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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榴枝婀娜榴实繁，榴膜轻明榴子
鲜。”此刻，我面前的玻璃碗里盛满了石榴
子，粒粒饱满晶莹，红得煞是好看。那是
母亲给我剥好的，就着秋日的微阳，我塞
一小把在嘴里，瞬间蜜汁四溢，不禁感叹，
有人疼真好！

记得小时候跟着母亲去集市，在熙熙
攘攘的人群里，常会遇见三两个卖石榴的
摊子。石榴拳头大小，皮已经干得紧巴
了，好些个石榴还裂着口，石榴子你挤着
我、我靠着你从缝里探出脑袋来。我扯扯
母亲的衣角，用手指指，她会意一笑，边蹲
下来选石榴，边宠溺地说：“行，给你买几
个。”

回到家，母亲把石榴递给我，让我自
己放好。我很宝贝那几个石榴，午后找
个被太阳晒得暖洋洋的地方窝着，拿一
个出来，剥掉它干巴巴的外皮，小心翼翼
地把水嘟嘟的石榴子掰下来放到碗里，
等攒够一大把，再抓起来一股脑地塞到
嘴里，那甘甜的汁水顺着喉咙游走，甜进
了心里。

眼见石榴越来越少，我还有一种慢悠
悠的吃法，就是抠着石榴子一粒一粒地
吃。用两个指头夹起一粒石榴子，凑到门
牙处，手指使劲一捏，“噗嗤”一声，石榴汁
喷了我一口香甜，籽我也不舍得马上丢，
扔之前还得用舌头再裹一下残留的汁，好

不惬意。
慢慢长大，事情多起来，步履匆忙的

日子里我很少想起石榴，更没有心情去剥
了。母亲却记得我爱吃，石榴下来的季
节，回到家我都会看到一碗满满的石榴子
摆在桌子上，等我去尝。我时常感激地抱
着母亲，卸下在外奔波的盔甲，在她的肩
头温存一会儿。虽然她已经矮了我半头，
可对我的爱却半分都不曾减少。

前些日子，我接了母亲来家里小住。
傍晚，带着她和女儿在小区里溜达，不经
意间瞥见花池里的两株石榴树，满满的石
榴子压弯了枝，像一个个的红灯笼，在一
片黄绿中格外显眼。“妈，我们等下去买几

个软籽石榴吧！”我摇着她的胳膊，像小时
候一样。“好，你呀，从小就爱吃石榴……”
母亲粗糙的手拍在我手背上，眼睛里漾出
几分宠溺。

今早出门，母亲递给我一个密封碗，
嘱咐道：“拿着，中午吃。”我低头一看，是
满满的一碗石榴子，心瞬间柔软下来，再
多的阴霾也挡不住爱的光芒啊。

石榴，在传统文化中的寓意是红红火
火，吉祥如意。我的母亲可能也没想那么
多，她剥下的一颗颗石榴子，只是对我本
能的爱。可我看着那红玛瑙似的石榴子，
更愿意这是母爱的传承，让我们家的日子
红红火火，幸福团圆。

深 秋 石 榴 沁 心 甜深 秋 石 榴 沁 心 甜
■ 文/盖瑞萍

秋天的阳光，总带着一种让人意
犹未尽的撩人感。路旁金黄高大的
银杏树，湖边静默伫立的芦苇丛，还
有正从湖心翩翩而舞的水鸟，在阳光
的晕染之下，都宛如诗境。

阳光，是令人向往的，尤其是在
相对于南方要更为干燥寒冷的北
方。北方的秋天来得较早，在暑热还
没有全然退去的时候，它便悄悄地来
了。秋风一起，气温就凉了。秋天的
抵达，是伴随着凉爽而来，通常，小雨
伴凉风，有时稍不注意，还会迎接连
续几日的感冒。而在凉爽与病痛为
伴的日子里，阳光也就成了一种希望
和动力。

不知，你有没有花一整个上午或
者下午的时光静静地沐浴在阳光下
呢？在北方念大学的日子里，我总会
在每天下午的课外活动抽出时间来，
一个人漫步操场，沐浴着阳光，有时
带着一两本书籍，有时什么也不用
带。阳光是温暖的，从天空一跃而
下，轻轻地落在你的身上。那丝丝缕
缕的光线里定包含着人世万千的柔
软的东西。只要处于阳光的怀抱之
中，便觉得莫名亲切。

一天中的阳光是有所区别的，但
是它却能给我种种欣喜和鼓舞。

清早的阳光是温柔的，充满生
机。太阳悄悄地从东边的山顶上冒
出头来，趁人们还在睡梦中时向人间
洒落第一缕光芒。阳光投射在高高
的树，参差不齐的房屋，透过覆盖在
窗玻璃上的窗帘的空隙，在人们的脸
庞画上一条斜斜的长线。随着天色
愈加清晰，整个大地的面貌和轮廓再
次浮现了出来。露水，似乎是第一个
感受到阳光的到来的，闪着晶莹剔透
的微光。栖居在树上的鸟们也从熟
睡中醒来，用最美的歌声迎接着早晨
的阳光。

正午的阳光是明媚的，热烈而坦
荡。阳气经过了一整个上午的慢慢
生发和累积，大地上的万物都有了新
的活力。阳光一来，就有了能量。倘

若你此时正走出门去，便会被那迎面
而来的暖烘烘的热流而不自觉地就
放慢脚步。从天空投射下来的势如
破竹的明亮能够一扫你内心的阴
霾。阳光的光晕是橘色的，照在房屋
和树木上，风过处，点点树叶在不知
不觉间飘落于地，阳光透过树叶的空
隙，散落下一地斑驳的疏影。午后的
阳光也是热情的，它高悬于天空，用
自身散发出来的源源不断的热量驱
散着一切阴暗，每一处被阳光照亮的
角落也都有了新的气息。沐浴在阳
光的怀抱下，颇觉光阴之无限意趣的
了。

傍晚时分，阳光已从热烈的状态
慢慢地走向了和缓，俨然一位有着丰
富阅历的长者，气定神闲，从容淡
然。秋天的黄昏总是来得很快，还没
等山野上被日光蒸发起的水气消散，
霞光就已在西边的天空热热烈烈燃
地烧了起来，烧红了大半个天空。圆
盘似的太阳已经悄悄地向着山下踱
去。它此刻的光芒，既不过分耀眼，
也并不暗淡，温度也没有了正午那样
的炽热，而是回到一种恰到好处的圆
融。晚风轻拂，抖落几缕淡淡的桂花
香。

其实，不只是一天，在一年的光
景中，阳光也同样有所不同，但是它
总能时时刻刻给人以力量。百花争
艳的春天，阳光像那温柔的小女孩，
对着草木耳语，唤醒一整年的元气；
暑气蒸腾的夏天，阳光活像一个喜欢
捉弄人的小男孩，热情又淘气；硕果
累累的秋天，阳光是那内心住着一个
小孩儿的老顽童，既有夏季阳光的明
媚也带着冬日暖阳的温暖；白雪皑皑
的冬天，阳光仿佛是那慈祥的老奶
奶，阳光虽然不如夏季那般灿烂，但
一丝一缕却尽是温暖。

有了阳光的存在，心头也就有
了一份安稳，一种期待。望着那一
缕缕明亮的阳光，心情也如阳光一
样渐渐明媚起来，有了生活的动力
和勇气。

阳 光 洒 过 的 地 方阳 光 洒 过 的 地 方
■ 文/管淑平

玉带似的小河，微波荡漾。河边，
一片水花生像绿色的毯子，漂浮在水面
上。水花生旁，不断有鱼泡慢慢冒出水
面，夕阳下，像淡绿色的小花一样悄然
绽放。看来，今天钓鱼，应该收获满满
了。

我迅速连接鱼线，调整鱼漂。激动
之中，平时熟练的动作，竟然不流畅
了。一位资深钓友，脚步轻轻地来到我
身旁，看着密如晨星的鱼泡，悄悄地说，
鱼进窝了，今天不会扛“空枪”（意为一
无所获）。

是啊，黄金十月，秋云辽阔，风清气
爽，正是钓鱼的高光季节，怎么可能扛

“空枪”呢？
我自信地拿起鱼包，到河边放水，

准备养鱼。
开钓，我抽出鱼竿，装上鱼饵，将鱼

钩轻轻放在鱼泡中间。微微抬竿，慢慢
拉线，撩逗鱼儿咬钩。一会儿，鱼漂悄
悄下沉，鱼如约而至。我右手腕轻轻一
抖，顺势提竿，鱼竿沉甸甸的，不断被鱼
牵拉着。我竖起鱼竿，鱼竿弯成了弓
形，在夕阳下不断地划着漂亮的弧线。
就这样，鱼在水中窜，我在岸上拉，双方
僵持着。时光如小河的水，缓缓流淌。
我终于看清了，是一条背部微黄的大鲤
鱼。突然，鱼线缠绕到了一根粗壮的芦
苇上，失去弹性的鱼线承受不了鲤鱼强

有力的拉动，断了，鱼带着钩落荒
而逃，河面上，空留下层层涟漪。

失望中重新装钩垂钓。鱼漂仍然依偎
在水花生旁，仍然微微提竿，慢慢拉
线。但奇怪的是，鱼钩就像放在游泳池
中一样，长时间毫无动静。也许，大鲤
鱼一闹腾，鱼们都望风而逃了。

无鱼可钓，那就索性放下鱼竿，用
心看看周围景色吧。

天边，玫瑰色的晩霞吻着火红的夕
阳，时而热烈得缠绵难分，时而害羞得
若即若离。河边，白色的、黄色的、红色
的、粉色的野菊花，在秋日的晚风中摇
曳生姿，妩媚动人。归巢的鸟儿如鱼跃
水面，在被晚霞染成金色的长空滑翔。
晚风裹挟着田野令人陶醉的稻花香，吹
过花丛，吹过水面，吹进我的心里。

欣赏如此瑰丽多姿的秋日画卷，还
有什么不能治愈？我的心情，如电影慢
镜头中盛开的花朵一样，悄然融化，刚
才的那一丝失望也随风飘去。

突然之间，读懂了一首著名的禅
诗，唐代德诚的《拨棹歌》：“千尺丝纶直
下垂，一波才动万波随。夜静水寒鱼不
食，满船空载月明归”。全诗词浅义丰，
禅意深刻。“满”、“空”，词义相反，却正
是另外一种圆满。半辈子浪迹天涯，痴
情垂钓，看破红尘三千繁华的一代高僧
钓中悟禅，开辟了垂钓的别样境界。他
在乎的是满船满怀的月色，至于是否有
鱼，鱼多鱼少，那是不应介意的。人本
来就不该觊觎原本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月亮升起来了，大地笼罩在朦胧的月色
之中，一片澄明。我轻轻拿起夜露盈盈
的鱼竿和倒去水后空瘪的鱼包，融进了
月色深处。

扛“空枪”，又何妨？

钓 一 竿 水 墨 丹 青钓 一 竿 水 墨 丹 青
■ 文/张新连

周末埋头读了两天长篇小说，人
晕晕乎乎的，连梦中都是小说中的人
物故事。新的一周开始，又在纠结路
上的时光是读小说还是背诗词。下楼
等电梯的时候，看看包里装着的一本
小说，又返回去，拿了袖珍本的唐诗。

坐上车，先是翻开小说读，低着头
读起来。可能有些晕车吧，头沉沉的，
一段文字反复看，愣是没看懂。本是
很喜欢的故事，却看不下去了，一时只
觉得乏味枯燥。只好收起来小说，拿
出唐诗来读。

不知道是不是袖珍的唐诗轻薄，
手上的重量减轻，心里也轻松了。读
诗的好处首先就是不必一直低着头，
一句诗读两遍就可以在心里反反复复
的揣摩其意境和词句的精辟典雅。

读的是一首长篇叙事诗，竟读出
一种清新的味道来。车窗外，马路上
车流涌动，人行道上也到处都是忙着
赶去上班的人，这样的光景在清新的
心境里也是秩序井然，不喧不闹。

远远看到一棵开着粉色花朵的
树，淡然明媚地立在一座大厦前，晨光
在花间跳跃，硬朗严肃的大厦看起来
也十分柔和顺眼。

小说和诗都是美好的艺术形式，
各有千秋，无有高下，不分伯仲。我喜
欢诗，也喜欢小说。因为时间的紧张，
两者常常在生活里交织矛盾，顾此失
彼。没想到，在这个平平淡淡的早晨，
惯常的切换，却无意中捕捉到一种生
活智慧。

那就是清新。清新一般是形容
词，实际上，我们应该让它成为人生中

的动词。
清新，最惯常的意象有两个。一

个是一场风雨后，草木挂着水珠，散发
着清新的气息，令人心旷神怡。另一
个是清晨时分，经过一个黑夜，清晨的
空气尤其清新爽朗，万物也披上了一
层崭新的光辉，让人很惬意，心情明
朗。这两种意象的清新有个共同之
处，都蕴含着希望，带着勃勃的生机和
活力。

还有一种清新之味，很像过年时
节的饮食，总是味道浓厚的鱼肉大宴，
偶尔吃一碗平时吃的素面条，喝一碗
白米粥，觉得真是清新味美。这种清
新是人生的简淡之美。年轻时，追求
热闹和繁复，经历了一些世事，便会明
白简简单单的轻松自在，而慢慢地学
着删繁就简。

如果说人生用小说和诗歌来比
方的话，现实生活应该是一部容量丰
富苦辣酸辛的小说，理想应该是一首
拥有美好意象、朗朗韵律、意境优美
的诗歌。两者之间应该可以优游自
如地转换，不能只沉陷在现实生活
中，也不能只飘在理想的高空。既要
脚踏实地认真生活，也要拥有一颗不
俗的心境。

一边和现实握手言和，一边格局
和心境又在现实之上。在现实生活和
理想间，让跋涉过黑夜和经历过风雨
后的清新之气成为心灵的常态，不只
是自然的意象，而真正成为人生的动
词，清新做事，清新为人，清新处世，活
得清新，活得明朗，实现自我的价值和
人生意义。

活 得 清 新活 得 清 新
■ 文/耿艳菊

故 乡 的 夜故 乡 的 夜
■ 文/刘新宁

我是经过一夜的跋涉
回到了久别的故乡
那轮银辉的弯月
陪了我遥远的旅程

故乡的夜
妩媚而宁静
两盏暗红的灯
是小村未眠的眼
守望着家园
眺望着他乡

我与它对视
它幻化成了姑苏城外的渔火
朦胧着游子的乡愁
与天上的月儿对接
把一颗怀乡的心
拉扯成缠绵的思绪
在天地间滋长
在故乡的夜里
悄悄流淌

不用乌啼
不用钟声
只这激动的心跳
便已敲出
无限的诗行

秋天的小河秋天的小河
■ 文/刘新宁

秋深了
我不再忌惮夏的炎热
来看日日经过的小河
我久久的徘徊
感受风的清凉
凝视河水的柔波

一只鸟飞过
又一只降落
起飞 降落
是鸟的足迹
正如人的生活
出发 停泊
劳作 安歇
抑或夜色里高楼的灯火
灭灭明明
演绎着世界的本色

河的左岸
那棵落着两只斑鸠的苦楝
惯看了这里的春夏秋冬
人来人往
却总是沉默

初 雪初 雪
■ 文/王原昌

起初是天地苍茫，寒风瑟瑟
旋即，从乌云间飞出众多白蝴蝶
摇曳生姿，盘旋迂回
这盖世之白，伸出无瑕臂膀
在天地间描绘冬的气息
河山静美恬适。静卧水底的鱼
被注入的圣洁，感动得泪奔
弓腰的山脉，银装素裹
搂着灌木丛林酣然入梦
最惊喜的莫过于众生雀跃神态
身体被纯化，与天地融合
什么美好都可以袒露
什么污点也可以掩盖
我也是众生之一，渴望高洁
如同这飘舞的琼芳
于尘世间竭力涤荡邪祟
让伪善去消遁，让真挚更高尚

寒秋意浓，草木黄落，又至一年霜降时。
霜降是秋季的最后一个节气，也是

秋季到冬季过渡的节气。元代教育家吴
澄解释为：“九月中，气肃而凝，露结为霜
矣。”霜降表示天气逐渐变冷，露水凝结
成霜。古人根据霜降的典型物候特征，
将它分为三候：“一候豺乃祭兽；二候草
木黄落；三候蜇虫咸俯。”意思是，霜降一
到，豺狼捕猎到了食物，先祭天再享用，
来表示对大自然的感激之情；花草树木
枯萎的枯萎，凋零的凋零，连蜇虫也躲到
洞中不动不食，垂下头来进入冬眠状态，
天地一片寂寥。

老话说：“霜降杀百草。”一提到“霜”
字，人们联想到的是那晶莹剔透的冰和
瑟瑟发抖的冷。林黛玉在《葬花词》里写
道：“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
逼。”描写出了弱女子如履薄冰的生活处
境。而在《西厢记》里的长亭送别：“碧云
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
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霜降之后的景
物是何其凄凉，那纷落的黄叶、嗖嗖的西
风、南飞的大雁，无不令人愁绪满天、柔
肠寸断。

霜降不仅在历代文人雅士的笔下，
是一个冒着“寒气”与“肃杀”的节
气，就连在平时生活中，人们也
时常用“霜打的茄子”来比喻
事物的精神不振、无精打
采。小时候，我生活在
农村，曾经为了“霜打
的茄子——蔫了”这句
歇后语，专门约上小
伙伴，大清早吸溜着
鼻涕跑到菜园里验
证过。

那绿意鲜亮的茄
子，经过“霜降”的一夜
洗礼，的确变得发软、
发蔫了，个个耷拉着脑
袋，可怜兮兮地躲在失去
生机的枝叶间，看着着实令
人怜爱。好在大人们说，“不经
霜打，柿子不甜”“霜打白菜赛羊肉”

“霜降见霜，米谷满仓”，想到还有这么多
舌尖上的美味等着我们，不觉对辽阔的
田野上笼罩着的一层薄薄的白霜，油然
生出几分好感。远远望去，那白霜犹如
一道清澈的月光洒落人间，清冷、明亮、
高远，诗意满满。原来天降白霜，是让一
些蔬果的生长酝酿更加幸福的甘甜。

万木霜天的时节，没有了那么多的
花花草草、枝枝蔓蔓，少了鸟叫，没了蝉
鸣，也就无繁花分神，无“一叶障目”。过
去，乡亲们抓住此时树枝删繁就简的机
会，家家户户开始热火朝天地张罗准备
过冬的柴火。他们先将一些无法盖房和
做家具的树锯倒后，截成长短适中的一
个个圆木，再用斧子劈成均匀的柴火，整
齐地码放在屋檐下。让风吹，让阳光
晒。这一堆堆的木柴，经霜一打，耐烧得
很。到了凛冽的寒冬，取几块扔到灶间
或火盆里，火光熊熊，呐喊似的。即使燃
尽，透亮的红光依然依附在木炭上，经久
不熄。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
霜。”此刻，站在秋深处眺望，我依稀看到
了冬天 的影子，心里已满是春天

的芬芳。

一 朝 秋 暮 露 成 霜一 朝 秋 暮 露 成 霜
■ 文/夏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