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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中秋佳节将至，吃月饼、赏月亮、庆团圆，全国各

地过中秋节的习俗大致相同，但节日故事却不尽相同。那些

手艺人眼里的月饼变化、以月亮命名的村庄、中秋节名人故事

等，为宝鸡人的中秋节味道里，增添了一份地域文化韵味。

闻街巷丹桂飘香  
本报记者 罗琴

游古道月亮村落
本报记者 张琼

里的宝鸡味道

听廉吏中秋故事  
本报记者 张琼

人文宝鸡
REN WEN BAO JI

尝百味团圆月饼  
本报记者 罗琴

凤县凤州署戒石坊

“形殊寒具制，名从食单核。巧

出饼师心，貌得婵娟月。”中秋节必不

可少的就是月饼了。月饼形状如圆

月，合家分吃，象征着团圆和睦。与家

人团聚在一起，望着圆月，品一杯香

茗，尝着各种口味的月饼，是中秋节

特有的仪式感。

如今，我市食品市场里除了有

广式、京式、苏式等传统月饼，还新增

添了法式月饼、冰皮月饼、冰淇淋月

饼等年轻人喜欢的新式月饼，月饼种

类和样式五花八门、琳琅满目。记者

采访中得知，“月饼家族”中的老式月

饼颇受我市消费者欢迎。9月 20日

下午，记者在渭滨区公园路附近的一

家糕点店内看到，手工制作的各种月

饼吸引了过往市民询问、购买。制作

月饼的糕点师傅名叫叶树华（见右
图），今年35岁。别看小伙子年纪不

大，可是做手工月饼已经有20年了。

“我是江西鹰潭人，我们那里是‘糕点

之乡’，家家户户都会做糕点。我很小

就跟着家人学做糕点，众多糕点品类

中，我最喜欢做月饼，觉得做月饼很

有意思。”

叶树华告诉记者，一块手工月

饼的出炉需要经过揉面、调馅、压模

等十多道工序，虽然现在好多工序

都可以用机器来代替，但为了保证

老式月饼的口感，叶树华坚持手工

制作，从挑选食材到选料搭配，全凭

多年积攒的经验。叶树华认为，手工

做出的馅料会比机器机械式选料更

灵活，让馅料的搭配比例更人性化。

同时，手工制作的月饼在坯子制成

后，会给予其一定的饧面时间，而机

器作业就没有这个

过程，所以手工制作

的老式月饼更加好

吃，更受人们欢迎。

“虽然这两年新出了

香芋、草莓、板栗等新口味

月饼，但根据销量来看，尤其

是年纪大一些的消费者还是喜欢

豆沙、枣泥、五仁等老式月饼。”叶树

华说。采访当天，今年58岁的市民强

华买了三斤老式月饼，他告诉记者，

老式月饼香甜可口，是他儿时记忆

中的味道，这月饼，吃的也是情怀。叶

树华说：“最近老式手工月饼销售一

直不错，一天能卖近500块月饼。除

了正常大小的月饼外，我们还做了一

种‘全家福’月饼，一块月饼就有一斤

重，适合聚会时全家人共同分享。老

式月饼里有乡愁，宝鸡人也爱吃，我

会将这门手艺坚持下去。”

中秋节前，记者来到凤县凤州镇

凤州村的凤州署，推

门而入，仿古建筑青

砖黛瓦、飞檐翘角，

颇有清代建筑之美。

现今的凤州署是按照

《新修凤县志》（清）中

手绘的衙署图，在原址

上复建起来的。196年前

的中秋夜，禁烟英雄、清代

政治家林则徐就曾在这里度

过，并写下诗词《中秋夜宿凤县署

斋与方六琴明府饮得诗二首》。

禁烟英雄林则徐是在什么情

况下来凤县的呢？ 1827 年秋，略

阳地区连降暴雨，发生了水灾，时

任代陕西布政司的林则徐去略阳

查看灾情，途经凤县。林则徐去略

阳赈灾的事，资料有记载：“道光

七年七月，略阳大雨连绵，嘉陵江

水猛涨，八渡河、玉带河泛滥成灾，

城及民房冲毁。同年八、九月，代陕

西布政司林则徐来略阳勘灾后，给

城内居民增加一月口粮。”在此背

景下，42 岁的林则徐路过凤州并

留宿，恰逢中秋佳节。

那个中秋夜晚，天气很好，林

则徐诗记：“良宵难得晴如昼。”

天上挂着一轮满月，屋舍被青山环

抱，凉凉的露水挂在桂树上。桌上

放着简单的饭菜，与好友在月色下

相聚小酌，聊着聊着，人与人之间

的距离变得亲近，让人沉醉在这美

好的中秋月夜里。彼时，林则徐一

边被中秋明月和山间景致所抚慰，

一边又担忧着略阳的灾情，这不禁

让他想起一个人——陆游。陆游号

放翁，一生忧国忧民，关心国家命

运，心系百姓疾苦，陆游曾在大散

关击狂胡、草军书。想到这里，激发

了林则徐的壮志，写下诗句“明朝

大散关前路，匹马题诗忆放翁”。到

略阳后，林则徐给居民增加粮食，

妥善安置灾民，勘察选址修建城

池，用切实行动践行着心中的爱国

爱民情怀。林则徐一生禁鸦片、除

匪患、兴水利、重海防，是一位史家

称颂、百姓爱戴的好官员。

“在凤州署读林则徐的诗词，想

象他在这里过中秋节、写诗词的情

景，别有感触。”凤县人刘娟在游览

凤州署时说。如今的凤州署是宝鸡

市廉政教育基地，多处建筑、楹联展

示着廉政文化。戒石坊上“公生明，

廉生威”六个大字，告诫为政者要

公正、清廉。在一房屋廊柱上有一副

对联，上联是：“得一官不荣，失一

官不辱，勿道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

官”；下联是：“吃百姓之饭，穿百

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

姓。”朴素易懂的楹联，向游览者传

递着廉政、爱民的寓意。 

“桂子花中落，天香云外飘。”

这句诗出自唐代诗人宋之问，意

思是中秋时经常有桂花飘落下

来，香味能飘到九重天上。近日，

在宝鸡植物园、西府天地、行政中

心等地，都可以看到一树树盛开

的桂花，散发着醉人而悠远的香

气，沁人心脾。

9 月 20 日，记者在宝鸡植物

园里看到，金桂、丹桂争相绽放，到

处弥漫着香甜的桂花香，盛开的桂

花一簇簇，在绿叶点缀下别有一番

景致，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欣赏拍

照。宝鸡植物园工作人员介绍：“桂

花是中国传统十大名花之一，每年

最佳的观赏期在 8 月中旬到 9 月

中旬之间。这时节正是赏桂闻桂

的好时节，桂花刚开的时候是花香

浓郁之时，花后期可以见到桂花的

果实。”目前，植物园内种植桂花树

200 余株，有金桂、银桂、丹桂、四

季桂四个品种，游客可以在景观大

道、丁香园、玉簪园欣赏到桂花的

靓影。

市民张珍告诉记者，桂花是未

见其花、先闻其香，是崇高、友好、

吉祥的象征，她很喜欢带着家人一

起在植物园里欣赏桂花的美丽，感

受这专属于秋天的香味。张珍还喜

欢杨万里的诗词《咏桂》：“不是人

间种，移从月中来。广寒香一点，吹

得满山开。”桂花用它馥郁的花香

提醒着人们，中秋节快到了。

在市区西府天地，记者顺着香

气四溢的桂香，在道路两边寻到了

桂花树上一簇簇金黄色的小花，许

多行人也驻足观赏。在行政中心附

近道路上，也有不少“叶密千层绿，

花开万点黄”的景致。这个季节，那

一簇簇或金黄、或橘黄，如米粒般

大小的桂花悄然绽放，将清香洒在

从树下经过的行人身上。

记者采访时还了解到，不少市

民喜欢采集桂花，将其清洗晾干后

制作成桂花蜜、桂花糕，或是单纯

泡水喝。市民乔美阳说：“妈妈每

年都要自酿桂花酒，在中秋节的晚

上，一家人一边赏月吃饭，一边饮

桂花酒，享受着简单的幸福和家的

温暖。”

凤翔月亮湖、太白月亮坪、凤

县月亮湾……在宝鸡地区，以“月

亮”为名的地方不少，这些地名背

后多有浪漫的传说故事。其中，

太白县黄柏塬镇黄柏塬村的月亮

坪，位于傥骆古道上，“讲述”了

一段杨泗将军与妻子的凄美爱情

故事。

9 月 21 日，黄柏塬村党支部书

记王亚军介绍：“月亮坪距离村委

会约 15 公里，是黄柏塬的一个自

然地名。处于傥骆道上的月亮坪绿

树青山，自然风景秀丽。”

这里为什么叫月亮坪呢？当

地人讲，月亮坪下是湑水河，从下

往上看是又高又陡的悬崖，悬崖

顶上就是月亮坪，这里流传着杨

泗将军妻子跳崖殉夫的传说。相

传，在西汉时，生活在汉江流域的

汉军和百姓遭旱，汉军中有个伙

夫叫杨泗，说他能找到水源。汉军

都督便命杨泗去找，杨泗沿汉江

逆流而上，终于在太白山下找到

了水源，那是大爷海里流出的水。

杨泗拔出佩剑疏导，清清的细水

便顺畅流出。杨泗回去复命，都督

一看汉江哪有水的影子，勃然大

怒认为杨泗说谎，将其斩杀。杨泗

殒命之时，只见湑水河滚滚而来，

都督才知道屈斩了功臣，追悔莫

及。杨泗的妻子秀姑想见丈夫一

面，走到大箭沟口听到丈夫被屈

斩的消息，伤心欲绝，从悬崖跃

下，跳入滚滚河水中殉情。后来，

人们为了纪念杨泗和秀姑，便在

湑水河岸边山坡上建了一座

杨泗将军庙，秀姑跳崖的地

方被唤作“月亮坪”。

如今，每到月圆之夜，月

亮坪上月色美丽、树影

摇曳，悬崖下河水

翻涌，好像在

“ 诉 说 ”

杨泗与秀姑的故事。人们根据这段

传说写了诗：“钢刀难断湑水河，

月亮坪上纵风波；秀姑不负将军

义，千年福水泪滔滔。”

王亚军介绍，秋季正是黄柏塬

景色最秀美的时候，山间层林尽

染，引来很多游客游览，傥骆道上

流传的月亮坪地名故事，为黄柏塬

增添了一份神秘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