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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轮秋影转金波，飞镜又重
磨。”时光荏苒，秋意已浓，枫叶带霜
红，桂子凝露白。阵阵秋风里，一轮
明月来。明月再次呈现出它一年中
最为光彩夺目的惊艳高光时刻，中秋
佳节也在这皎洁的月色里翩翩而至，
来到诗一样国度的天空。诗让中秋
节增添了浪漫色彩，诗词装点了中
秋，中秋触发了灵感，因此，中秋便富
有诗意！

《周礼·春官》是中秋赏月最早：
“中秋，夜迎寒”。秋天迎接的是寒，是
阴，所以仪式举行在夜晚。故在中秋
之夜举行的这种“迎寒”礼俗，也是《礼
记》所言“秋分祭月”。这就是沿袭至
今的中秋赏月风俗的起源。宋吴自牧

《梦粱录》记载：“八月十五日，三秋恰
半，故谓中秋。”又言：“此夜月亮倍明
于常时，金风荐爽，玉露生凉，丹桂飘
香，银蟾光满。”面对这良夜美景，历代
诗人学者曾引发过多少感慨？

中秋之夜，月色皎洁。圆月被视
为团圆的象征，也是文人墨客情感所
系。历代诗词中咏明月、赞中秋的名
句数不胜数。在《诗经》中，就有一首

《月出》的情诗。以“月出皎兮”，“月
出皓兮”，“月出照兮”来描写在皎洁
的月光下，一个轻柔缥缈的美人和一
位多才男子的美好爱情。而《月出》
中月亮变得含蓄，皎洁，充满温柔，是
光明、纯洁、美好的象征。我小诗抒
怀：

桂香飘逸上云端，冰轮高挂银河湾。
诗心诚拜邀明月，山萌岚翠瑞祥间。
唐王建的“今夜明月人尽望，不

知秋思落谁家。”充满了深切的怀念
友人之情。杜甫的“露从今夜白，月
是故乡明”和李白的“床前明月光，疑
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
乡。”真切地点出了游子思乡的情
思。刘禹锡的“淮水东边旧时月，夜
深还过女墙来。”明月描写，历史回
忆。江山已旧，人事已非。只有明月
多情，穿过女墙仍旧照着这古老苍凉
的故都，抚今思昔，能不伤感。李白
的“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
邀明月，对影成三人。”举杯邀请明
月，夜晚花间独酌。寂静气氛俨然，
诗人孤寂苦闷。还有明李攀龙的“城
头一片西山月，多少征人马上望。”一
轮边塞明月，思乡情结犹在。然而，
同样是一轮圆月，由于人的心境不
同，千百年来，人们曾谱写过许多动
人的篇章。

张九龄《望月怀远》：海上生明
月，天涯共此时；杜甫《月夜忆舍弟》：
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露从今夜
白，月是故乡明；孟浩然《秋宵月下有
怀》：秋空明月悬，光彩露沾湿。惊鹊
栖未定，飞萤卷帘入；白居易《八月十
五日夜湓亭望月》：西北望乡何处是，
东南见月几回圆。昨风一吹无人会，
今夜清光似往年；苏轼《水调歌头》：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
宫阙，今夕是何年……人有悲欢离
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苏
轼的情怀以及他对现实的观察和思
考，深刻地渗透到该词之中，豁达、豪
放，字里行间的节日情怀也直通心
脉。我认为：万物因存世而现其美，
因其美惊世，笔者思之至今，也知其
美，知其美而后才惜之，苏轼之心安
慰也！细数十载过中秋，二十余年看
尽繁花明月，更觉岁月如斯，皆因中
秋月夜美好，前贤诗人灵感凸显，惊

世诗篇再现！而以一首咏月诗而名
垂诗册的当数张若虚了，一首《春江
花月夜》被闻一多先生誉为“以孤篇
盖全唐”。诗人在诗中将画意、诗情
与对宇宙奥秘和人生哲理的体察融
为一体，情景交融，玲珑透彻，诗境绝
佳。其中的两句简直是神来之笔：

“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
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
似。”岁月流逝，世道轮回，人生短暂，
宇宙无限，哲理深刻，油然升起对宇
宙和永恒的探求和向往。只有后来
诗仙李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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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可与之媲美，让人
领悟到：明月长在，人生飞鸿，世事沧

桑，光阴易逝；天上明月，恒久相照故
乡家园。中秋圆月也会生发出各种
不一样的乡愁感受。它是余光中眼
中的乡愁，是邮票，是船票；是李白杯
中的身影，是孤单，是情怀；也是故乡
的月饼，吃一口就有了家乡的味道，
抑或，是桂花，是知音，更是人间真情
所在！我七绝抒怀：

篱苑菊花沁心香，冰轮玉亮挂轩窗。
高举酒樽对天歌，银光月下笑声远。
时光荏苒，中秋已到，年已过半，

圆月盈怀，不免沧桑，失落伤怀，或
许，是秋色的感染，是清冷的寂寞和
苦苦的眷恋。使诗人苏轼灵感凸显
而抒怀：“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中秋圆圆
的月饼，是那化不开的浓浓乡愁，月
亮是圆的，月饼是圆的，人当然应该
是团圆的，不管分离多远，分别多久，
抬头去看看天上的月亮，即使是不能
回到亲人的身旁，不能够团圆，也要
停下匆匆追逐的脚步，感受抬头凝望
那清凉似水的圆月，在中秋的夜晚，
在清凉的月辉下，心中装满晶莹如雪
的玉壶之冰。思绪却随之飘到遥远
的家乡，与家人团聚。一轮明月天空
照，天下游子皆思归，传承千年话中
秋，岁岁年年最珍贵。中秋盼月，因
为世上还有孤独；中秋赏月，只因人
间贵有真情；中秋颂月，人们心中仍
有牵挂。每个人心里的中秋情怀不
一，每个人眼里的明月也不同，但所
有人心中的明月都是故乡圆。只愿

我的明月可以稍微暗一些，均出余
光，照亮远在千里的故乡，去安抚倚
门思念的亲人，去拥抱散落四海的亲
朋好友，人间自有真情在！再看那一
轮明月，它那阴晴圆缺的轮回，不是
在昭示着人生的一切吧。如果你有
心，它就是一面菩提明镜，照彻世间
烦恼与无明。佛门有一首名诗：“万
事无如退步休，本来无证亦无修。明
窗高挂菩提月，净莲深栽浊世中。”有
几人能真正明白“退一步海阔天空”
之禅理。而真正的禅者，正是在“退
步休”的过程中，远离一切贪嗔烦恼，
修得无为正果。人的思绪啊！何时
能摆脱岁月的痕迹。人生帷幕，犹如
一池秋荷，被无形的季节之手悄然拉

下，无须遗憾，一月又一月地看着这
阴晴圆缺的轮回，一样度过这一年又
一年的快乐时光…… 我小诗抒怀：

城秋东湖带暮烟，灯船渔火划悠然。
芦花似雪迎宾客，星眸此夜月半天。
中秋明月是一块人间最美的月

饼，等着世人分享；中秋明月是一粒
最饱满的高粱，经过春风夏雨的浇灌
更加的丰满，等着人们的收获；中秋
的明月是一阕最完美的诗词，等着世
人唱吟歌颂；中秋明月是一道最美的
风景，等待天下游子观赏；只要你加
倍珍惜，明月一样让你抒怀无憾！中
秋月饼，却有着极其丰富的内涵和祈
愿，花好月圆人团圆！它已成为中秋
节的主角。千百年来，它沐浴着月
光，默默地表达着人们对团圆和幸福
的真挚渴望。今年，中秋又至，我们
期盼着诗度祖国，诗意中秋，明月长
好，欢歌常在，繁荣昌盛。祝愿年年
岁岁，中秋诗词不断；愿岁岁年年，花
好人也团圆。我遂七律感念抒怀：

秋高气爽天宇蓝；云淡月明夜未眠。
花好更盼满堂香，中秋团聚吉祥安。
稻花溢彩万家福，丹桂飘香千里鲜。
十五玉镜当空照，一轮清晖上青天。

1962年9月13日，是那年的
中秋节。秋风送爽的北京城里
天高云淡，照旧是一年中最美好
的季节。北海公园的湖水碧波
荡漾，也远比今天的清澈透明，湖
水映衬着岸边的垂柳和琼华岛上
的白塔，陪着那渐渐升起的一轮
圆月，眼前的一切都显得格外宁
静和松弛。

时年26岁的父亲拿到北京师
范大学毕业证，几天后他启程前
往内蒙古草原。

62年之后的今天聊起来，父
亲依旧清晰记得，他学生时代最
后的一个中秋节是在北海公园度
过。那个圆月的夜晚，他和学校
里另外一位也来自安徽的同学，
绕着北海湖漫步，一边聊着大学
毕业后的人生规划，一边交流回
味着四年大学生活里让他们留恋
的点滴岁月。

那个时候，从北京出发到内
蒙古锡林浩特，路上要走四天。
父亲一行四人，都是在填报毕业
志愿书时要求分配到祖国边疆最
需要的地方。9月28日一早，他
们先乘坐火车赶到集宁，第二天
再从集宁转乘开往二连浩特的火
车来到第二个中转地——赛罕塔
拉；第三天则改乘长途汽车，清晨
出发下午三点多到东苏旗又停留
一晚，第四天也就是十月二日，风
尘仆仆的几个大学生终于抵达了
锡林浩特。

这一路迢迢千里，尤其是后
面两天漫长的草滩路，难走且不
说，就眼所见处，都是一样苍茫空
旷，秋色浓郁直达天际的大草原，
几百公里的路行下来，连只飞鸟
都看不到。途中夜宿小镇，前半
夜窗外秋风呼啸，飞沙走石，后半
夜则风消尘落，透过半遮半掩的
窗帘，父亲望见天空中的那轮在
流云间时隐时现的月亮，正渐渐
变得残缺，他心里知道自己离家
乡是越来越远。

父亲在锡林浩特工作生活到
1975年，从一个单身教师，“荣升”
为两个孩子的父亲。这一年8月，
他工作调动到锡林郭勒盟南部的
太仆寺旗宝昌镇，为了赶在学校
开学之前到岗，我们的这次搬家显
得非常仓促。锡林浩特到宝昌也
就300公里地，但那个时候的草原
公路跟十几年前相比，修缮效果十
分有限，跑起来依旧摇摇晃晃，一
天赶路也就只在150公里左右，到
傍晚来到桑根达来小镇住宿。

我那时还不到五岁，对于漫
长的旅途更多的是兴奋，根本不
理解什么是离别，离别又是什么
滋味！

我们到宝昌刚安顿下来，就
迎来了中秋节。

记忆中，我第一个关于中秋
节的印象就来自宝昌。这个小镇
虽然很小，居民也不多，但是保留
着非常淳朴的民风良俗。我们家
当时暂住在学校宿舍，听说来了
新同事，晚上邻居赵花阿姨来看
望我们，她带着一包点心，是用那
个时候副食品商店里常见的灰褐
色包装纸叠扎起来，赵阿姨坐在
餐桌边跟妈妈聊天，我蹲在床头，
眼睛盯着那包点心，灯光下，我注
意到那纸包外层有着自内向外浸
透出的油渍，隔着好几步远就闻
得到一股特殊的油香味。

这就是宝昌最有名气的胡麻
油月饼。

现在淘宝网上有这款草原特
产，我也曾买过，虽然那模样跟30
多年前差不多，但是味道已经没有
多少过去的感觉，似乎时光流逝也
带走了胡麻油那种特殊的香味。

说起吃月饼这个事，对于我
则是喜忧参半。喜的是我从小就
喜欢酥软甜腻的零食，宝昌月饼
外皮酥软，入口即融，最有名的五
仁馅是用纯白糖、红糖（更讲究的
还有冰糖）添加果料，使胡麻油和
鸡蛋调匀，再用专门的木制月饼
模子一个一个手工按压出来，最
后还要签上红红的月饼印。那个
时候也没听说谁家有烤箱之类的
工具，就是用红砖砌炉，烟煤为
火，把月饼胚子横横竖竖摆放好，
先大火再中火后文火，往往需要
一夜的精细操作，天蒙蒙亮的时
候，月饼出炉了。

赵花阿姨带来的月饼，我觉
得是来到宝昌之后吃到的最好吃
的东西，可惜那一包只有四个，唇
齿间的享受好像刚刚开始就结束
了。妈妈见我们喜欢吃，正赶上
学校另外一个老师家要请人打月

饼，就去委托他也给我们打一炉。
过了两天，那新打的月饼送来了，
闻上去甚至要比赵阿姨送来的更
香，我也记不清那天到底吃了几
个，结果乐极生悲的事来了。

月饼本来就是大油大腻之
物，宝昌老乡们都知道吃月饼要
喝茶水解腻助消化，小小的我却
只顾享一时口舌之快，到了晚上，
肚子里开始翻江倒海，哼哼了半
夜，上吐下泻，可受了老罪。从那
之后好多年，我都不再能闻麻油
月饼的味道，明知道是好东西，却
无缘消受，此为月饼之忧！

宝昌十年是我记忆中最安稳
的时候。父母工作稳定，我和姐
姐一起上学，我们家住在三间通
透舒适的砖瓦房，有一处宽敞的
院落，夏天的院子里总是种着黄
瓜、西红柿和豆角，家里喂着几只
鸡，我甚至还养过一只狗和两只
猫，如今回想起来几乎就是一派
田园生活的画面，无忧无虑的生
活，自然而然对节日的期待与重
视程度就越来越高。

内蒙古草原的秋季很短暂，
今天还是一派绿树重重，隔日就
会落叶萧萧。跟这季节变化得紧
凑很有些类似，我们能吃到各种
水果的日子也都集中在中秋节前
后。宝昌小镇处在坝上边缘，交
通比起锡林浩特还要便捷，很多
企事业单位在中秋节前，都会安
排车队到宣化、张家口等地农贸
市场，采购来各种各样的新鲜水
果分发给职工。

我们家分到的水果，总会先
选出一些品色都好的存放在地窖
里，待到中秋月圆之夜，父亲就会
搞一个小仪式：在院子空地上支
起一张小饭桌，中间是一个又大
又圆的提浆月饼，要先切成八瓣，
围着月饼盘子摆上紫的葡萄、黄
的沙果、红的槟子、绿的香瓜，有
的时候还有西瓜。父亲会领着我
跟姐姐在圆月之下向着南方鞠个
躬，那是安徽老家的方向。父亲
常会说上一句：希望在老家的亲
人们健康团圆！

就从那个时候起，我知道中
秋节不光是为了有月饼吃，它更多
的是一个凝结思乡、期待团圆的寄
托。父亲在内蒙古26年，凤阳老
家一共只回了三次，每逢佳节倍思
亲，他尽管明白自己离家乡的距离
很远很远，但是他心里那轮故乡的
明月一直都很圆很圆。

离愁别绪似乎都是岁月和成
长的专利。我在14岁的时候，孤
身一人离开家到异地读书，之后
的十多年都没有在父母身边过中
秋。1988年的中秋节，我刚到包
头师专不久，那天正好新生军训
结束，又赶上是周日，包头附近的
学生头天晚上就纷纷“撤离”，到
第二天上午，宿舍里就剩下我一
个人。

食堂当天有出售月饼，但是
我没有一点胃口，一个人在校园
里闲逛，不知不觉看到天空中一
轮明月慢慢升起，浮云撩动着清
冷冷的光，洒在寂静的校园里，那
一瞬间，就感觉自己变成了一缕
微风，在这曲径与树丛花圃之间
穿行——人生的寂寞并不都是暗
灰色的情绪，有些时候也可能就
是一首诗！

等我回到宿舍，发现桌子上
多了一包月饼和水果。原来家在
青山区的班长，知道今晚就我一
个人在宿舍过节，特意跑回来给
我送了一份节日的“温暖”。他没
见到我，只好留下了一张短签，那
份被关心和惦记的温暖，至今回
味起来都是新鲜的。

人的一生里，很多怀念和相
思似乎都是周而复始、循环反
复。父亲在52岁的时候，带着我
们全家回到了他念兹在兹的故
乡，我那年刚满18岁，那又是一次
非常仓促的搬家，我甚至连一个
告别的准备都没有。从此，我们
家再过中秋节，那个小仪式就没
有了，父亲心里的团圆已经变成
了眼前的事，可渐渐地，我发现他
又开始不断地回忆和回味那些属
于草原的逝去往事，我也一样，草
原的生活和记忆已经融进了我们
两代人的骨血，甚至连睡梦里都
能感受到那遥远的苍茫的气息。

我们一家人经常在晴朗的月
圆之夜感慨着：宝昌的中秋月好
像比这里的更高更圆。

其实，我们说的那轮圆月，是
怀念凝结在心底的一缕风，是随
风潜入夜的一朵相思云。

自古以来，月在中华文化语境
中总被赋予了拟人化特质。“深林人
不知，明月来相照”仿若知己拨开层
层竹林掩映循声而来；“举杯邀明
月，对影成三人”又丝毫不顾白裳染
上酒污，只惦念着与谁一醉方休。
哪怕遥遥向天际问及“明月几时有”

“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也带
了几许相识已久故人间的埋怨。月
是中国人的发小、至交、亲眷，是遥
隔银汉，相望不相识的家人。

儿时呼作白玉盘、瑶台镜，也曾
趁夜揭开窗帘，抚平少年离家远行
后泪水洇湿的眼角。“富贵不还乡，

如锦衣夜行。”于是功成名就后圆月
相邀，阖家团聚其乐融融；而老来临
水自照，目光摩挲过千万次的残月
莹润如玉簪，正佩在鬓边。我们吟
咏、感怀月，因其阴晴圆缺间具有万
千意蕴，足以盛放世人聚散离合间
喜乐悲欢。月作为高悬夜空、亘古
不变的固定景观，之所以能供人吟
咏赏玩数千年不息，我们遥望的是
前人遥望月时的双眸倒影。

月是离我们最近的故乡一隅。父
母师长日渐老去，手足亲眷或天各一
方，熟稔的景观沧海桑田，连我们自身
也无法葆有最初的梦想和青春容颜。

只有月轮自始至终高悬天际，恍若慈
母依依不舍遥望你去路归途的朦胧泪
眼，于是视线竟当真是线，自故乡静夜
床枕上牵出，又在襟前密密缝补，深深
浅浅走过，回首惊觉自己已是飘忽半
生，借力长风一只风筝，而线圈始终遗
落在出发处一轮月华之下。

中秋到来，人间又将装点一新，
盛情相邀千百年不曾改变的月。典
籍中曾拜读过其著作的文人墨客、
遥隔万里音书难递的亲友故交，我
们望向月轮时，它正是瑶台明镜，倒
映出所期待的每双眼瞳。

(作者系天津师范大学学生)

中秋诗意明月长
朱启方

“一轮金辉洒人间，又到中秋月圆时”。或许，中
秋对于每个人都有着特定的含义，也总有一些记忆，
会从中秋的凉风与月色中钻出来，或是让一些记忆的
影像从心头眼底悄然经过。突然发现，离开家乡在普
洱生活多年，每天在城市和梦想之间奔波，竟忽略了
夜晚头顶上那片天，数不清自己有多久没有认真领略
城市里的那片天空、那轮圆月了……

一轮明月一壶酒，一段情思一杯愁。炙热的情感
滚烫着月亮，千年不散，意味悠长。古往今来，多少文
人墨客在中秋之夜，尽情抒发着自己的情怀，留下了
许多不朽的诗句。“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是张九
龄心中期望的月亮；“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是李
白心中清冷的月亮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是杜
甫心中思念的月亮。“皓魄当空宝镜升，云间仙籁寂无
声。平分秋色一轮满，长伴云衢千里明”把中秋之月
比作宝镜悬挂夜空，明照那无声的夜幕之旷。一轮美
丽的圆月将天间秋色一分为二，整个宽阔的夜晚将云
路千里照得四达通明，是诗人李朴心中理想的月亮。
也记得季羡林在《月是故乡明》中写道：“每个人都有
个故乡，人人的故乡都有个月亮，人人都爱自己故乡
的月亮”，这是大师心中自己故乡的月亮。

平平淡淡的日子，苦中也有甜，千转百结的心中
总有一根细细的线，始终牵挂着北方的老家。每年中
秋前，弟弟总会给我从遥远的北方老家邮寄临涣香油
老月饼。这种土得掉渣的月饼，馅一般只有花生、芝
麻、白砂糖等制成，简单得可以数出来。传统和面、揪
面、擀皮、包馅、烘烤的流程，最后成型制做出的月饼
丝毫不油腻，外壳层层酥脆掉渣，简单淳朴实在，包装
也很简单。老家中秋节也叫八月十五，每年节前都要
带着月饼走亲戚。那时候，家里条件不好，到街上买上
几块月饼，店家每一包取上4块叠加摆好，用普通的包
装纸顺势一裹，包成一个长方形，然后放上一张写有月
饼的红纸贴在上面，用纸绳子三下两下就捆好了。那
时候走亲戚，一家只要提上两包月饼就可以了，淳朴的
皖北人，离别分开的时候还要再给你回上一包。

北方老家的八月十五，一般都在秋季秋收最忙的
时候。这一天，为了能吃到月饼，心急如焚，总感觉特
别漫长。我和弟弟、妹妹就提前把院子打扫干净，等
父母回来。晚饭后，圆圆的月亮早早就挂在天空，一
家人围坐在院子小桌子旁，父亲把从田地里带回家刚
煮熟的花生、玉米，还有从亲戚家带来的石榴、红枣、
月饼都摆在桌子上。妈妈脸上含着笑，解开浸着油渍
点点的纸包，把月饼拿出来分成四份，每人分一份。
先给妹妹、弟弟，再给我。我细细地咀嚼着，满嘴的芝
麻和白糖裹着花生仁和青红丝，那种香甜不是现在的
月饼所能比拟。一旁父母看着我们兄妹吃得津津有
味，才把另外一份掰成两块，每人一块吃了下去。以
前的我总是不明白，为什么那么多月饼，父母不是每
人给一整块，而是一家人切成几份分着吃，现在才知
道，儿女总有长大分开的时候，父母也总有老去的那
一天，一家人不论怎样都要记得团聚起来，团圆才是
中秋，月圆也是家圆。后来读到苏东坡《月饼》诗句：

“小饼如嚼月，中有酥和饴。默品其滋味，相思泪沾
巾。”也许，他说的其中滋味就是如此吧……

从遥远的皖北来到茶城工作时间长了，晚饭后喜
欢到茶山走走栈道、在观景台眺望整个茶城，茶山周
围普洱茶香气沁人，看着月亮从月缺到月圆、从月圆
到月缺，转眼间二十多个年头转瞬即逝，自己也从一
个壮志未酬的年轻人走过不惑之年，其中的酸甜苦
辣，天上的繁星记得、月亮也许会懂得。有人说，用眼
看世界，世界很小；以心看世界，世界很大。正如这普
洱城市夜空的圆月，用眼看月亮，月亮很小；用心望月
亮，月亮很大。我想，只要你用了心、动了情，就会在
月亮里发现你，发现我，发现他。其实我们每个人都
是一颗会发光的星星，日日夜夜，春夏秋冬，寒来暑
往，这么浩瀚、这么明亮、这么忠诚地陪伴着月亮，看
着看着，自己也仿佛进入了整个夜空。

岁月不居，时光如流。月满中秋，在心中升起自
己的一轮圆月，去承接平淡日子里的每一轮光明。不
如意的日子里，祈盼月圆的时候，随时向心中的月亮
借助光明，保留自己心中的月亮，内心就不会黯然太
久。我想，无论何时，只要心中怀揣着月朗的心情，就
会一直走在生命的绝佳风景里。

当千山万水踏遍，只剩一条路
当春夏秋冬阅完，还余一行字
当故乡中秋的月亮挂在树梢，呼喊着我的乳名
当他乡的风裹紧我一层又一层的衣装
村口的那条小河
酥香的马蹄烧饼以及学校院墙边歪脖子杨槐树
还有街道茶馆的棒棒茶香
伴着炊烟升起 一声声回家吃饭的呼喊
这就是故乡在心底的模样
虽早已改变，乡情亲情却根深蒂固
如同，树梢上的那轮圆月
走得再远 它都会照亮我回家的路
让多年未归的游子 不会
迷失在村口

心中的月亮
张 琳

风中有朵月做的云
郑洁尘

何堪遮望眼 月在故乡明
郜 宸

挂在树梢上的月亮喊我回家
海 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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