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敬爱的老师：
您好！
南北朝时期文学家庾信曾说过：“落其

实者思其树，饮其流者怀其源。”从小体会到
你无微不至的关怀，感受到你宽广博大的胸
襟，感动于你真情无悔的付出和翘首以盼的
期待。老师职业，肩负着为祖国培养合格后
代的神圣职责。你了解学生的心路历程，用
巧妙的教学方法引导我们遨游知识的海洋。

多少青丝染成白发，多少汗水换来希
望。在年少轻狂的日子里，因为老师的指
引，我们“迷途知返”。你的品格无私无求，
如平凡绿叶映衬娇花。你忍受寂寞，甘于清
贫，乐于奉献，你的品德与操守，如明媚的阳
光，灿烂了我们的天空；你的才华和睿智，似

春风化雨，滋润了我们的心田。你在自律中
保持一份淡定从容，学生的幸福成长始终是
你不懈的追求。我们每一次的进步都有你
的鼓励与支持，每一次的扬帆起航都有你坚
定信任的目光。如果说，我们是渴望振翅翱
翔的鸟儿，那么，你就是承载羽翼的风，帮助
我们飞向宽广的的蓝天。

“仰之弥高，钻之弥坚”，你是春蚕，吐尽
银丝。你把全部的心血，浇灌在学生的心
上。你陪伴我们在水墨书香的天地间自由
徜徉，你带着微笑进课堂，净化我们的心灵，
点亮我们求知的双眸；你在讲台上激扬文
字，尽显“腹有诗书气自华”的风采；你在黑
板上奋笔疾书，散发博学智慧的光芒。你的
眼里，幼苗必将吐露自己的芬芳。你引领我

们在新奇美好的世界里寻幽览胜，当稚嫩初
露枝干，一丝欣喜会撩动你的眼眸；当蓓蕾
即将绽放，一阵慰籍会充实你的心房。班级
里流淌的，是你对教育的虔敬和学生的大
爱。如空谷幽兰芳香自远，你让小苗，也有
参天的梦想。你最大心愿就是青出于蓝而
胜于蓝，你灌溉我们梦想的种子，呵护它在
爱与希望的土壤里生根发芽，你将青春韶华
倾负，换来满园桃李芬芳。

鲁迅先生说过，天才可贵，培养天才的
泥土更可贵。尊师重道，就是尊重知识、尊
重教育、尊重人才。一个社会，只有学会尊
师，才能获得个人、民族、国家长久的发展。

夜已渐深，月亮高悬天际，我仿佛看到
你批改作业加班加点的情景，一方书桌就是

你的战场，每一份课堂的教案，都牵动你的
心房。你是平凡的，“一本书，二寸粉笔，三
尺讲台”成了你工作生活的主色调。你对教
育的专注与执著，对知识、理想的坚守与追
求，对学生至深至真至诚的爱，让我永远难
忘。岁月渐渐在你的额头显亮，两鬓青丝慢
慢露出白光，嗓音不再悠悠宏亮，步履已经
失去铿锵……

历苦耕耘育桃李，谆谆教诲记心中。你
的责任心、事业心、匠心值得我们每一个人
尊敬。

此致
敬礼！
祝老师一切安好！

曾海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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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追梦而漂泊的人
最盼中秋节
当节日来临
多少人日夜兼程归心似箭
即使难以成行
但天涯共此时
也可借中秋月千里寄相思

中秋月里
有善良和忠贞的嫦娥
漂泊的人想到嫦娥
就会感念善待过自己的人
也为家中有嫦娥一样
甘守寂寞的妻子
而感到欣慰与幸福

中秋月里的玉兔
有仙药仙术
漂泊的人不能侍奉年迈爹娘
就虔诚的祈祷玉兔
慈悲为怀
保佑爹娘平安无恙
以尽孝心

八月桂花解乡愁
谁人不贪桂花香
异乡的桂花香不属于漂泊的人
中秋月里
有长生不老的桂花树
举头望明月
桂花香就会入梦来

中秋月

站在城市二十四层楼的顶端
灯火迷幻，举杯邀你
——中秋的月亮
这是我能攀上的最高处了

多么怀念你皎洁的清辉
朗照农家小院而亲情缱绻的日子
那时，躺在桂花树下
一曲虫鸣就能伴我无忧到天明

这样也好，站得高
离得近，才能听到你的心声
我想问你，我该怎样
才能安贫若素，不为名利漂泊

当月亮如约来到我的头顶
我看见她的初心一丝也未改变
月缺月圆不为世俗所惑
我顿悟，此心安处唯故乡

中秋邀月

张绍国

农历八月十五是中国传统的中秋佳
节。中秋节月亮圆满，象征团圆，因而又叫

“团圆节”。中秋正值秋意浓浓瓜果飘香
时，所以有的地方把中秋节叫“秋收节”。
中秋，被赋予了团圆和丰收之意，人们争相
庆祝。那么，古代是如何庆祝中秋的呢？

中秋拜月始于唐朝。相传某年八月十
五之夜，唐玄宗在宫中祭月时，随侍道人作
法，将手中拐杖化作空中银桥后，引玄宗步
入月宫。见门楼匾额上书“广寒清虚之
府”，门口的桂树下白兔正在捣药，宫内嫦
娥诸仙女在悠扬的乐曲伴奏下，翩翩起
舞。玄宗从月宫归来后，命人整理出暗自
记下的舞曲，命名为《霓裳羽衣曲》。月宫
之所以称“广寒宫”，也与此传说有关。自
此，每年八月十五，赏月拜月吃月饼成为中
秋节的一个民俗符号。

宋朝赋予中秋新的内涵。“中秋节”的
提法最早出现于南宋吴自牧所著的《梦梁
录》中：“八月十五日中秋节，此日三秋恰
半，故谓之‘中秋’。”后来中秋节被视为“团
圆节”，源头应该在北宋。家家户户在中秋
之夜团圆，文人墨客对酒当歌，有吃的有喝
的还有好玩的，玩得不亦乐乎。北宋文学
家 苏 东 坡 在 中 秋 之 夜 ，写 下 了《水 调 歌
头》。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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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句，把北宋人对中秋节的理解阐释得淋漓
尽致。虽不能团圆，却共一个月亮，借中秋
明月寄托思念之情。

明代流行中秋“送月饼”。中秋节所食
之饼除了“月饼”叫法外，还有“团圆饼”、

“团饼”等叫法。正德《建昌府志》中便称，
“中秋，登楼玩月，多用西瓜、团饼，亦取月

圆之义。”明朝不仅对吃月饼更加讲究，还
非常流行将月饼送给亲朋好友。这一风俗
是怎么形成的？据说源于“走月”活动。所
谓“走月”，就是趁着中秋月圆之际，拜亲访
友，馈赠糕点、鲜果等食品。到了清代，中
秋“送月饼”更为流行，并影响到现代人的
节日消费行为。

到清朝后，中秋节偷葱偷菜的风俗非
常流行。在皎洁的月光下，人们结伴去偷
菜。“偷个葱，嫁个好老公；偷个菜，找个好
女婿”，而已婚女子则偷瓜求子。这寄托着
人们美好的愿望，而主人家也非常乐意菜
被别人偷，说越偷越有。

中秋始于唐朝，盛于宋朝。中秋节既
庆祝丰收，又象征着团圆，是最受人们欢迎
的传统佳节之一。

古人眼里的中秋古人眼里的中秋

赵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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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又
是是
中中
秋秋
月月
圆圆
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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