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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着云霞隐去的脚步

在夕阳西下的地方

一轮圆月缓缓升起

银色的月光

洒满了金色的大地

为人们送去桂花的馨香

时维中秋，喜迎国庆

天高云淡月明朗

绚丽彩虹金桥飞架

迢迢银河悠远漫长

一片片田野瓜果飘香

一曲曲欢歌传向远方

到处奏响丰收的乐章

到处弥散着月饼的清香

幸福的人们

摆果饼

杯满盏

万家团聚将月赏

共同沐浴着美丽的月光

收获着丰收的期望

晶莹美丽的月亮

飘荡在九天之上

万家灯火欢歌绕梁

天上地下人心欢畅

共同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

国家繁荣

民族富强

中秋的月亮
■高银

剪纸跃然民族景，
神裁尽现古今情，
智慧巧出民间意，
韵味悠长天地新。

巧夺天工民俗风，
惟妙惟肖龙凤景，
图案玲珑放异彩，
中华民族一家亲。

细雨润泽树根深，
锦绣河山日日腾，
彩绘绣出花枝俏，
风和日丽满园春。

玉米结棒粒粒紧，
休戚与共民族情，
和衷共济齐奋进，
步景新光春染城。

黄河峡谷诗词吟，
浪花朵朵歌古今，
烟波霞起涟漪醉，
歌舞笛曲悦民心。

民族团结一条心，
建设山城日日新，
踔厉奋发齐拼搏，
团结奏响太平音。

“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今人不
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这是诗人对
月亮的描写。

不 知 从 何 时 起 ，明 月 与 故 乡 连 在 了 一
起，一首“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的诗，
曾被游子吟出了无数行热泪，而且每年中
秋来临，赏月谈月也成为世人恒久不变的
话题。

都说，随着年龄的增长，近期的记忆会
变得模糊，而遥远的记忆会变得越来越清
晰。当我在记忆的长河里，寻觅那些属于
中秋的碎片时，最快重拾到的，总是属于童
年的那一片，那场景像烙印那样的清晰，那
样的刻骨铭心。

记得小时候，每年的夏天晚上，我与姐
弟几个躺在院子中间的老粗布单子上，数
天上的星星，看月亮的升起落下，总觉得只
有 家 乡 的 月 亮 最 迷 人 、最 好 看 ，永 远 看 不
够。

月 亮 像 一 面 铜 锣 似 的 ，静 静 地 挂 在 天
空。在无数个与星星对视的夜里，我曾问
过父母：天上有嫦娥吗？有桂花吗？天上
的星星这么多，咋样才能数完呢？说着数
着，慢慢就进入了梦乡。

一 个 又 一 个 梦 之 后 ，中 秋 节 的 夜 晚 就

慢慢来临了。
蔚 蓝 的 天 空 万 里 无 云 ，月 亮 像 面 大 圆

镜，亮晶晶地挂在了空中。我们在院中央摆
上张小方桌，上面放满了瓜果梨桃，还有刻
成花蓝状的西瓜，特别是有个直径一尺大的
月饼叫“月亮爷”，周围放着各种各样的小月
饼，再敬上三柱高香，我们随父母给月亮磕
头，拜月亮。拜完月亮，我姐妹兄弟几个面
对月亮唱歌，欢度八月十五中秋节。

这 之 后 ，月 饼 、水 果 就 拿 回 家 里 ，让 家
人“开吃”。先是切了大月饼（月亮爷），每
人必吃一块，然后吃水果、吃肉，然后孩子
们高高兴兴地去玩。秋高气爽，月光如水，
大地朦胧，田野寂静，其乐融融，此情此景，
想来实在让人留恋。

中秋时，更多的月饼在街头“奔走”，人
们提着各种包装精致的月饼盒走亲访友。
那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也成为人们寄托
和表达的方式，其实就是情感回归的日子。

都说八月十五的月亮是一年中最圆最
大的，故称之为中秋，并定为法定节日。中
秋节，是文人墨客笔下缕缕的诗意和浪漫，
是人世间饱蘸温馨的亲情，是游子心中那股
浓得化不开的乡愁和思念，充盈着它，填满
了它，令到它变得最圆，最大……

秋天的月亮像一位少妇，圆润、靓丽，格外妩
媚动人。

中秋节，人们总是期盼着“八月十五云遮月”
的好年景，高兴地迎来了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
——中秋节。“月到中秋分外圆，人逢喜事精神
爽。”小时候，帮妈妈烙月饼，就成为我们兄妹最高
兴的事情。

每年的中秋节，正是秋高气爽瓜果飘香的季
节。

那时，制作月饼的馅料一般先用面粉加点儿
胡油烙制一张薄饼，然后用擀面杖压碎，将红糖芝
麻放入，搅拌好即可制作。除此之外，母亲还要制
作一个大大的“西馍”（仿宁夏人制作的馍）。其制
作方法是，先把面发酵后，放入红糖和油，揉成硬
面，然后用手按成“锅”字型放入大铁锅，用文火慢
慢烘烤。制作这种馍费时费力，必须有耐心，关键
是掌握好火候。一般需要多半天时间，而且不停
地翻转、刷胡油，让胡油慢慢浸透到馍中。这种馍
约有五六寸厚，烙制好后，外面焦黄，里面柔软，用
刀切成块儿，是招待客人的佳品。

父母常常让我们品尝烙出的第一锅月饼。那
又酥又脆的月饼，散发着浓浓的胡油味，吃一口甜
透心扉。我们不怕月饼的炙热，一边用手不停地
倒换着，一边用小嘴不停地吹着降温，并不顾月饼
中糖稀烫嘴，三口大两口小就将一个月饼塞进辘
辘的饥肠。现在想起来，那时的月饼真香啊！

晚上，一轮明月挂在墨蓝色的天空，众星眨

着眼睛簇拥着它。那明媚温润的月光将村庄装
扮得楚楚动人，整个村庄弥漫着月饼的馨香，氤
氲着喜悦的氛围。我们将方桌搬到院子中，将切
成花瓣式的碧绿西瓜和金黄色的月饼恭恭敬敬
地摆放到桌子上，开始祭拜月神。父母亲每次都
要指着明镜般的月亮让我们辨认玉兔和桂树。
我们总是将眼睛睁得大大的，竭力从那圆如月饼
的月亮中分辨着、寻找着，并想象着月宫中嫦娥
和吴刚过中秋节的美好情景。有时，圆圆的月亮
穿行在云海中忽隐忽现，更多了几分神秘感。待
祭拜月亮一结束，我们就开始吃西瓜泡月饼，那
才叫大快朵颐。脆生生的月饼蘸着沙甜的瓜瓤，
甜凉相融，可口沁心，无比惬意。那真是人间的
第一佳肴！

那时，由于物质的匮乏，所做的月饼数量有
限。除去给亲戚和长辈馈赠之外，留下的已为数不
多。孩子多的家庭，家长要将月饼按岁数大小进行
分配。分到月饼后，孩子们总是舍不得吃。有的用
纸包好放在自己的书包里，有的放在凉房中藏起
来。吃月饼的快乐，一直伴随着我的童年和青年。
直到改革开放后，随着物质逐渐丰富，市场日趋繁
荣，对月饼的期盼和钟爱才淡出生活的视线。

如今，各种风味的月饼琳琅满目，而且随时都
能买到，再也没有了望眼欲穿的期盼。可惜，不知
是胃口不好了，还是月饼吃得多了，总觉得现在的
月饼不如过去的月饼好吃。

怀念儿时的月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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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律·中秋抒怀
■高银

一轮碧月挂天边，满院清辉桂子鲜，

万户千家多喜乐，神州内外展欢颜。

柔郎玉女思难忘，情谊绵长续旧缘，

聚首遥空节共度，葡萄美酒话团圆。

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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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奏响太平音
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赋

■■边俊杰

黄河流经呼和浩特市 107.5 公里，在时间与空间的千回百转
中，形成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历史人文资源。早在 50万年前，呼和
浩特地区就有古人类在黄河以北的大青山一带活动，大窑遗址很
好地保存了那段历史。2300多年前的赵武灵王在黄河岸边建起云
中城，在阴山山脉建起赵北长城；这条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之间的
秩序线至今仍清晰可见。无论历史如何风云激荡，朝代怎样更替，
黄河文化始终朝着文明的高纬度发展，其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积
淀也极为深厚。

农业是根，文化是魂，旅游是路。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回民区攸攸板镇段家窑村按照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原则，
踔厉打造“一村一品”特色产业，规划建设中严守生态红线，以绿
色发展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在将移民村打造成网红涂鸦打卡地
的同时，依托莫尼山非遗小镇这一独特的自然与文化资源，深耕
农文旅融合发展，使乡村游热度再上新台阶。

国家 4A级旅游景区莫尼山非遗小镇为中国首家露天博物馆，
位于呼和浩特市北 104省道东侧 7.8公里处，背靠大青山，门前是
历史上经归化城通往圣彼得堡的万里茶道。小镇将内蒙古及其周
边地区的非遗项目集中在一起，将非遗文化与大青山自然景观相
融合，通过展示和体验，让那些面临消失的项目重新焕发生机。现
已建设完成的区域包含万里茶道驿站、马头琴博物馆、非遗活态传
承馆、非遗艺术博物馆、非遗美食街、蒙古族皮艺传习基地、非遗研
学传习基地、红色记忆大院、自然动物园、民俗体验区、拓展营地等
26大板块，游客在参观游览的同时，既能学到知识、增长见识，也
能买到各类非遗产品留作纪念。

在黄河边长大的贾宏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蒙古族皮
艺”呼和浩特市代表性传承人。从小接受传统文化熏陶的他深感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重要性，并始终努力承担着一份责
任。为将黄河故事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日常生活相结合，以生
动的文旅活动展现非遗项目，他把莫尼山非遗小镇作为文化的战
略高地，通过聚合大批非遗传承人，逐步搭建起专项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传习和展示体系，多角度全方位融入呼和浩特地区的非遗文
化元素，探索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的创新模式。

并不遥远的农耕时期，我们的生活与各种工匠紧密相关。木
匠，铁匠，铜匠，银匠，鞋匠，毡匠，皮匠，石匠，画匠，泥瓦匠，毛毛
匠，补锅匠……随着现代生活的不断发展，这些老手艺、老工匠，已
有很大一部分逐渐淡出日常生活，有些则被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
式，加以保护和传承，培养出传承和创新人才。莫尼山非遗小镇就

是这样的典范。很多就要失传的手艺，很多老工匠留下的传世之
作，很多可以演示传习的手工技艺，很多发展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项目，如剪纸、面塑、毡绣、皮画、根雕等，在莫尼山非遗小镇都有一
席之地。

面塑早在汉代就有文字记载，这种在节令前夕做花样面食的
习俗，现在已发展成为中国文化和民间艺术的一部分。面塑制作
技艺自治区级非遗传承人薛籽女出生于黄河岸边的托克托县，从
小看大人们过清明捏寒燕儿，过七月十五捏面人人，过大年捏枣
山、面鱼儿、寿桃，小孩十二岁圆锁时捏面圐圙，听大人讲和这些花
样面食有关的故事和传说；耳濡目染，随着年龄的增长，小小面团
在她灵巧的手指间随心所欲、变幻无穷，成为每一个节日的美好点
缀。现在不光自己做，她还手把手地将这传统手艺教给下一代。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
一张牛皮可寿千年，一种技艺同样可以永续流传。
在莫尼山非遗小镇，面对一张张天然古朴的优质牛皮，工匠

们经过缜密构思，用不同的表现手法，笔尖流光生彩，刀刃蕴含
真情，黄河两岸的历史与文明在如乐的锤音间回响，长城内外各
民族团结奋进的故事，在流畅的线条间得到永生。2021年，贾宏
伟从源头出发行走沿黄九省区后，历时一年，满含激情地创作出
包括非遗项目、民俗文化、历史与传说等在内的《黄河向西流》系
列皮艺作品，在第三届中国工艺美术博览会上展出后，引起极大
的反响。

为盘活非遗资源，助力乡村振兴，莫尼山非遗小镇积极开展非
遗体验和研学旅游活动，不仅丰富了当地乡村旅游业态，极大地刺
激了本地区及周边农家乐、采摘园以及一些关联产业的发展，同时
也给当地群众创造了家门口就业的机会。

红日西山隐，明月碧空来。璀璨的灯光中，伴随着悠悠驼铃
声，由小镇员工倾力排演的大型非遗情景剧《茶道驼铃》在游人的
瞩目中开演了。驼队回乡，茶路婚礼，悠扬的马头琴，欢快的安代
舞，高亢的信天游，乡土气息浓厚的二人台……在这独特的环境
中，人们沉浸式地感受着多层次非遗体验的同时，还可参加篝火晚
会，吹着凉风喝啤酒吃烤串儿享受美食，观赏烟花在深邃的夜空绽
放美丽。

近年来，莫尼山非遗小镇每年春节期间都要举办“非遗中国年”
系列活动；通过对年俗文化的挖掘，增强民族凝聚力，让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得以传承。

2022年 11月，呼和浩特市莫尼山非遗小镇入选“全国非遗与
旅游融合发展优选项目名录”“非遗旅游景区”名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