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诗诗与远方

野菊花（外一首）

□ 土牛

村边无人过问的野菊
陪孤独的合欢树站在野外
对世界的炎凉无动于衷
很高的天被向往拉近
易醉的心
把朵朵灿烂幸福地举过头顶

纯情的白高贵的黄
多像着素装的妹子
妙龄青春抵挡世间恶俗
以柔情的美
憧憬一场旷世爱情

早霜比秋风寒凉
枯叶和等待一起零落
在曾经相遇的路口
野菊一厢情愿地绽放
把远望的路搅得荡气回肠

野菊花，野菊花
我们寸步不离的这片土地
是成就了生命的风景
还是放走了今生的云彩

枫叶红了

终于见识秋风的刀锋
在繁华之间闪了闪
万马嘶鸣
涨红枫叶的脸
满目疮痍似乎一瞬间的事
历史由来已久
生命脆弱的不堪一击

“人在江湖飘怎会不挨刀”
唯有喷张血性
唯有迎刃直上
便有英雄的壮歌

枫叶彻底红了
请告诉虎视眈眈的孙子们
十月也是一个国度骄傲的时节
除万众一心的纪念
更会激起海啸一样的巨浪
为神圣的尊严与守卫
亿万人
叫嚷着为之燃成一炬

这么近那么远
□ 花瓣雨

整理一些句子，系在心口上
夜深人静时，似风铃般
叮咚作响

风一吹，字就落下
如泪，滴滴锥心
它们
在梦里行走，抵达老屋的清晨

那时，阳光照进故园。石斛兰的
花瓣上，露珠闪烁着
晶莹透亮的光

喇叭花
□ 赖永洪

穷乡僻壤
竟造就动人的身姿
更甚之事
用状似深渊的咽喉
将所有寂寞吞下

行走人间
不可缺少一个美丽的故事
你藏好矜持的情感
再用喇叭
喊出一个满意的结局

再登名山
□ 赖宇峰

母校在庐山脚下
庐山的大，能容纳古往今来
大学的大，小舟终成远帆
庐山是美的，有云海，有飞泉
而你
得先抬足数不清的石阶
当凉风吹出大汗淋漓
收获，不单是一览众山之小
还有遗落人间的精妙诗句

今日
乘动车而至深圳
这里，又是一座名山
如欲乘月
我，须抬足再登

在异乡遇见蟋蟀
□ 何小龙

蟋蟀以磨擦翅膀
发声
像在拉手风琴

不闻乡音已久
我用这熟悉的琴音
抚慰内心

生生活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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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的秋，是从一场秋雨开始的。
当凉爽的秋风夹着明润的秋雨掠过棱

角分明的梯田的时候，秋天就这样不知不觉
地来到人间。最先知秋的，应当是稻草人。
她们身披彩带，长袖善舞，站在秋风里，诉说
着日子的长短、收成的厚薄。稻草人也是忠
诚的武将，他们在阳光下，总是保持着标准
姿势，仿佛全身都是眼睛和武器，默默守护
着地里的粮食。稻草人以稻草为骨、稻草为
心，不管日晒夜露、风吹雨打，从不炫耀身
姿，站成千年风俗，立成农耕文明。

一切都泛着金色，好像水洗过一样，故
乡就这样拉开了它迷人的序幕。

乡村的秋，属于父亲。
小时候，父亲教书之余，不是骑着自行

车到田里劳作，便是弓着身子制作农具。秋
天是我与父亲最亲近的时节，我们常常走在
金黄的四野和袅袅炊烟之间。那时的父亲，
似乎无所不能，他那布满老茧的双手总能带
给我们惊喜。

有一次放假，我同父亲拉着板车去镇上
卖豆子，行走在曲折蜿蜒的小路上。路旁是
牛筋草、狗尾巴草、蒲公英，它们迎着素风，
摇曳生姿。我手拿一本连环画，边看边用眼
角余光扫视脚下。记得每到金秋十月，严厉
的祖父会要我到田间拾黄豆，说不能浪费庄
稼地里的任何一粒粮食，他们都要回家，不
能不管。那天，父亲告诉我，黄豆最多的地
方，应该隐藏在车辙里。板车一路摇晃，裂
口的黄豆荚便会蹦出一些豆，溅在路上。听
了父亲的经验之谈，我便一边跟着父亲拉的
板车，一边用眼四下扫描，生怕漏掉一粒豆
子。伴随着父亲粗重的喘息声，我们就这样
一前一后，缓缓前行着。

父亲身板硬朗，爬坡一点也不吃力，他
拉着满载的板车，即使脸颊豆大的汗水一滴
滴跌落地面，但嘴角依然洋溢着笑，像黑夜
里亮着的弯月亮。他那被汗浸湿的背影，总
会出现在我的脑海，那是我见过的最伟岸的
背影。也许，朱自清先生看到的父亲的背
影，也有这样动人心弦的力量吧。

临近正午，父亲说歇息一下。他从帆布
包里掏出两个馒头，拿在手上拍了拍，递给
我一个。听着秋蝉清唱，我们坐在田埂上大
口咬嚼起来。此时，天空似擦拭得一尘不染
的玻璃，如棉如絮的云朵下面，湖水蓝莹莹，
清澈见底。父亲吃完后，脱下汗衫，露出一
道被板车绳勒出来的血痕。他拔了一株地
胆草，放在嘴里嚼烂，敷在伤口上，突然从嘴
里蹦出一句话：不好好念书，就会拉一辈子
车，很苦很累。父亲说着，两眼充满期待地
看着我。我朝天空望了望，瓦蓝瓦蓝的，纯
净如宝石。

我仿佛明白，在父亲的世界里，我是一
片土地。在我面前，一颗豆子和他一样重
要。而我捡回那些被人们遗忘的一粒粒豆
子，也是捡回迷途的自己和父爱。

秋天之于父亲，之于生于斯长于斯的江
汉平原的农人，是忙碌的，是辛苦的，也是充
满喜悦的。那俯拾皆是的金黄，那连绵不绝
的绿洲，父亲是没时间驻足欣赏的，即便这
一阙阙看不饱、尝不透的美景皆是农人们所
造，他也无暇顾及。令他陶醉的，是数十年
的秋收，是他眼里沉甸甸的果实，拳头大的
洋芋，抑或金灿灿的麦浪，即使他的秋收能
力越来越弱。

如今，父亲已退休，他并没有卸下劳作
的担子，常回老家收拾几分薄田。父亲下厨

不喜欢用电，还是用土锅老灶，烧秋天的棉
梗和稻草，说那样做饭才香，是自然的火，原
生的菜。但野葱却极少见了。父亲看出我
的心思：“想吃香葱煎饼了？”我一笑：“肯定
呢，都几十年没吃过了。”父亲叹道：“村里人
越来越少，很多东西也不见了，难道土地也
懂得藏器了？”

确实，想想从前，秋天的屋顶上，像一盏
盏小灯笼的柿子，似一只只小火把的辣椒，
还有金灿灿的稻子、紫莹莹的茄子、白净净
的芝麻……都是父亲的劳动成果。父亲常
说，做人要像土地一样奉献，不要怕吃亏，你
付出多少努力，它就回馈给你多少收获。谆
谆教诲，言犹在耳，不能忘记。

故乡的秋天，是所有人的秋天。日复一
日，年复一年。父亲和所有人的父亲一样，
在深沉的田野里播种、收割、归仓，也在一个
个秋天中变老了。

很多次，我觉得父亲就是一株庄稼，需
要陪伴。有一次，我走到蹲在田边的父亲
跟前，喊他回家吃晚饭。父亲说，让我再看
一会，陪陪这些谷子，它们在秋天有点孤
单。我沉默了，我不清楚孤单的是父亲，还
是秋天。

我与秋天的距离，似乎是父亲在每个晚
霞里散步的长度，时近时远，近到我忘不掉
故乡的名字，远到我想不起荷塘里盛开过多
少朵荷花；我与秋天的距离，或许是我与父
亲之间的距离，连接我们的，是秋风秋雨、秋
花秋月……

“春天时，我不知道秋天的事，秋天来
了，我知道了所有的事。”秋天是诗意的、哲
学的，也是深沉的。

读懂故乡的秋，便读懂了父亲。

读懂故乡的秋
□ 陈白云

伴着秋的前奏，沐着秋的凉爽，在夕阳晼
晚的江边信步走走，不失为一种人间清欢。

下过阵雨，江面上有暮霭，远看如笼着
一层袅袅的雾，烟波缥缈；近看却似乎什么
都没有，只是对岸略为朦胧，像对焦模糊的
照片。江水中央有两块巨石露出水面，一块
坐着，一块卧着，互相倚靠，像依偎在一起枕
流听涛的情侣。岸芷汀兰，有小小的鱼儿在
其间甩着尾巴游啊游，搅出一圈圈稍纵即逝
的小小涟漪。水位退了很多，河水不再像夏
日那般奔涌激荡，卷浪拍岸；而是平静沉稳
了，极柔极缓地轻吻堤岸。

斜阳挂在对岸一线树梢上，快要沉下
去，树丛仿佛笼着些紫烟。白色、灰色、墨
蓝、金色、绯色、酡红……种种颜色的云彩交
叠在一起，平铺到江面，你中有我，我中有
你，天光云影徘徊，江水半碧半红。一群水
鸟在江面低空盘旋，翻飞的白翅镀上了晚霞
的锦绣。千百年前，少年天才王勃在滕王阁
上远眺清秋日暮时分的江渚，写“潦水尽而
寒潭清，烟光凝而暮山紫”“落霞与孤鹜齐
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时，是怎样的意气风发
逸兴遄飞啊！白居易远离党争，自求外任，
赴杭州途中，见到长江（一说曲江池）暮色，

写“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可
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真珠月似弓”时，又是怎
样的身心轻松神思畅快啊！

沿着河堤慢慢走，忘路之远近。经秋之
故，岸边垂着长发的柳树带着点憔悴的色
彩，如同一个个忧郁的姑娘在迎风怅望。绿
毯似的草地上，已隐隐露着些斑驳，红的黄
的落叶点缀其上，像随意绣着的花朵。夕阳
残霞映照着、斜扫着、平铺着暮江边的这一
切，幻出梦境一般的迷蒙色彩。

沿途虫吟相伴，也许是秋蝉，也许是虫
织，间或有蛙鸣。蛙鸣虫吟伴着水声，从江
对岸传来，清亮如洗，细腻如缕，听着听着，
让人神思悠远宁静。《红楼梦》中，贾母携众
人在藕香榭的水亭子上，借着水音听戏，也
是这种雅趣吧。水，真是一种最上品的清音
器啊。

江边人很多，但各得其乐，各不相扰。
有一个人独自坐在岸边水中一块巨大的砥
石上吹着晚风，盯着微微荡漾的水波发呆。
他是单纯想临水放空，还是在对抗愁烦呢？
他是平静的，还是悲伤的呢？是惬意的，还
是孤独的呢？一位戴着草帽的垂钓人，品着
小酒，对着晚江，长竿一甩，间或唱几句京

腔，浑然忘我，自成小世界。他不知道他的
背影融入夕阳中，和他不远处柳荫下的小
船、弯曲的钓竿、水中的流霞、翩飞的水鸟，
构成了一幅“秋江独钓”剪影画：“一蓑一笠
一扁舟，一丈丝纶一寸钩。一曲高歌一樽
酒，一人独钓一江秋。”

夕阳已经沉下去很久了，天边那一抹红
晕还久久不散。路灯渐次亮起来，对岸的半
隐在树枝间，像明亮的星星；近旁的散发着
温暖的光晕，像皎洁的月亮。沿岸的万家灯
火也渐次亮起来，点点光晕浮在水上，远看
像萤火，近看似夜明珠。拱桥弯弯，倒映水
中，桥身和倒影的相对弧线恰好合成一只美
人的明眸，桥上的彩灯为她绘上缤纷的眼
影，桥下的水色为她增添流转的波光。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我深感，一条江，
一道河，对一座城市来说太重要了。面对一
江秋水，人会变得沉静，变得柔软，变得多
情，变得空明。面对一江秋水，灵魂也能得
到暂时的休憩，一瞬的超脱，正所谓“可以清
心也”。

暮色渐浓，秋江苍茫，天空渐渐变成了深
紫色，靛青色。秋天的凉意，伴着夜的黑色翅
膀，掠水而来，笼着眉梢了，不如归去……

一人独钓一江秋
□ 易玲

秋天的午后，阳光洒在院子里，显
得格外温暖。一缕微风拂过，院子里的
橙红色枫叶轻轻摇曳，仿佛在低语，述
说着秋日的故事。这个时候，我总是忍
不住思念起家乡的味道，那道传统的玉
米排骨汤。

小时候，每逢秋收季节，母亲总会
提前几天开始准备这一道美味。她会
挑选最新鲜的玉米，剥去那一层层金黄
的外衣，露出晶莹剔透的玉米粒。然
后，她会将排骨洗净，煮成一锅鲜美的
骨汤，等待着将它们融合在一起。

而我，总是迫不及待地期待着这一
刻的到来，因为玉米排骨汤是我最喜欢
的家乡美食之一。我喜欢那汤汁的浓
郁，混合着玉米的甜味和排骨的鲜美。
更让我难以抗拒的是，每一口汤里都有
家的味道，温馨、安心、充满关爱。

这一天，我站在厨房门口，看着
母亲专注地在灶台前忙碌。她的手
法娴熟，一切看似得心应手。锅里的
排骨发出“咕嘟咕嘟”的声音，散发着
肉的香气，而玉米粒则在锅里翻滚着，
仿佛在和排骨争夺谁更能散发出诱
人的香味。

母亲的脸上洋溢着满足的笑容，
她说：“这就是我们家的秋天味道。”我
点点头，心底涌起一股莫名的感动，因
为这道简单的汤，承载着家庭的情感
和传统。

汤煮好后，母亲将它倒入碗中，色
香味俱佳。我端起碗，第一口的滋味，
就像是一种治愈，让我瞬间回到了儿
时。那一瞬间，家的温馨弥漫在整个空
间，时光仿佛倒流，我再次成为了那个
调皮捣蛋的小孩，坐在家中的餐桌前，
享受着母亲烹制的美味。

玉米排骨汤不仅仅是一道美味的
食物，它更是家庭、亲情和回忆的象
征。在异乡漂泊，每当思念家乡的味
道，我总是会尝试着重现母亲的手艺。
虽然汤的味道无法完全模仿，但那份情
感和回忆，却如影随形，温暖着我。

秋天的午后，我再次回到了儿时的
家，玉米排骨汤的香气在四处飘散。母
亲坐在我对面，微笑着看着我。这一碗
汤，是对家乡、对母亲、对过去的致敬，
也是对未来的期许。无论身在何处，这
份情感永远都会陪伴着我。

在这个特别的午后，我深刻地明白
了一句话：家的味道，永远是最美的味
道。无论走到哪里，无论多久不见，那
碗玉米排骨汤，都会将我带回家，带回
温馨和幸福的怀抱。

记
忆
深
处
的
味
道

□
马
英
闵

一个寂静的夜，我在写作之际感到
些许苦恼，休息的空隙下楼散步，无意
间抬头，看到晴空中一轮杏黄色的圆
月，清光四溢，宛如一块玉琢的盘子。
月光如水，莹润清冽，沁入我的心田。
偶尔邂逅穹宇之中的灼灼月华，竟于无
声处为我驱散了心中的烦闷……

《不知有花》这本书中，张晓风曾写
下自己和树叶偶遇的经历。有一回她
和往常一样，在校车上读书，忽然劈头
栽下一片叶子，把她手里的宋诗打得有
了声音。她瞬间想到，这是多么令人惊
异的断句法，这片叶子不知何时从树上
倏忽掉落，憩在偶然经过的车顶上，又
巧合间来到她温暖的手中。她将叶子
揉碎，让芳香在两掌间复活。她叩开微
绿的指尖，恍惚间感到，不期而遇的这
片绿叶，让自己此刻宛如一棵初生的
树，温暖而芬芳，她被这盎然的生机包
裹着。

诗人丘为写过一句诗“ 草 色 新 雨
中，松声晚窗里”。当时他去西山上拜
访隐者，轻叩柴门无人应答，窥看室内
只见几案，不见人影。惆怅之际，他却
留意到雨后草色青翠嫩绿，松涛阵阵，
随着晚风送进窗里。偶得的这份自然
之美，让他心耳涤荡，心境清明，终满怀
着兴意下山而去。

山 林 里 的 惊 喜 颇 多 。 电 影《蝴
蝶》中，8 岁的埃尔莎跟着邻居的爷
爷，想去看名为“伊莎贝尔”的蝴蝶。
尽管最终与蝴蝶擦肩而过，但当她来
到森林山野中时，时刻都在感受着万
物有灵的力量。绿地上蜗牛缓缓爬
行，玲珑的身影在草丛中闪烁；不知
名的游鱼快活地游弋在清澈的水底，
漾出一片斑斓的光斑；小鹿悠然地漫
步于丛林深处，晶莹的眼眸如清晨的
露珠。轻柔的风声、悠扬的鸟叫、细
微的虫鸣接连传入耳畔……此趟旅
程，不期而遇的生灵将她心中孤单的
阴霾一扫而空。

偶遇也许只是瞬间，美好却足以
永恒。有位摄影师去拍兵马俑，正专
注拍着，突然有了特别的发现——一
个兵马俑铅灰色的上唇边，竟留有一
枚指纹！他瞬间愣住了，仿佛看到千
年前的工匠，正辛勤地工作，手中的泥
土在他的指下慢慢化为生动的兵马
俑。无意间的一瞥，让他穿越了历史
的洪流，身临其境地感受着匠人满腔
的热忱与温暖。

当人们在不经意处与美好相逢时，
遇见的其实是心中那份难得的闲情逸
致。此前我曾看过许许多多的月亮，但
唯有那晚夜空中的皎皎明月，让我久久
难忘。

前几天，朋友邀请我去她新搬的小区做
客。朋友神采飞扬的样子勾起了我的好奇，
什么样的小区令她如此兴奋？

到了小区门口，朋友急急拉着我来到一
片田地，原来是一片共享菜园。菜园面积不
大，浅黄色的竹篱笆环绕着，像农村的责任
田一样分割成一块一块的，种着黄瓜、茄子、
秋葵。紧邻篱笆的是一棵高大的桂花树，旁
边鸡冠花、月季花在微风中摇曳，散发出淡
淡的香气。蜜蜂嗡嗡作响，风在浓浓密密的
葡萄叶层里窃窃私语，交织成美妙的田园交
响曲，让我流连忘返。这秀美田园，是多少
人梦寐以求的惬意！

一片绿色，几分田地，凝聚着多少人对
田园生活的向往。范成大晚年选择隐居石
湖，过着自给自足的田园生活。《四时田园杂

兴》是他的生活写照：“梅子金黄杏子肥，麦
花雪白菜花稀。日长篱落无人过，惟有蜻蜓
蛱蝶飞。”读着这首诗，我们仿佛被带到了一
个令人心旷神怡的田园世界，梅子、杏子满
溢的甜香，麦花、菜花簇拥的热闹，无不令人
悠然神往。

听田园里虫儿呢喃，又有一番趣味。散
文家陈冠学，毅然辞去教职，带着女儿归隐
田园。雨后的清晨，他手持捕网，在嫩绿的
稻田中寻找金龟。傍晚时分，他和小女儿坐
在茅屋前，静静聆听土蜢在夜色中的鸣唱，
在夜色中追逐铃虫的幽幽夜吟，仿佛置身于
一个童话世界。

田园生活于我是挥洒汗水的畅快，是安放
心灵的慰藉。新搬迁的校址里有一片杂草丛
生的空地，午后休息，我们几个老师便自发地

跑到这里来，割草、翻地，乐此不疲。种下两棵
光秃秃的香椿树，周围撒下马兰头、油菜花的
种子，汗水迷蒙了双眼，仿佛看到暗红色香椿
芽蹿出枝头，好似闻到了马兰头清新的香气，
看见了金黄的油菜花丛中蜂蝶飞舞。

潺潺溪水，野芳幽香吸引克拉克森买下了
一片农场，农场坐落在古老的石建村落的环抱
中。夕阳西下，克拉克森坐在轰鸣的拖拉机
上，远处的田野，野兔和小鹿在草丛中跳跃，黄
莺在树枝间轻歌。这一刻，他的心已与大自然
融为一体。他轻轻地述说：“在农场里糟糕的
一天，也好过在办公室内挺好的一天。”

人来自于自然，心灵也始终向往着自
然。田园梦，就是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是
灵魂休憩的圣地，去掉浮华，回归简朴，人间
无限事，不厌是桑麻。

归入乡野田园梦
□ 鞠华

散散文精选

工作日的忙碌紧绷，常常让人疲惫不
堪。周末和三两好友去郊外骑行。微风吹
拂着脸颊，两边的行道树被我们接二连三地
抛到身后，就像是抛掉一个个的烦恼。路边
垂柳、白杨、马尾松肆意生长，色彩艳丽的月
季花漫天怒放，不知名的紫色小花，在一片
绿色中尽情绽放。踩着踏板，徜徉在乡村的
美景之间，累了就下车歇息，坐在河边树下，
静静地看莺飞燕舞。这种完全放松的状态
令人心旷神怡。

有时候适当的放松，慢也是进。就如在
电视剧《去有风的地方》中，许红豆长期超负
荷工作，又逢好友生病离开，生活顿时失去
了方向。为了寻找生活的意义，许红豆来到
云南散心。她漫步在茶马古道上，看着洱海
清透湛蓝的水，一切都那么平静。每天给花

花草草浇水，给小猫喂食，躺在院子的小亭
子里，享受着悠闲的午后时光。在这放空的
日子里，她慢慢地放下了心中的遗憾，重拾
对生活的热爱，最终找到了迷失的自我。结
交知己，邂逅爱情，甚至开始创业，做着当下
最想做的事。

生活永无止境，休息却能自己掌控。撒
贝宁不管是主持什么样的节目，都能游刃有
余地掌控全场。看似轻松的背后，他也会感
到疲惫，甚至崩溃。每当这时，他会选择适
当的休息。寻找一个远离城市喧嚣的田园，
带着家人去接触大自然。在山水之间，撒贝
宁牵着儿子走在前面，女儿脚步轻盈地跟
着，就像花丛中飞舞的蝴蝶。妻子紧随其
后，眼神中充满了关心和呵护。和家人在大
自然的怀抱中畅游，总能让他收获满满的能

量继续远行。
适当清空自己，不失为一种进步。美学

家朱光潜某日午后坐在桌前，迟迟无法下
笔，今天的灵感似乎离他而去，他决定出去
透透气。漫步在乡间小路上，视线所及尽是
菜花麦苗，金黄一片，花光草色如怒放火焰，
闪闪浮动。小风薄云，苗青鹊静，一番清幽
情致。置身于自然之中，他的心境变得宽
广。重新坐在桌前时，思路瞬间变得清晰。
他迅速地写下了一行行文字，烦躁的心情已
不再，取而代之的是专注与平静。

毕淑敏曾在《像烟灰一样松散》中写道：
“最完美的状态，要像烟灰一样松散。只有
放松，全部潜在能量才会释放出来，协同你
达到完美。”休养劳碌之躯，不妨静下来，细
细品味生活，更好地奔赴下一趟旅程。

当
时
明
月
在

□
陈
涵

追风赶月宜停留
□张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