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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民间·文化

■ 李栓林（山西）

在我旅行的长青树上，
永远生长着壶口瀑布这片碧
绿鲜翠、光泽闪烁的树叶。

1997 年，香港在全国人
民的殷切期盼中回到祖国的
怀抱。为了给祖国献礼，柯
受良做出了飞越壶口瀑布的
挑战。壶口瀑布两岸陡峭，
水流湍急，河水从 20多米高
的崖上一泻而下，千里黄河
被一壶收尽。仅站在瀑布
边，人们就已经能感受到巨
大的压力。6月1日这天，水
流湍急，水拧成柱，水势汹
涌，水声震天！瀑布两岸，早
已是人山人海，人声鼎沸！6
万多张门票，销售一空，两岸
观众多达10万余人。

为了寻找最佳的飞越位
置，柯受良先后进行了三次
尝试，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
柯受良一脚油门踩到底，13
点 19分，伴随着汽车马达轰
鸣声，黄河上空划过了一道
银色的弧线，如离弦利箭，如
瞬闪流星，如脱缰骏马，如俯
冲雄鹰，柯受良驾驶汽车在
瀑布上飞越而过。顿时，春雷般的欢
呼声，震天地的锣鼓声，奔腾急的瀑
布声，交织在一起，久久回荡在秦晋
大峡谷。

此刻，一直紧紧盯着电视荧屏的
我，和众多观众一样，早已是心潮起
伏热血沸腾！我为自己不能在现场
见证这场飞渡黄河天堑的壮举而深
感遗憾。我当时就下定决心，一定要
去吉县壶口瀑布观景！当年金秋的
一个下午，我来到了心驰神往的壶口
瀑布。还未靠近，就听到那震耳欲聋
的瀑布奔流声。下车后，我一溜小跑
来到瀑布前，痴痴望着大自然的这一
奇景。 奔流不息的黄河，在这里骤
然收束 ，狭窄如水壶之口 ，故称壶
口。黄河之水，从落差二三十米的悬
崖上咆哮而下。再看两岸，悬崖高

耸，危峰兀立，层峦叠嶂，鬼
斧神工，令人心生畏惧。柯
受良就是冒着这样巨大风
险，把生死置之度外，成功地
跨越了黄河天堑，这种挑战
极限勇往直前的精神，怎能
不让人万分钦佩？

光 阴 似 箭 ，转 眼 到 了
2016 年，这年 5 月 28 日，我
们这群年近六旬的老友们，
又一次畅游了壶口瀑布。这
次游览，让我印象深刻的是，
景区的管理比多年前规范多
了。大家争先恐后登上观景
台，目睹我们伟大的母亲河
这番壮丽雄奇的景象时，激
动的心情再也抑制不住，如
孩子一般，向着对岸大声呼
喊！

2020年 10月 1日，是中
秋、国庆双节合一的美好日
子。这天，我们全家和老友
一家结伴同游壶口瀑布。几
年未见，壶口又换新颜。两
道古朴典雅的墙，让人感觉
仿佛来到了哪个庄园。墙上
悬挂着从不同角度拍摄的壶
口瀑布彩色巨照，并配以精
美隽永的诗词，图文并茂，令

人遐思。
更让人称奇叫绝的是，在激流奔

腾的壶口，架起了坚固易行的壶口观
景铁桥，成了景区独特奇妙的景观！

我大步流星地走了上去，由于
受 上 游 接 连 降 雨 和 水 库 泄 洪 的 影
响，瀑布形成了“水岸齐平”的壮美
景观。只见汹涌波涛奔腾而下，激
起了一团团白色水雾和烟云，气势
磅礴，气壮山河，气贯长虹，气吞万
里如虎！真是：千里黄河一壶收，壶
水滔滔狂奔流。昔日从我眼前过，
此刻在我脚下流！此刻，我想起了
人 民 音 乐 家 冼 星 海 的《黄 河 大 合
唱》——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
哮，黄河在咆哮！

我多想化作母亲河里的一滴水，
为伟大的母亲河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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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 陆 漪（江苏）

在河流纵横交错、水系发达的家
乡，沟河里长满了各种水草，其中就有
菱。它们群聚而生，择水而居。春一点
头，碧水盈盈的池塘里，红菱便悄悄地
从水底冒出，潜滋暗长，开始了它们又
一次轰轰烈烈的生命轮回。根根长藤
上衍生着许多细微的小棵菱叶，渐渐地
菱叶长大了，变成了另一株菱角苗。红
菱的生命力极其旺盛，繁殖速度快，在
不知不觉中，满池塘里都是红菱那肥厚
的菱盘，成了一张硕大的绿毯。菱叶
下，不时有调皮的小鱼在水下浮动，冒

着细微的小水泡，将菱叶摆弄得左右漂
浮。温庭筠的《南湖》就描写了如此清
新秀美的景色，“湖上微风入槛凉，翻翻
菱荇满回塘。野船著岸偎春草，水鸟带
波飞夕阳”。

菱，属菱科一年生水生草本植物，
产于中国，距今已有三千多年的种植历
史。《尔雅》云：“菱，今水中芰。”《离骚》
曰：“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

《嘉泰会稽志》载：“楚谓之芰，秦谓之解
后，越人谓小者为刺菱，大者曰腰菱，四
角三角曰芰。”菱角品种繁多，以颜色分
有青菱、红菱、紫菱、乌菱等；从角数分
则有四角菱、三角菱、两角菱、无角菱
等。菱很有个性，它在夏季的夜里开
花，白天闭合。花小色白，开得颇为灿
烂。在月白风清的夜晚，只见洁白的菱
花被绿叶衬托着，静静地簇立清水中。
轻风拂过，花儿在月光下浮动，飘来了
似有若无的淡淡清香。

菱花谢了便沉入水中孕育果实，初
秋开始结角成熟。民谚云：“清明种菱，
立秋收嫩菱，秋分霜降收老菱。”菱角果
实为坚果，垂生于密叶之下的水中，须
全株拿起来倒翻，才能采摘，又称“水
中落花生”。采菱在许多文人笔下是
一件浪漫美好的事情，白居易的《看采
菱》：“菱池如镜净无波，白点花稀青角
多。时唱一声新水调，谩人道是采菱

歌。”诗人表达了对田园生活的喜爱和
农人的赞叹。李白的《秋浦歌》描写的
是夜色里的江南水乡，两情缱绻的青
年男女踏歌采菱的浪漫情景，“渌水净
素月，月明白鹭飞，郎听采菱女，一道
夜 歌 归 ”。 南 宋 理 学 家 朱 熹 的《采 菱
舟》：“湖平秋水碧，桂棹木兰舟。一曲
菱歌晚，惊飞欲下鸥。”动静结合，写
得那么美妙。我们经常吟唱的《采红
菱》歌：“我们俩划着船儿采红菱，郎有
心，妹有情，就好像两角菱，从来不分
离，我俩一条心。”趣味盎然又甜蜜清
新。采菱看似浪漫实则艰辛，它是个
技术活儿，且不说这三伏天有多晒，采
菱人既要掌握平衡稳住那个乘坐的木
盆，又不能碰断菱茎，手中还要忙着采
摘，如果不小心就会人仰盆翻，白费功
夫。童年时，我也曾跟着大人去采摘，
好几次差点掉进河里。

中国人食用菱角历史悠久，古时人
们多用它代替粮食。宋代苏颂的《开宝
本草》谓：“江淮及山东人暴其实以为
米，代粮。”母亲当年种植红菱，除了采
摘后卖掉一些贴补家用外，剩下的都给
我们当零食。在那个物资缺乏的年代，
菱角带给我们的不仅是美味的享受，更
是果腹的感动。菱角可生吃，也可熟
食。采摘下来的菱角清水洗净后，一咬
开，菱肉雪白，那种水灵灵、脆生生、甜

丝丝的感觉令人唇齿生香、沁人心脾。
煮熟的菱角另有一番风味，口感香糯甘
甜。袁枚在《随园食单》中说：“新出之
栗 ，烂 煮 之 ，有 松 子 仁 香 …… 新 菱 亦
然。”老菱熟食，有栗子的口感，有松子
仁的香气。当菱肉与猪肉邂逅，更是让
人垂涎欲滴，菱肉吸饱了肉汁，猪肉变
得香而不油，两者完美融合，让人频频
举箸，往往是菱肉吃完了，猪肉却剩下
了。

菱角不仅是美果佳蔬，而且“药食
同功”，它富含蛋白质、脂肪、糖类及多
种氨基酸、维生素和钙、磷、铁等营养物
质，被视为养生之果和进补佳品。中医
学认为：菱角味甘性凉，菱生食能消暑
解热、除烦止渴；熟食则益气健脾，祛疾
强身。贾思勰在《齐民要术》里称它“食
之安中补脏，养神强志，除百病，益精
气，耳目聪明，轻身耐老。”李时珍在《本
草纲目》中说：食用菱角能“补脾胃，强
股膝，健力益气”。现代药理研究表明，
菱角对癌细胞的变性及组织增生均有
一定的疗效。

“ 漾 漾 泛 菱 荇 ，澄 澄 映 葭 苇 。”菱
角，是大自然对人类的慷慨馈赠，历经
千年依旧不离不弃，在那清贫岁月里
把曾经最平淡的日子梳理成诗意的风
景，沉淀在我的记忆深处，历久弥香，
愈久愈醇。

金秋时节菱角香

■ 曹永强（河南）

在老家农村，有种待客方式叫作
吃大锅菜。大锅菜是老家特有的风味
家常菜，男女老少都喜欢，它选料平
常，做法家常，家家户户都可做，家家
户户都会做。在过去生活困难时期，
不论是逢年过节过庙会，还是家中有
了红白事，主家都会用大锅菜招待宾
客。

小 时 候 ，在 农 村 老 家 ，逢 年 过 节
过庙会，客人吃大锅菜一般都由主家
自己做。谁家有了红白事，街坊邻居
都去帮忙，因为人多，主家便请会做
大 锅 菜 的 师 傅 去 做 饭 ，师 傅 到 主 家
后，在主家的院落里用砖和泥垒一个
简易灶台，架上一口大铁锅，再搭两
处 操 作 台 。 做 大 锅 菜 的 食 材 是 农 村
最常见的大白菜、豆腐、粉条、海带、
冬 瓜 、五 花 肉 ，以 及 花 椒 、茴 香 、葱 、
姜、蒜、大酱、盐等调味料。掌勺师傅
待锅里的油烧热后，放入花椒、茴香，
再舀一大勺酱放入锅中，用大铁铲翻
炒数下，在“滋啦啦”的响声中，浓郁
的 酱 香 味 儿 很 快 就 飘 了 半 个 村 子 。
酱炒出味后，放葱、姜、蒜、五花肉片
等下锅翻炒，待肉片炒到金黄，煸出
油 时 ，再 往 锅 中 添 水 ，加 盐 ，放 入 豆
腐等，加大火力直至水烧开，再把白
菜 、冬 瓜 、海 带 放 进 去 ，水 开 后 改 小
火 慢 炖 。 炖 半 个 小 时 后 ，把 粉 条 放
进 去 稍 炖 一 会 儿 ，停 火 前 把 切 好 的
蒜苗、香菜均匀地撒在上面，滴上陈
醋、香油，兑入味精，勺子搅匀，大锅
菜便做好了。

做大锅菜需要用硬柴起火，在过
去，用干透了的朽木条、木块、木片、树

根做燃料，火势旺盛绵长，且锅底受热
均匀。烧火的一般由村里的老年人担
任，他们性子稳、坐得住，能够把火势
控制在一个合理的区间，而且灶台前
暖和，对于老人来说，烧火在冬天里也
是一种“福利”。

做 好 的 大 锅 菜 ，热 腾 腾 香 喷 喷 ，
真让人馋涎欲滴。开饭时，管事的高
喊一声“开饭了”，给主家帮忙的街坊
邻 居 便 自 取 碗 筷 涌 到 灶 前 。 掌 勺 师
傅用特制的大勺子，每人分一勺，正
好 装 满 一 碗 。 盛 好 菜 的 街 坊 邻 居 再
来到放馍的筐篓前，用筷子扎起冒着
热气的馒头，找一个凳子坐下，或三
五成群蹲在地上，一口菜一口馒头，
那滋味儿，一个字，美！一碗不够，再
来一碗，厚道的主家保证管饱。每个
人吃得肚滚腰圆，放下碗，打个饱嗝，
摸摸肚皮，舒服！

如今的农村老家，集体活动已经
很少了，青 年 人 常 年 在 外 打 工 ，街 坊
邻 居 很 难 在 一 起 吃 顿 饭 。 因 此 ，无
论 谁 家 办 红 白 事 ，都 尽 力 邀 请 街 坊
邻 居 前 来 帮 忙 ，街 坊 邻 居 知 道 后 也
不 遗 余 力 ，纷 纷 赶 回 来 。 主 家 找 来
做 饭 的 师 傅 ，尽 力 把 大 锅 菜 做 好
些 。 吃 饭 时 ，一 大 群 街 坊 邻 居 围 在
一 起 ，每 个 人 手 里 端 着 一 大 碗 热 气
腾 腾 、香 味 扑 鼻 的 大 锅 菜 ，边 吃 边
聊，分享着各家各户的喜怒哀乐，亲
情 友 情 也 随 着 这 弥 漫 的 炊 烟 在 古 老
的 乡 村 飘 荡 。 这 是 一 场 父 老 乡 亲 们
的盛会，也是一次民俗文化的传承。

记得小时候农村穷，生活标准低，
做大锅菜主要以白菜、粉条、冬瓜、海
带、豆腐为主，能吃到几片大肉就跟过
年似的。

现在农村人生活水平提高了，腰
包也鼓起来了，热情厚道还跟以前一
样，只要谁家有了红白事，街坊邻居知
道后纷纷前去帮忙。主家会杀一头大
猪，或到集市上买两扇猪肉，请来做大
锅菜的师傅。师傅根据主家估计的人
数，开出做大锅菜的菜单。做出的大
锅 菜 不 多 也 不 少 。 既 不 会 给 主 家 浪
费，也不会不够吃。主家富裕一些的，
大锅菜里增加了木耳、蘑菇、粉皮、酥
肉、排骨，有的还有海参、鱿鱼等，既保
持了传统风味，又大大提高了大锅菜
的质量；主家不富裕，会因陋就简，变
着花样做，但味道绝对是一流的，不会
让主家丢面子。

农村人喜欢吃大锅菜，喜欢的是
用 最 常 见 的 食 材 放 在 一 起 慢 慢 煨 煮
出来的浓厚滋味。就像我们的生活，
把无数平常而琐碎的日子串联起来，
用一颗细致的心，把它品味得有滋有
味。不同的菜放在一锅里炖，虽然各
有各的味道，但在炖的过程中它们却
有了许多的变化 ，它们彼此将对方的
精华吸收进来，丰富了自己的味道，
这许多菜，就这样既独立又紧密，既
张扬又包容，互相取长补短，在一起
形成一种全新的味道。想一想，大锅
菜 不 也 正 如 农 村 人 骨 子 里 那 股 子 坦
诚直白、淳朴憨厚、友善相处、虚心善
学、宽厚包容的性格吗？

大锅菜虽然上不了大雅之堂，但
却是农村人割
舍 不 下 的 乡
愁。无论生活
条件多优越，对
大锅菜的情结
始终难以忘怀。

老 家 的 大 锅 菜

■ 袁秋茜（上海）

好不容易等来假期，原想着和朋
友出去玩，赏风景，可奈何天公不作
美，每天都下着不停歇的雨，着实叫
人郁闷。潇潇梅雨断人行，我亦是被
雨困住的人啊，不禁长吁短叹起来。

正在我百无聊赖之时，母亲打来
视频电话，她乐呵呵地问我假期怎么
过的，我噘着嘴，向她抱怨着外面的风
雨，毁了我的假期。母亲听后，“噗嗤”
一声笑了。“闺女，你看我在干什么？”
我定睛一看，母亲正叠着我的旧衣服，
我的房间被她整理得很干净。她不急
不缓地做着手里的事情，温柔地说道：

“傻孩子，下雨天有什么不开心的。哪
能天天是大晴天，那样我不得天天在
田里干活，忙东忙西，可没有这个闲情
逸致替你整理这些旧衣服，也没时间
和你慢悠悠地聊天啊……”

我听着母亲的话，忽然明白她刚
开始为啥会笑我了。原来我眼里坏我
行程的雨天，却是母亲难得放松的日
子。前阵子农忙，她要收小麦、收油菜
籽，还要插秧、种豆等，忙到没空接我
电话，而现在接连下雨，自然没法去田
里干活，母亲就可以趁机在家歇息。

想到这些，我的眼前浮现起
幼时在母亲身边的情景。那时
每逢下雨天，母亲就会在家里忙

些好吃的。有时候是包
饺子、有时候是摊蛋饼，

那些我在晴天吃不
到的美味，在下雨天

会 出 现 在 餐 桌
上 。 我 曾 有 一
段 时 间 会 盼 着
下雨，盼着母亲

闲在家中，那样我就可以得到母亲的
陪伴，吃到她做的美食。我喜欢听着
外面的雨声“滴滴答答”，绕着灶台转，
等着母亲摊的鸡蛋饼出锅，闻着香味
垂涎三尺。那时候的我，满眼的期待，
满心的欢乐，丝毫不觉得雨天讨厌。

母亲总是笑我是个“小馋猫”，但
每次好吃的一出锅，她就先用筷子夹
给我尝尝。一边嘱咐我“小心烫”，一
边又会盛出锅里的好吃的，让我趁着
雨小，送给邻居婶婶和屋后住着的奶
奶。母亲说，农忙时顾不上做好吃
的，雨天得闲做些好吃的，要分享给
别人，让大家的心里暖和起来，日子
才有滋有味。幼时的我不懂母亲说
的话，但随着年龄渐长，我才慢慢懂
得母亲的善良和仁慈，她让她身边的
每一个人都觉得温暖，即便在雨天
里，也会有晴空万里的心情。

与母亲通完电话后，我的心情明
朗起来。我拿起了书架上的书，坐在
窗边安静地读着。一字一句，一行一
篇，窗外的雨声不再令我觉得厌烦，
我浮躁的心变得很平静，整个人沉浸
在文字的世界里。我想起了早前读
书看到的一个词“晴耕雨读”，晴天在
田里耕耘，雨天在家中读书，无论何
时，都要找到自己的心安之事，善待
每一天。

此刻的我，虽然和母亲相隔甚
远，吃不到母亲在雨天为我做的美
味，但我领悟到了母亲生活的智慧。
无论是晴天还是雨天，母亲都有自己
的事情做，不荒废时光，不忽视身边
人，尽自己所能，过好日子。我深深
地感谢母亲，感谢她对我的疼爱，以
及她的言传身教，让我懂得晴耕雨读
的生活哲学，不辜负每一寸时光。

晴 耕 雨 读 的 智 慧

■ 甘淑媛（福建）

竹林的老屋总是热闹的。秋风一
卷，老屋外的竹林便刷刷刷唱起歌来。

我站在竹林的院墙边，看黄叶打
着卷，从枝头潇潇下落，一片，两片，
铺就在地上，一层，两层。竹叶下着
雨，却总也下不完，枝头依然青绿，一
片叶落下，便卷起一枚细针，怡然绿
了 枝 头 。 调 皮 的 我 幼 时 常 在 竹 林 里
穿梭，喜欢听厚厚的竹叶在早秋温凉
的秋风里发出脆脆一响，脚下软软下
陷。而后一刻也等不得，在竹林里蹦
跳开来。任黄叶在脚边轻舞，飞起又
落下。听着竹叶轻唱，间或传来一阵
鸟鸣，偶尔惊起竹叶下的蚂蚁，在林
间 四 散 开 来 。 不 同 于 秋 风 横 扫 的 萧
瑟，藏于林间的，更多是生命的喜悦
与轻盈，哪管什么秋凉！

一路疯跑，直到落日西斜。伴着
余晖，在微凉的风中，坐在竹凳上喝一
碗热粥，就两碟酱菜。院子的另一角，
躺着几竿早已划下的竹子。待到叶变
黄、收缩，拿起剪刀，一枝枝剪下。此

时，竹叶已然脆生生了，戴上手套往前
一捋，叶片刷刷掉下。一枝、两枝、三
枝，捆上几把，扎实、勒紧。红色的藤
蔓圈圈，缠绵于竹枝上。塞进打磨好
的竹竿，反身把竿往地下狠狠敲几下，
一柄竹扫把就制成了。新做的竹扫把
唰唰带着响，摩挲在小院的地上，落
叶、枝丫唱着一首新生的歌。竹林从
不委顿，竹子即使伐下，也从不颓然，
或制竿，或编织成器，以另一种样貌，
充斥在老屋院子的各个角落。

我想，竹子是有些骄傲的吧。它不
曾败于秋风，也不愿荒芜在这个农家院
落，更多的，是活在了诗人的诗意中。

每当透过小窗，看到屋外竹影婆
娑，不由得让我羡慕起白居易的竹窗
来。白居易曾造访辋川，始终难忘那
一丛丛溪谷青竹。等到他终于结束长
期的寄旅生活，返回长安，立时在新居
里种竹，并将北侧房檐贴竹而建，留小
窗，任其疯长。从满是刀光剑戟的朝
廷回家，于竹窗下脱下久汗的官服，放
一张六尺小床，躺下听风、赏竹。清风
拂来，惬意悠闲，便是伏羲也难胜过他

的自在。多年的漂泊，他终于踏回了
长安的土地。他满足地享受当下的竹
窗，这是在霜雪寒冬的萧索中走出的
安然。不同于以往的愤懑难平，管他
秋风凛冽，他安之若素。他如竹一般，
以不屈的心，笑对秋风横扫，在那个萧
瑟的时局下，写下自己的篇章。

小 院 仍 在 ，竹 窗 里 诗 人 已 然 远
去。而馋嘴的我，也曾妄想在竹窗下
寻 一 点 鲜 活 。 穿 过 竹 林 ，我 手 把 小
锄，在林中寻寻觅觅。终于看到林中
一角，隐隐露出一根笋尖。扒开厚厚
黄叶，刨、挖，新笋带着倔强，怀抱黑
土。看着半截仍在土中的新笋，我微
微有些泄气，又隐隐感动，仿佛看到
它蓄着一股力，等着某场秋雨，破土
而出。这不顾一切的力量，澎湃着生
的喜悦，怎会在乎春秋！提着空空的
竹篮，踩在初秋的黄叶上，我的心满
溢着，期待那一场新生。

潇潇黄叶，终抵不过那片盈盈的
生机。竹窗下，早有悄悄伸展的新笋，
深埋于地底，一点一滴。不知老屋的
林间，是否已有小笋露头？

萧 瑟 下 的 新 生
■ 于春林（辽宁）

走在城市的街道上，不知不觉中
一枚枚秋叶飘落下来，有一枚居然落
到我的肩上，那经霜染似的叶子斑斓
有致，还略带一丝苍凉的韵味。

我扭转头，深情地望着它，心头掠
过一丝感伤，但随即被一股清新的味
道所诱惑，仿佛秋花、秋果揉碎混合的
浓烈幽厚，令人无法忘怀！

唐代戴叔伦“日暮秋风起，萧萧枫
树林”的诗句让我想起了家乡的秋天。

其实，我更倾心家乡秋天的味道，
它不但比城市秋天的味道更浓郁，更
有意趣，还散发着淡淡的乡愁。

在乡下，朝暮、四季都有其独特的
味道，尤其秋天。清晨，那味道顺着门
缝钻进来，一推开门，五谷杂粮的醇
香、果实的芬芳，还有草粒成熟的味道
一起扑面而来。“天风绕月起，吹子下
人间”，那时啊，院子里天竺牡丹绚丽多
姿的模样，仿佛超脱尘俗一尘不染的艳

丽；牵牛花爬满了竹篱笆，开得热闹。
紫色的、浅红色的，各具形态；矮墙下的
菊花千姿百态，绚丽夺目，白的、黄的争
妍斗艳，互不相让。一时间鼻翼间充盈
着馨香的味道。

而此刻，乡村的视野丰富得令人
目不暇接，空气中也满是香甜。籽粒
饱满的石榴咧着大嘴，满口的晶莹剔
透，在树间遮遮掩掩，低首含羞，那红
红的籽粒明眸善睐，我的嘴角边潜溢
一股酸甜的味道，不知是条件反射还
是石榴果实的诱惑；室外的窗台上摆
满了大小不等、颜色各异的南瓜、倭
瓜。它们圆鼓鼓，壮实的模样着实令
人喜爱；红红的辣椒，一串串鲜红地挂
在屋檐下，像燃烧的火苗，温馨喜庆；
斑斓的豌豆角、紫色的小茄子、青白的
萝卜……上了矮墙，上了房顶，奶奶
说，这叫“晒秋”，是我们家乡一道的风
景。奶奶没有文化，她说不出很美的
词儿来，但我知道，家乡秋天这道“靓
丽”的风景，它们是父亲母亲辛勤劳动
的结晶，是农人秋天的盼头，也是一种
质朴和美好的情感，这种情感里有对
生活的追求和满足，充满了人间烟火
味！

千百年来，四季更迭，时光荏苒，
乡村的秋天依然秋香醉人，浓郁的风
情令人眷恋。它像一幅风俗画鲜活、
立体地垂挂在我们每一个人眼前，金
色的秋风中，潮湿的泥土味混杂着，酿
成了独特的秋的味道，只要轻轻地吸
一口，就足以让人如痴如醉，心驰神
往。

秋天的味道是无法释怀的。无论
是城市还是乡村，人们对秋天的迷恋
依旧，也为生活带来了些许的慰藉。

现如今，秋花依旧盛开，果实还是
那样香甜。金秋起舞，味道甜美，萦绕
着淡淡的乡愁。我从城市走进乡村，
在家乡寻觅秋的味道，把怀念深深地
埋藏在心底。人间喜悦，秋味怡情。

人间秋实
秋味怡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