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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江水收夏色，寺钟动秋声。元

丰八年（1085），润州（镇江）的中秋
月明江清。

赴登州上任途中的苏轼，到达
润州时刚出末伏，他没有如一般官
人那样，揣着委任文书马不停蹄，
星夜赶路。在润州，他停下车马舟
楫，与老友杜介同游当地名胜金
山。他赏月赋诗、游寺访友，与住
持佛印谈禅论道。

苏轼与金山有缘。1071年秋
冬，他由汴京赴任杭州，第一次踏
上金山这块热土。1079年春夏之
交，他舟行千里，历三个昼夜，也要
像情人约会一般与金山一晤，倾觞
吟诗。

苏轼亲近润州，留下近百首诗
词，其中为金山“量身定制”的就有
10余首，如《水调歌头·妙高台赏
月》《金山梦中作》《金山妙高台》
《昭君怨·金山送柳子玉》等。

看得出，苏轼钟情于这里的名
山、古寺、高僧。

金山原为扬子江中岛屿，陆羽
品茗、李白高歌、白娘子与许仙的
爱情都在此地发生。金山寺始建
于东晋年间，原名泽心寺、龙游寺，
因唐朝禅师法海在此开山得金，重
建古刹而更名。寺庙依山而建，锁
钥天台，在红黄相间的树丛掩映
中，斑驳了秋色。

高僧佛印，饶州浮梁（今江西
景德镇市）人。历任江州承天寺，
庐山开先、归宗二寺及润州金山、
焦山二寺上坐、住持。他天资聪
颖，工书能诗，尤善言辩。

元丰年间，苏轼与佛印以金山
寺为舞台，上演了妥妥的“二人
转”。后来在苏轼告老归隐后，还
到金山与佛印对谈，他们的故事一
嘟噜一嘟噜，在后世流传甚广。

二
这一年八月，苏轼牵挂的弟弟

苏辙（字子由）迎来喜讯。八月初
六，苏辙以校书郎的身份被朝廷召
回，为掌校雠典籍、订正讹误的校
书郎。此前，苏辙受兄乌台诗案牵
连，元丰二年（1079）八月，被贬为
监筠州（今江西高安）盐酒税（五年
不得升调）。

苏辙得到新职，感怀赋诗：
“读书犹记少年狂，万卷纵横晒腹
囊。奔走半生头欲白，今年始得
校书郎。”（《初闻得校书郎示同官
三绝》）

弟弟刚刚喜迁新职，尚在赴任
路上的苏轼并不知情。但是，他从
接到知登州令起，就在琢磨弟弟的
仕途，他预感到时势变了，弟弟也
会迎来机会。临近中秋的一天早
上，也许天变凉的缘故，苏轼连打

了几个喷嚏，“晓来频嚏为何人”
（《元日》）？

每逢佳节倍思亲，苏轼与弟弟
感情极好，每逢中秋自然思念感
怀。早在熙宁九年（1076），苏轼在
密州三年任职的最后一年，对弟弟
的思念到了极致，毕竟兄弟二人七
年未见了。这一年中秋之夜，苏轼
与友人通宵痛饮，大醉，乘兴写下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这首千古
名作：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

宇，高处不胜寒。
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

朱阁，低绮户，照无眠。
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

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
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此后的元丰元年(1078)中秋
夜，苏轼在徐州卧病思念弟弟，于
是写下《中秋月寄子由三首》，他写
道：“殷勤去年月，潋滟古城东。”

“六年逢此月，五年照离别。”“悠哉
四子心，共此千里明。”

如今，又逢中秋时节，金山的
秋月，银光洒影。苏轼携友拾级而
上，登上山顶离地约30米的妙高
台。他与友人把酒言欢，婆娑的月
影，跌进了眼眸，敲击着心窗。

苏轼又想起了弟弟，情浓处，
他邀袁绹咏唱那首《水调歌头·明
月几时有》。袁绹是一位歌者，名
气堪比大唐天宝年间的李龟年，
是大宋有名的教坊大使。袁绹唱
得曲调清宛，情真意切。歌罢，苏
轼翩然起舞,且顾问曰：“此便是
神仙矣！”

这就是苏东坡，难怪宋人蔡绦
在《铁围山丛谈》中感叹：苏轼这样
的文章，这样的人才，都是千年一
遇的，后世恐怕很难遇到了吧？

三
我欲乘飞车，东访赤松子。
蓬莱不可到，弱水三万里。
不如金山去，清风半帆耳。
中有妙高台，雪峰自孤起。
仰观初无路，谁信平如砥。

台中老比丘，碧眼照窗几。
峻峻玉为骨，凛凛霜入齿。
机锋不可触，千偈如翻水。
何须寻德云，即此比丘是。
长生未暇学，请学长不死。
这是苏轼所作的《金山妙高

台》一诗，他说，“妙高诗，聊应命
耳”。此诗是应佛印请求，写于他
此次在金山驻留期间。

诗中，苏轼将乘车行程的遥
远、仙境的可望而不可即，与眼前
金山的人间烟火、妙高台的禅意舒
适，做了时空对比，表达他对未来
的迷茫惶恐和对现实的知足常
乐。最后说，不必追寻德行高远，
在这里托钵修行即可。学长生没
工夫，那就学延寿不死吧！

在这期间，苏轼还在泰州拜访
一位徐三翁，得到“君无作官即善”
的劝诫。接下来，他会晤扬州知州
杨景略，答应为其家藏奇石作赋
《醉道士石》。

八月二十七，苏轼去石塔寺拜
访择老（原为竹西寺住持）。翌日，
苏轼赠择老诗，并答应择老请求为
之写下：“余将赴文登，过广陵，而
择老移住石塔，相送竹西亭下，留
诗为别。竹西失却上方老，石塔还
逢惠照师。我亦化身东海去，姓名
莫遣世人知。”

在扬州停留数日后，苏轼继
续北行至邵伯古镇：观邵伯埭，览
斗野亭，因好友孙觉是斗野亭题
诗倡导者，所以苏轼和故人诗作
写道：“新诗出故人，旧事疑前生，
吾生七往来，送老海上城。”这也
清楚表明，这是他第七次往来于
江淮及扬州。

八月二十九，苏轼接到佛印遣
人送来的信，他当即回复：自从离
开扬州后，每天日程比较忙乱。不
知您仍然在城里，我只是与焦山邂
逅了一次。

离开邵伯古镇前，苏轼应法华
寺长老请求，写下了《邵伯埭铜钟
铭》，由寺庙刻铸于铜钟上。铭文
中“以汝平等手，执彼慈悲撞。声
从无有出，遍满无边空”这样的文
字，透露出苏轼对于佛教“空”“无”
境界的深刻领悟，也可以想见他赴
任登州途中的达观心境。

多少年了，每到中秋，母亲都会给我和弟
弟每人一包江南的老式月饼。

它不是一盒月饼，而是一包月饼，用最简
单、最朴素的油纸包裹着，外面又加了一层塑
封。放在桌上，它静静地躺在那里，油汪汪的，
散发着一种琥珀般的光泽。

月饼是父亲生前的一位朋友从江苏江阴
寄给母亲的。父亲去世已经二十四年之久了，
每逢中秋，这位朋友都会把月饼寄过来，二十
四年从未中断。其实父亲走后，这位朋友与我
们家的日常联系很少。至于父亲和他当年是
怎样的友情，我也不是太了解。

母亲每年给我的这一包月饼，我都会拿回
家很认真地吃掉，从不敢浪费。我小心翼翼地
打开塑封和油纸包装，先看看包装纸上的月饼
品牌、品种、成分、生产厂家、地址、日期，逐字
逐句地看，感受一下这包月饼在江南小镇从制
作、出炉、包装到打包邮寄的过程，再端详一下
月饼的品相。它外表是酥皮的，里馅有五仁
的、豆沙的、椒盐的。吃的过程，我会一只手拿
着月饼，另一只手在下面兜着，兜住随时会掉
下来的饼渣。最后，再把包装纸里和手里残留
的饼渣一起吃掉。

扔掉包装纸时，我会把它整齐地叠起来，装
进袋里，放进小区门外的垃圾箱。我所在的地
方，已实现了垃圾焚烧发电，我相信，包装纸会
很快转化成一丝电力汇入整个社会的电网中。

我还会顺手到网上商城搜一下这份月
饼。它来自传承久远的知名产地，牌子和厂家
也都是“核心产区”的百年老字号。那里是典
型的江南吴韵，小桥流水人家，古法制作的月
饼在清朝已名满天下、成为贡品。

看着月饼，我总在回想父亲这位朋友到底
什么样子，父亲在世时我见过他几次，但那时
我和他没有过从甚密。接着，我又想起父亲许
多往事。我年轻时在单位从事新闻报道工作，
工作任务之一就是往报社投稿。一天，他兴奋
地往我办公室打座机电话，告诉我在一期报纸
上看到我的三篇稿件——其实只是一版发了
一篇三五百字的消息，后面版面发了两则“一
句话简讯”。我知道，父亲放下电话，还会端量
这张报纸半天以上，说不定还要收藏起来。

有人说，因为一个人爱上一座城。江阴，
想起这座城，我就觉得它很温暖。那里有一个
我熟悉的陌生人。

二十四年过去，他大概也很老了，或许今
年的月饼是他颤巍巍地打发儿女寄过来的。

有人说，沧海桑田，物是人非。而眼前这
包月饼，究竟是“物是人非”，还是“物非人是”？

父亲这位朋友一定不会希望我四处颂扬
他，我写下这些话，只是为了向一种温情致敬。

亲人、朋友故去后会在天堂相见吗？我希
望，父亲的这位朋友，长久地、健康地、幸福地
在人世间生活着，享受着儿孙承欢膝下的天伦
之乐，让他的亲人不要承受丧失亲人之痛。多
年以来，很多时候，我甚至不敢肆意地去想念
父亲生前的种种情景。可是，我又管不住自己
的梦，有些年，几乎是天天晚上梦见他。

中秋，也是金秋。中秋过后，胶东大地很
快会迎来烟台苹果的收获季节。弟弟在乡下
的省级公路旁边有间工厂，工厂周围是大片大
片的优质果园。母亲总会叮嘱弟弟，去田间地
头挑选两箱上好的苹果，装箱寄往江阴，寄往
父亲朋友的家里。

金秋阳光灿烂，蓝天白云,一派澄明，公路
上车流滚滚。您知道吗？此时，
有两个小小的包裹，一个从江南
寄往胶东，一个从胶东寄往江
南，带着暖暖的温情，带着悠悠
的思念，跨过长长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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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中秋舞明月
吴忠波

一包月饼
戴发利戴发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