。思

之思之，鬼神通之。张先得之于月，

化蛹成蝶，有为人争呼“‘云破月来

花弄影’郎中”之佳话。而“故国不

堪回首月明中”，“晚凉天净月华

开，想得玉楼瑶殿影，空照秦淮”，王

国维且谓“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

感 慨 遂 深 ”，“ 李 重 光 之 词 ，神 秀

也”。是“词”成就了“月”？是“月”

成就了“词”？抑或是月与诗人互动

后的天人合一？

清人张潮说：“月为天文中尤物。”

“尤物”者，用老百姓的话说：顶呱呱！

梅里美小说《卡门》的故事众所周

知，波希米亚姑娘卡门的形象深入人

心。这次重读，吸引我的是叙述者——

考古学家、侠盗——唐何塞、异域美女

——卡门三人的价值观对比。

1.侠的价值观

《卡门》中的大侠是唐何塞，但真正

依据侠义精神做事情的人却是第一人称

叙述者“我”，考古学家。

考古学家遇到了江湖上有名的大盗

唐何塞，在考古学家的叙述中，这是值得

兴奋的一件事情，毕竟这等人物不是每

天都能遇到的。

“毋庸置疑，我正在和一个走私犯，

也许是一个土匪打交道。但这又关我何

事呢？我很知道西班牙人的性格，我敢

断定，一个和你一起吃过饭抽过烟的人

是没有什么可怕的。有他在场，碰见任

何坏人也是一种可靠的保护。再说，我

也很想知道强盗到底是怎样一种人。

这可不是每天都可以碰得到的。与一

个危险人物在一起，特别是觉得他又温

柔又驯善的时候，总感到有点意思。”

（考古学家的话）

在考古学家的想象中，大盗何塞 ·马

利亚的故事值得称赞；而在唐何塞的眼

中，那不过是个普通人。

“当时，安达卢西亚有一个著名

大盗，名叫何塞 · 马利亚，其事迹真

是脍炙人口。‘没准我旁边这位就是

何塞 · 马利亚。’我暗暗想道。于是

我大谈我所知道的这位好汉的传闻，

全都是颂扬性的，而且对其勇敢和仗

义表示高度赞赏。‘何塞 · 马利亚不

过是寻常人而已。’陌生人淡淡地说了

一句。”（考古学家的话）

考古学家放走了大盗唐何塞，因为

他和唐何塞一起抽过烟、吃过火腿。

考古学家此时遵从的不是所谓的法律

条文、公民道德，而是一种符合人性的

价值观。眼前的这个大盗，传说中他

伤害性特别大；可现实不是传说，眼前

的现实很简单：考古学家不愿看到白

天一起吃过饭的人，晚上就被抓走。

放走他，是出于良心的本能。

“究竟该不该把一个强盗，也许还

是一个杀人犯从绞架上救下来，原因

仅是同他一起吃过火腿和瓦伦西亚

式炒饭？难道我没有出卖我那位维

护法律的向导吗？我不是会给他招

来罪犯的可怕报复吗？可是朋友之

间必须要讲义气！……我对自己说：

真是无知之见，强盗将来所犯的罪，

我是要负责的呀……但是，这种难以

理喻而发自内心的本能难道是无知

之见吗？或许，在我当时复杂而微妙

的处境下，怎么做都难免会感到后

悔。”（考古学家的话）

2.人的价值观

真正的大侠唐何塞，他的人生经历

是人们口中的传奇，然而他的价值观却

是普通人的价值观。

唐何塞本来是一个军官，被异域美

女卡门迷住之后，故意放走了犯罪的卡

门；又为会见卡门擅离职守，从军官被贬

为普通士兵。

“我为什么受处分？只为了一个

耍弄我的波希米亚臭婊子。现在这家

伙说不定正在城里哪个地方偷东西

哩。可我总忍不住想念她。先生，您

相信吗？她逃走时我清楚看见的她那

双破了洞的丝袜总在我眼前闪现。”

（唐何塞的话）

唐何塞因为嫉妒卡门新的情人犯

下命案，从此走上走私犯罪的盗贼生

涯；又因为讨厌卡门原来的老公，在决

斗中将其杀害；因卡门图谋对自己有恩

的考古学家的钱财而与卡门翻脸；最后

继续嫉妒卡门新看上的斗牛士……对

美女没有抵抗力，对恩人想要报恩，对

看不顺眼的想要干掉，这都是正常男人

最普通的价值观。

考古学家和侠盗唐何塞之间的这

种角色互换是常见的。侠盗的故事经

过文人加工，看起来充满传奇；然而当

你真正走近一个活生生的大侠，你会发

现他的生活充满细碎的日常，他的想法

或许直接而平凡。

3.妖的价值观

如果说妖精是有灵性的动物，那么

波西米亚姑娘卡门就是名副其实的妖孽

（没有贬义，甚至可以看作褒义）。她的

价值观上天入地：一方面像动物一样，遵

循生存法则；另一方面又遵从神义，相信

上苍给她安排的命运。

她有着充满野性的美。

“她穿着一条非常短的红裙子，露出

满是破洞的白丝袜，一双小巧玲珑的摩

洛哥式的红皮鞋，上面系着火红色的缎

带。她撩开头纱，露出双肩，以及别在衬

衣上的一束金合欢花，嘴角上还衔着另

外一朵金合欢花。她扭着腰肢往前走，

活像科尔多瓦养马场里的一匹小母马。”

（唐何塞的话）

卡门的价值判断简单直接，你帮我

多少，我回报你多少，尽管你并没有想过

要回报；如果你讨价还价，你未必能得到

想要的。

“你第一次帮我的忙比这次大，但你

当时并不在意有没有报酬。昨天，你却

与我讨价还价。”（卡门的话）

卡门是动物世界中的捕食者，她像

一只聪明灵巧的狐狸，对自己看上的猎

物，绝不轻易放弃。

“我们生来不是种菜的，一辈子靠

骗乡巴佬过日子。对了，我和直布罗陀

的纳坦 · 本 · 约瑟夫谈好了一宗买卖。

他有些棉织品，只等你来运。他知道你

没死，就全靠你了。你倘若失信，咱们

在直布罗陀搞接应的那帮人该怎么说

呢？”（卡门的话）

“卡门偷了您的表，还想要您的

钱，特别是您现在戴的这只戒指，据她

说那是个魔环，最好能搞到手。我们

大吵了一场，我揍了她。她脸色刷白，

哭了。这是我头一次看见她哭，对我

的刺激不小。事后，我请她原谅，但她

整整一天都不理我。我启程返回蒙蒂

亚时，她甚至不屑和我吻别。”（唐何塞

的话）

卡门遵从命运的安排，对于命里应

得和应受的一切，她全然接受。

“我不止一次在咖啡渣里看到，咱们

俩会一起完的。管他呢，听天由命吧。”

（卡门的话）

唐何塞想要卡门改邪归正，和他去

美洲过安分守己的日子，但卡门终究不

是一般的女人，这个波西米亚姑娘把自

由看得比生命还重要，她不愿听从自己

男人的安排，她对唐何塞说：

“对，我愿跟你去死，但绝不再与你

共同生活。”

野生的马齿苋，庄稼地里不多见，

可在菜地陇畦间，繁殖力特强，三五天

之内，就能匍匐成筛子大的一摊，茎秆

紫红如蚯蚓，对生的叶片肥厚似马齿，

除了冬天，春、夏、秋三季绵延不断，即

使开花结子，枝叶仍脆嫩如初，从不见

其衰老的败象。

关中土地肥沃，一年两季收种，主要

是小麦、苞谷。小麦大部分缴了公粮，家

里留用的主粮是苞谷。少量的麦子磨成

白面，除了苦累的大忙天，轻易是舍不

得动用的。苞谷面打搅团配酸菜是家

常便饭，倘是抓几把白面，则是和成稀

溜溜的拌汤，就着窝头、萝卜，就算是一

顿饭了；倘是将些许白面擀成细薄的面

条，下在拌有青菜的小米锅里，就算是

改善伙食；家里只有来了稀客，才烙白

面饼子款待。所谓的“一烙二擀三拌

汤”，就是这样形成的。也只有这样节俭

着过活，日子才能够细水长流。

当家的女人在为地里劳作的丈夫送

午饭时，如果叼空儿能拔得一兜儿马齿

苋回家，摘洗干净，与少许白面拌匀糅

合，蒸出一锅马齿苋馍馍，与新熬的苞

谷粥组合成一顿绿黄相间的饭食，热

和、新鲜、喷香，可就是少见的美味了，

对村野人家来说，可是不亚于阔人家的

一席盛宴的，孩子们边吃边连声叫好：

“香啊，香死人了！”至于医道上传说的

马齿苋可以入药，有清火、消肿、败毒的

功用，肚子里缺油水的庄稼人整天干活，

病少，倒也不以为意。

春天里，槐花有一度开得雪白，一嘟

噜、一嘟噜地悬于树梢，钩下来可以蒸成

村巷里到处飘香的麦饭，而掠地生长的

马齿苋蒸成馍馍，其香美足可与槐花麦

饭并驾齐驱。槐花花期短暂，伏地的马

齿苋却是长远。天地之厚爱于清贫之

家，就是这样悄无声息、搭配有序的。

我在关中故乡生活了近三十年，学

校毕业后从戎于陇地，接着，妻子携着儿

女也随军西上兰州。我们所住的营区离

黄河不远。有一年秋天发洪水，汹涌的

洪水从河道里退落之后，妻子在岸边水

退之处发现一大窝铺垂而下的马齿苋。

她小心翼翼地下到岸边，费大劲摘了下

来，整个儿也就是完整的一株。带回小

家蒸了一锅马齿苋馍馍，全家四口结结

实实美餐了一顿……老伴而今近八旬

了，我们家早就东迁青岛，有时一提起兰

州的黄河，她就念叨起那一蓬铺垂于岸、

面对着滚滚浪涛的马齿苋：碧叶嫩翠如

帘，小黄花灿亮耀眼，她认为那是她见过

的最葳蕤、最茂盛的马齿苋……

在兰州，我也待了三十多年，关中

故乡，西距兰州两千里地，而青岛在故

乡之东三千里外。怎么也想不到的是，

滨海之城青岛，市场地摊上偶尔也能看

到一簇簇新鲜的马齿苋。老伴一见此

物，眼里发亮，要将摆售着的马齿苋“连

锅端”——一堆子全数买回。我们来青

岛20年了，马齿苋开初是一元一斤，现

在是一斤四元（槐花已涨到一斤十多

元），老伴不问贵贱，非买下不可。她这

样做，弄得卖菜的老农一下子目瞪口

呆，可很快又眉开眼笑地发问：“听口音

你是外地人，一下要这么多，回家去怎

么个吃法呀？”

每当这个时候，我便被冷落在一旁，

默默无言，因为我想到了我的父亲——

我家祖辈务农。父亲“日出而作，日

入而息”，在田野上劳碌了一辈子，晚年

中风卧床，口不能言，生活无法自理，他

是在71岁那年辞世的。弥留之际，斜

倚在母亲怀里，吃的是苞谷粥和新蒸的

马齿苋馍，稀粥粘在了花白凌乱的髭

须上，他顾不得揩，只顾贪婪地、费劲

地吞食那马齿苋馍。边上的我泪如泉

涌，急忙背转身去……

马齿苋，是一年生的肉质野草，可

在我心目中，也是与庄稼人相依为命的

上等蔬菜。

马齿苋

每年中秋将至，脑海中便浮现《月

之故乡》这首歌曲。远离家乡，中秋这

轮皓月总是牵动人的心肠。

初听《月之故乡》是从我们垓下

村的大喇叭里，那时每个村有个大喇

叭，高高悬挂在杨树上，黄昏时，大喇

叭经常播放文艺节目。《月之故乡》

的歌词让我觉得挺有意思：

天上一个月亮，水里一个月亮，天
上的月亮在水里，水里的月亮在天上。
低头看水里，抬头看天上，看月亮，思
故乡，一个在水里，一个在天上。

歌词简练而又深情，让我耳目一

新。为什么有新鲜感？歌词给人感

觉是“儿童视角”，简单、形象，和“举

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是同样的情

愫。一些经典的诗歌都有童诗的特

点，就像台湾诗人余光中的《乡愁》，

你说是一首儿童诗，也是妥切的。初

中时，在元旦迎新晚会，有同学唱这

首歌。这歌符合康德的“审美普遍

性”原则，不同年龄的人都会觉得此

歌，耐听。

1990年暑假，我在读《词刊》时知

晓《月之故乡》的词作者是台湾诗人

彭邦桢。1977年的平安夜，诗人经过

纽约长岛的一个湖边，看到明月高

悬，湖面波光粼粼，感喟自己与故乡

睽隔近30年，故土难回，悲从中来，一

气呵成写下《月之故乡》。这是歌词

的来龙去脉。

那么多与月光有关联的歌曲，何

以《月之故乡》童叟都奉为佳品？我想

知道答案。有次观看台湾作曲家左宏

元的节目，他说作曲就是要“化繁就

简”，遵循大道至简的原则，优秀作品

都 要 简 单 、简 约 、简 明 。 我 深 以 为

然。莫扎特的《小星星》就是几个音

符在跳动，听起来就悦耳。《月之故

乡》成为经典，正是因它没那么复杂，

朗朗上口，一听就走心。古人有“大乐

必易”的说法，《月之故乡》也符合“易”

的法则。它的易，腾出来的是空间和

时间，一千个观众眼里有一千个哈姆

雷特，《月之故乡》给人带来的也是不

同的审美感受。露从今夜白，月是故

乡明，那么深情的明月，“明月直入，

无心可猜”，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

们，触月生情的不在少数吧。作家迟

子建认为：“秋天的月光，一派洗尽铅

华的气质，安详恬淡，如古琴的琴音，

悠远、清寂。”月亮的安静、冷寂，让观

者为之动情。每次听《月之故乡》，会

联想到张若虚“春江潮水连海平，海

上明月共潮生”诗句，虽然那是“春

江”，可是这轮给人带来“乡愁”的月

亮，是一样的，“今夜月明人尽望，不

知秋思落谁家”，明月都可见，因距

离 而 产 生 思 念 之 情 ，月 亮 确 是“ 乡

愁”的催化剂。“看月亮，思故乡”，诗

人 追 问 的 是 月 之 故乡，又何尝不是

“我”的故乡呢?月亮的故乡尚不可捉

摸，明月相思，一如水中有月，天上也

有月，可故乡依旧咫尺天涯。“以我

观 物 ，故 物 皆 着 我 之 色 彩 ”（王 国

维），诗人以单纯的意象组合成诗，

赋予原本普通的景物哲理之思，让

人读来有一种空澹渺远的惆怅无奈

之感，平添了“天涯何处是归程”的

寂寥哀愁。每年丹桂飘香之际，那

种淡淡的秋意，浓浓的思乡情油然

而 生 。 思 乡 是 美 的 ，也 是 痛 的 ，所

以，诗人余光中写月亮用了大剂量

的狠句子——“月光光，月是冰过的

砒霜，月如砒，月如霜，落在谁的伤

口上？”

我与《月之故乡》的结缘纯属偶

然。师范二年级深秋某一天，我去固

镇一中找同学陈殿青，穿过教室旁一

片霜打过的树林 ，远 远 听 到 有 人 唱

歌，脚踏风琴伴奏，风琴的声音浑厚

而深情，校园里歌声格外引人注意，

一 间 教 室 门 口 站 着 几 个 旁 观 的 同

学。原来一中的老师在指导学生唱

歌（多年后，我才知晓那位老师叫王

诚言），老师主要从技巧上讲如何把

握、理解这首曲子，如何表达感情，如

何理解乡愁……那学生一句句跟着

老师唱。王老师还说：“吴松啊，要下

功夫呀，熟能生巧。”殿青告诉我这首

歌是《月之故乡》。我之后知道《月之

故乡》是高考备选曲目，别看词曲没

那么复杂，能表达出真情实感实非易

事，越是简单的东西内涵可能越丰

富，越不能小觑。吴松以此曲被宿县

师专音乐系录取，毕业后分到了我们

濠城中学，和我成了同事。吴松教学

生唱《月之故乡》，老师们也学会了

这 首 歌 ，都 说 词 写 得 好 ，旋 律 也 优

美，郑庄村的郑巍同学在吴松的指导

下，选去县里参加歌咏比赛，一首《月

之故乡》，获得一等奖。在我的推荐

下，吴松也教唱了《思乡曲》《一样的

月 光》《望 月》等 歌 曲 ，颇 受 学 生 欢

迎。吴松认为以月为主题的歌曲多

很动听，他课余也唱《明月千里寄相

思》《月亮代表我的心》等港台歌曲。

我开玩笑说，与太阳有关的歌曲也不

赖，比如帕瓦罗蒂的《我的太阳》。吴

松笑而不答。

还有件事值得插叙，我们入读师

范时，音乐老师窦琳刚从宿县调来，她

教我唱了《乌苏里船歌》之后，下一节

课，便提了台彼时时髦的单卡录音机

让我们欣赏《月之故乡》。我们每个同

学都谈了体会，我谈了唱这首歌控制

气息的重要性。窦老师说理解这首歌

需要时间，年龄不同感受不同。她特

别强调，能与《月之故乡》相提并论的

是夏之秋的《思乡曲》，这是抗日战争

时期流行的一首抒情歌曲，曲作者

1938年秋组织合唱团去南洋宣传抗

日救国，途经澳门，在大街上听到一

位卖艺老人凄婉的歌声，为之触动，

以老人所唱曲调为基础写下了《思乡

曲》：“月儿高挂在天上，光明照耀四

方，记起了我的故乡……”《思乡曲》

也是一首脍炙人口的歌曲，就像王国

维先生说的，“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

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

我尝试在脚踏风琴上学弹这首《思乡

曲》，降E调黑键多，初学者不是很好

弹，我有些力不从心。萧老师建议我

学弹电影《海外赤子》的插曲《思乡

曲》——瞿琮作词、郑秋枫作曲，“中

秋夜挂天上，映木楼照小窗，远山云

烟渺渺，近水碧波茫茫……”学这首

歌曲，我脑海里便浮现了家乡平原的

画面，那春天一望无垠的开满金黄色

油菜花的田畴，那夏日茂密的青纱

帐，那一轮秋月笼罩下的田野，那清

澈冷清的沱河水，还有那冬日白雪皑

皑的麦田……思乡之情油然升起。后

来，窦老师根据《月之故乡》的内涵，也

“化裁”了一首《装不完的深情》发在县

办杂志《固镇群艺》上，在当时还引起

了不小的轰动。

来岭南后，思乡心切，除了《月之

故乡》有潜入心底的抚慰感，国粹京

剧中一些“有月”的唱腔，也使我心口

像被鱼轻啄了一下有“微痛感”。海

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的家”，在我看

来，艺术也是存在的家。你听，“海

岛冰轮初转腾”，京剧《贵妃醉酒》中

柔婉、清新的四平调，仿佛是秋日披

着月辉的山岗，凉意涌起，在人的内

心荡起圈圈涟漪。这样的曲调让人

感到乾坤澄明而人生莫名的伤感，

“那冰轮离海岛，乾坤分外明，皓月

当 空 ，恰 便 似 嫦 娥 离 月 宫 ”。 不 是

吗？美好总是短暂的。而《霸王别

姬 》的 那 段 高 亢 、悲 忍 的“ 南 梆

子”——“看大王在帐中和衣睡稳，我

这里走出帐外且散 愁 情 ，轻 移 步 走

向前荒郊站定，猛抬头见碧落月色

清明，云敛晴空冰轮乍涌，好一派清

秋光景。”要知道，我老家距霸王城

不过 300米左右。虞姬走出军帐所

见的荒郊、星空，都是我儿时玩耍的

地方。而今城四周种的是庄稼，若

在 深 秋 的 月 夜 仰望星空，也是别有

一番滋味。只是，演唱《霸王别姬》

的名角儿未必到过我们垓下村，但她

们的演绎，使垓下这块土地多了几分

想象的悲情和美丽。有诗云：“玉盘

冰轮照古今，当数垓下月最明。可怜

江山等闲弃，美人情重生死轻。”（尔

承：《垓下月》）深秋的垓下之月，上

述京剧中的“四平调”“南梆子”，我

感受到的却是乡愁，也许是文化的乡

愁。其实，《月之故乡》不也像京剧

中的西皮慢板吗？京胡拉出来的旋

律，就像人微醺后望月，遥远的夜空

中那份神秘的美，想要言说却难以言

说 。 叶 秀 山 说“ 京 剧 是 古 中 国 的

歌”，而月亮的审美意象其实也是古

典文化的情感积淀。唐朝诗人张九

龄诗句“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的韵味，与“低头看水里，抬头看天

上”的蕴意异曲同工。

离开故乡二十多年了，心中挥之

不去的依然是故乡深蓝天空中的月

亮。清清沱河水，微微杨柳风，淡淡

清秋月，悠悠故园情。年岁渐长，月

是故乡明的情结越来越浓。故乡的

月 ，亮 而 静 ，有 亘 古 的 意 味 。 人 生

路，美梦似路长，路里崎岖，不免有

日暮乡关之叹，尤其每逢月桂盈香的

中秋时节；然一想起“看月亮，思故

乡，一个在水里，一个在天上”的歌

词 ，心 便 骋 回 垓 下 ，就 有 回 家 的 感

觉。故乡的中秋月，“山迢迢兮水长，

对轩窗兮明月光”，那是月之故乡，美

之故乡，爱之故乡。

写于广州小谷围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