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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学朴

李白是一位天才诗人，他
自信狂傲、豪放洒脱，有一颗浪
漫的心。他对月亮有一种本能
的狂热、喜欢，月亮唤起了李白
不尽的诗兴和灵感，活跃在诗
人笔端，生出一个千姿百态、灵
动逸趣的世界。他的一生与月
亮结下了不解之缘。

李白与月亮似乎有一种特
殊的关系和感情。史书记载，李
白出生的时候，其母梦见长庚
星入怀。长庚星又名太白金星，
因此李白字太白。古人认为，太
白星是天上最亮也是距月亮最
近的一颗星星，也称为“陪月
星”。关于李白之死有多种说
法，其中之一也与月亮相关，称
其“因醉入水中捉月而死”。

李白写月亮的特点之一，
就是一首诗中往往多次出现月
亮，这在其他诗人的作品中是
不多见的。如《把酒问月》：“青
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
之。人攀明月不可得，月行却与
人相随……今人不见古时月，
今月曾经照古人。古人今人若
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唯愿当
歌对酒时，月光长照金樽里。”
诗中有七处提到月亮，而且提
法不同，分别用了明月、月行、
古时月、今月、月光。特别是“今
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
人”，蕴含着耐人寻味的哲理，
现今的人们没有见过远古时的
月亮，而今天的月亮却曾经照
过古时的人。人的一生在宇宙
长河中，只不过是一瞬间，是非
常短暂的，月亮却是永恒的。又
如《峨眉山月歌送蜀僧晏入中
京》：“我在巴东三峡时，西看明
月忆峨眉。月出峨眉照沧海，与
人万里长相随。黄鹤楼前月华
白，此中忽见峨眉客。峨眉山月
还送君，风吹西到长安陌……
一振高名满帝都，归来还弄峨
眉月。”诗中六次写到月亮。诗
人看到西边的月亮，回忆起峨
眉山，虽然自己已身在三峡，但
相送、陪伴自己的仍是峨眉山
月。透过黄鹤楼前洁白如银的
月光，李白好像见到了峨眉的
友人。于是诗人兴奋起来，想到
自己一旦能实现抱负，有所成
就，就会回来欣赏峨眉山的月
亮。

在日常生活中追求单纯高

洁的心境是盛唐诗人的共同特
点，而李白的诗境更有其晶莹
清澈的独特风格，“小时不识
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
飞在青云端。仙人垂两足，桂树
何团团。白兔捣药成，问言与谁
餐……阴精此沦惑，去去不足
观。忧来其如何？凄怆摧心肝。”
(《古朗月行》)诗中写了小时候
对月的认识、对月的命名和想
象，继而将神话传说写入诗中，
写了月宫仙人、白兔捣药，随后
又写到月蚀现象。这些都表明
了李白对月亮的思考、探索、兴
趣。诗的结尾写到月蚀后的月
亮“去去不足观”，使李白感到
无限伤感。

李白往往通过月亮寄托思
念故乡、怀念友人的情思，描写
得细致入微。在《惜余春赋》中
写道：“遥寄影于明月，送夫君
于天涯。”远方的丈夫看到月亮
就好像见到自己的妻子，给人
一种情深意绵之感。《静夜思》
中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
乡”，见了明月，就怀念起故乡。
最有趣的是《月下独酌》中的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
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暂伴月
将影，行乐须及春。我歌月徘
徊，我舞影零乱”，诗人以月为
友，对酒当歌，以解心中愁闷。

在李白的近千首诗中，竟
有三百多处提到了月亮，他不
厌其烦地形容月亮，造词之多，
堪称第一。月亮既是神灵，又是
他的朋友。他善于通过月亮抒
发自己的爱与憎、喜与忧，同时
衬托出各种意境。《秋浦歌》第
十四首中写道：“炉火照天地，
红星乱紫烟。赧郎明月夜，歌曲
动寒川。”明月夜有效地烘衬了
冶炼工人的劳动场面，而冶炼
工人的脸色也把月夜照得更亮
了。《清平调》则是首宫廷诗：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
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
台月下逢。”风流君王和杨贵妃
赏牡丹于沉香亭，这个“月下
逢”用得别具匠心，给整个画面
增添了明亮柔和、宁静甜蜜的
气氛，使意境一下子升华许多。

月亮对于如李白这样的中
国古代文人来说，是一个情感
倾诉的对象。月亮也刺激了李
白的诗歌创造力，给他带来了
更多想象空间，成为他诗中的
浪漫意象。

□耿艳菊

每当我家附近的蛋糕店门
前排起长队，老月饼淡淡的甜
香在空气里飘荡，便会喟叹，又
到了一年中月色最美的时节。

时光的流逝简直让人心
惊，不但是人，这世上的物、事也
跟着光阴在往前不停地轮转，
而月亮千年万代永远是那个月
亮，照过古人照今人，照过从前，
也照现在。多年前让人怀恋的
时光也曾在同一片月色下，想
到这里，不禁释怀，仿佛那些美
好的故事和故人并没有远走。

这时候，秋风起，木叶摇落，
大地生凉，虫鸣夜夜开音乐会，
皎洁的明月是安静的听客。精
彩处，洒在人间的月光更明亮
了，如溪水一样婉转清脆，那是
明月送给大地的掌声。这样的
夜色是静谧安闲的，很是适合

“暗香襟里闻，凉月吹灯坐”。
香是桂花香。楼下人家的

小花园里种着一棵，碗口粗，枝
繁叶茂，一树碎金子似的桂花
在月光里摇曳。窗户开着，桂花
的甜香一阵又一阵随着起伏的
秋风浮上来。我原本开着台灯
在读一本小说，不经意间抬头
见圆盘似的一个月亮当空挂

着，又宛若一张慈祥温柔的笑
脸，心头怦然一动，遂放下手中
的小说，关了台灯，坐在阳台上
赏月。

小说里的故事，爱恨情仇、
是是非非、弯弯绕绕，无非在说
明一件事——— 人性的复杂和人
心的幽眇。而在一轮皎洁澄澈的
月亮面前，似乎再精巧的伏笔、
再巧妙的布置、再生动的语言、
再卓越的技巧都失去了魅力。

望着静默不语又隐隐含笑
的月亮，忽然灵光一闪，这月亮
岂不就是万物混沌初开时，自
然界送给人间的一部大作品
吗？虽然太阳给大地送来温暖
和光明，但它有时候不免有些
暴烈。只有月亮，温柔地俯视着
大地上的生灵，抚慰着人间的
苦难和忧伤。

想起从前老家镇子上的邻
居赵奶奶，每年中秋，她都会郑
重地做手工月饼。她不会像我
们一样生硬地叫它们月饼，而
是亲昵地称为“小月亮”。中秋节
对她来说比春节还隆重，她会
做很多“小月亮”分送给左邻右
舍。中秋节晚上，我们那条胡同
里的大人孩子都喜欢坐在赵奶
奶家的院落里赏月。这是赵奶
奶的生活中最热闹的日子。

赵奶奶是苦命人，她跟着
亲戚逃难到我们镇上，做了人
家的童养媳。丈夫后来去了县
城教书，一两个月才回来一趟，
她一个人领着孩子在镇上过日
子。岁月的磨砺和孤单艰苦的
处境并没有让她成为一个满脸
凄苦、怨声载道的妇人，而是温
柔善良、平和浪漫，嘴角总挂着
笑容。她常说，人在这世上，看不
开的时候，抬头去望望月亮，那
些委屈啊难过啊辛酸啊孤单啊
就被月亮融化了，流泪时月亮
也跟着流泪，欢笑时月亮也跟
着欢笑，月亮是人间的知己呢！

这时，我不禁想起张若虚
的诗句：“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
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
江月年年望相似。不知江月待
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古人今
人写月的佳句颇多，但最具有
时空哲理意味的莫过于这几
句。年年代代，人间那些悲欢离
合故事大多是在月下演绎的。
月亮静静地朗照着，尘世的宏
大和幽微、伟岸和平凡、高贵和
朴实、聪明和愚钝、欢乐和痛苦、
善与恶、丑与美……都在月亮
的眼底下成了一段历史、一抹
烟尘。

□李晓

那年秋天，我出席沈阳一
家杂志社的笔会，最后一天的
行程安排在大连。我想起了郑
哥，我的发小，他31岁那年去了
大连创业定居。

中秋夜，我和郑哥相聚在
大连星海广场，又从广场移步
上了跨海大桥，一轮海上明月
正升起，粼粼波光中的海面陷
入沉静，宛如铺开的丝绸。我和
郑哥凝望着明月，突然沉默无
语。一个异乡人在大连遇见老
乡，在那一轮明月的清辉里，仿
佛可以望见隐隐约约的起伏山
峦，宛如久远年代的黑白照片，
悄然隐入浩渺月光里。郑哥说，
我们去喝一杯吧。我摇头说：郑
哥，今晚我就想和你一起看这
海上明月。

我和郑哥找了个地方坐
下，他把这些年的故事跟我一一

讲述。我们说得最多的，还是当
年老家那些点点滴滴的记忆，那
些山山岭岭、沟沟壑壑的足迹。
郑哥回忆说，他13岁那年中秋节
前夕，想吃一块母亲做的土月
饼，可是，做石匠的父亲在中秋
前的一次采石作业爆破中被山
石砸中头部受伤，住进了乡里卫
生院。中秋节那天，郑哥和妹妹
去医院看望父亲，头缠纱布的父
亲正靠在病床上输液，见了两个
孩子，一把扯掉输液管，从床上
下来，双手抱住两个小孩，满眼
是泪。父亲说：“今天是中秋节，
我们一家人还得吃月饼啊！”于
是母亲去卫生院旁边的乡供销
社买了4个月饼，一家人在病房
里吃着香喷喷的月饼。郑哥至今
还记得那月饼的味道，薄薄的月
饼里有芝麻、冰糖。吃完月饼，嘴
角上还沾着芝麻，他用舌头去
舔，满口生香。

郑哥 4 3岁那年，父亲走

了。47岁那年，母亲也跟着父
亲去了。郑哥说，每到中秋，望
着天上明月，就恍惚看到月亮
上站着父亲母亲，他们的目光
依然慈爱地凝望着人间，凝望
着后辈亲人。

那一晚，我枕着大海的呢
喃，在明月夜里入眠。清晨，月
亮早已隐去，霞光把起伏的大
海染成金色绸缎。

去年中秋，郑哥跟我说，兄
弟啊，我想看看从老家山坳里升
起的明月。我不能让一个异乡的
游子在中秋夜失去故乡明月的
清辉抚慰，于是驱车回了山里老
家。秋收后的老家土地，在月光
浸润下散发着迷人香气，行走于
山间，心如浮动在月光荡漾的湖
面上。我来到郑哥父母的坟前，
视频连线远在大连的郑哥，把老
家山岭上空的那一轮明月送到
数千里外翘首以待的郑哥眼前，
升起在他的心空。

李白与月亮的不解之缘

送你一轮老家明月

凉月吹灯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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