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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一亮，就听见了悦耳的鸟语
声，很多鸟儿，在村里村外开心地说
着话，或者是唱着歌。走出院门，就
见到一群群的麻雀，时而落在瓦房顶
上，时而落在电线上，时而落在高树
上，都很快乐的样子，也有一只只花
喜鹊，忽而飞起，忽而滑落，在电线、
村路和高树之间起起落落，翘着、摇
曳着尾巴，弹跳飞舞滑翔腾飞，表演
着轻盈欢快的舞蹈。

走出村口，就看见了无数的喇叭
花，一条条村路边，尽是正在盛开的
喇叭花。一直很喜欢喇叭花，秋天开
的美丽野花，很朴素，也很美丽。一
看见喇叭花，总能让人想起童年，想
起秋天的乡村田野。

我之深爱喇叭花，即因为她的灿
烂，她的不畏清秋寒露，遍布乡野。
哪怕是再脏乱的角落，比如乡间粪堆
附近，茅厕附近，哪怕是最死寂毫无
生机的山坡路边，只要有一蓬喇叭花
点缀，就立刻化腐朽为神奇，肮脏之
所立刻让人觉得浪漫美丽，死寂之处
立即生机盎然。

喇叭花，是一种快乐的花，开心
的花，单纯的花，纯洁的花，很像乡间
女孩，乐观单纯、纯洁无瑕、美丽可爱。

村路边，一路的喇叭花，像一张
张薄薄嫩嫩的嘴巴，美丽的嘴巴，全都
轻盈润泽、纯洁性感。清香甘甜的晨露，
噙满了她们的一张张小嘴巴。仿佛是路
边、地下藏着无数的快乐生命，高高擎起
一串串的小喇叭，嘀滴嗒，嘀滴嗒，嘀滴

嗒嘀嘀嗒嗒，向世界吹奏着乐曲，向
世界宣告着快乐。有蓝汪汪的，有粉
红红的，有白生生的。有的含苞欲
放，有的开得正盛。有的尖尖、隐忍，
有的敞开、张扬，娇艳美丽。

因为有了喇叭花，秋天的乡野总
是那样洋溢满灵性。每每看到深秋
满乡野的喇叭花，总是深深为她的美
丽和生命力感动。旱季里那样坚硬
如铁、死寂无趣的一条条路边，每每
到了雨水落地，就会迅速长满喇叭
花，到了秋天，就会开满喇叭花，喇叭
花一开，乡野村路就生机盎然起来，
就妙趣横生起来，就浪漫美丽温馨起
来了，纵然已经起了清秋冷露甚至淡
淡的白霜，一早起来，也让人心里觉
得阳光普照。

秋天的村路边、山地边，随处可
见小米菜，此时的小米菜，已经结满
了大穗大穗的小米籽粒，红红的，沉
甸甸的，像硕大的一苗苗火焰，像一
条条火狐狸的美丽尾巴，像红艳美丽
的长长锦缎，或者妙龄美女的秀发一
般，披缀而下，秀逸潇洒，美丽迷人。
小米菜茎秆上、穗子上都缠绕攀爬着
一蓬蓬一串串的喇叭花，洁白素雅
的，红艳美丽的，蓝得醉人的，都煞是
迷人。山路边的苞谷地里、葵花地
里，也随处可见一串串、一茎茎、一蓬
蓬或粉红或蓝色或白色的喇叭花。
山路边的这些苞谷、葵花、芦苇、山茅
草，因为有了攀爬在其间的美丽喇叭
花的衬托，显得更加妩媚浪漫美丽、

更加充满山野温馨气息和诗意了。
小时候淘气，生活于乡间，秋天

随处可见喇叭花，喜欢随手采摘将开
未开的尖尖喇叭花花苞来吹。一个
个淘气可爱的乡间小孩，撮起小嘴
巴，擎着一支支隐秘的小喇叭，鼓起
腮帮子，突然使劲，啪的一声吹开，体
会忽然灿烂美丽盛开的快感，仿佛自
己也是一朵含苞欲放又忽然绽开的
快乐喇叭花。

很喜欢我住的这个“太阳城”小
区，每年秋天里，小区的路边栅栏灌
木上，就会爬满盛开的喇叭花，有的
蓝汪汪的，像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
秋日天空，有的粉红红的，红得如同
少女不擦胭脂也细嫩光滑美丽的脸
蛋，有的白嫩嫩的，白嫩细腻得像古
代中国的瓷器，神秘诱人。

盛开在清秋寒露里的喇叭花，像
同样盛开在山野的秋菊，一方面叫我
感到了清秋的温暖、美丽和浪漫，一
方面也叫我感到了凄凉凄美，清秋之
后，必然是肃杀的寒冬。清秋冷凉寒
露里的喇叭花，像山野贫寒清苦人家
的少女，要经受人生寒露清秋的无数
磨砺与考验。我怀着对清秋喇叭花
的怜惜、同情和赞美，每每经过喇叭
花身边，总是久久驻足，不愿意离开她。

郁达夫喜欢北平清秋蓝朵的喇
叭花，而我喜欢楚雄山间乡野纯洁脱
俗的喇叭花，无论蓝色、粉红、白色，
只要是山野乡间的纯洁无瑕喇叭花，
我都特别喜欢，特别怀念。

此熏炉为市博物馆旧藏，属国家三级文物。
炉高 30.2厘米，通体作方鼎形，由炉身、炉盖两

部分组成。炉盖呈方形隆起，盖顶兽钮作狮子单爪
按绣球状，盖四壁饰镂空八卦图案。炉身为长方形
口，宽厚沿，其上有两立耳，炉身四角和四壁中部有
八扉棱，每面均饰有主题兽面纹，间以云雷底纹。
炉下承四扁足，均饰兽面纹。

秋风吹来，杏叶从枝头黯然落下，地面铺满了
金色，轻轻地盖在妈妈的坟头。妈妈你还好吗？循
环复生的小草，交替飞落的杏叶，定会见证你在另
一个世界的幽静清凉。

在市区西北山麓柿树湾村，沟岭纵横，杏林茂
密。春天，朵朵白花怒放，集成雪的世界；秋天，片
片黄叶飘洒，织就金的大地，四季鸟儿欢唱，羊儿满
山跑，多么美的风景啊，这里是我的家。小时候的
树还在，山犹存，只是当时山里人很穷，杏树养活了
一方人。青叶是菜，杏果当食，杏仁做成调料。乡
亲们喜欢吃面条，一口大锅煮满杏叶，下一点面条，
汤面又绿又酸，好吃着呢！果和仁农民往往舍不得
吃，拿出来换钱。有一年秋季，天气大旱，玉米不
收，妈妈挎着篮子，抱着我来到半山坡，满坡杏树簇
拥而立，微黄的杏叶随风哗哗作响，妈妈提起脚跟，
一手拉着低处的树枝，一手采摘较青的叶子，不一
会儿装满了一大篮子，我们愉快地回家了。杏叶经
过石磨加工成面，蒸成的馒头又涩又糁，小孩不吃，
妈妈不让老人吃，她自己吃。妈妈连续几天吃杏叶
面后，突然肚子疼起来，肚子胀得高高的，手脚开始
浮肿，妈妈躺在床上呻吟，身子不时地翻滚。我站
在床边看着，泪水不停地流淌。

弹指间，又二十个年头过去了，在党的富民政
策指引下，家乡发生很大变化，大力发展林果业，进
行杏果深加工，农民离土不离村，成了产业工人。
每至深秋，杏叶黄时，工厂热气腾腾，车辆川流不
息，一箱箱罐头，一瓶瓶杏仁粉，运往四面八方，杏
树使全村踏上了富裕路。这时是妈妈最忙的时候，
也是她最开心的时刻。有时妈妈忙里偷闲，用杏叶
编成圆环、做成串链，套在孩子们的身上，一个个金
色耀眼，美丽极了！妈妈还拿着黄杏叶经常对我们
说，干活像一片叶子，从头到尾，实实在在；做人像
金叶，为别人着想，真心实意。妈妈认字不多，讲不
出大道理，这杏叶成了她教育孩子的课本。

秋风起，散落了树叶，悠悠静静，秋雨飘，扬扬
洒洒，留下了相思。三年前妈妈与病魔顽强抗争
后，无限惆怅地走了。妈妈的一生是社会的缩影，
烙着历史的沧桑，她那踏实勤劳、与人为善的信条，
彰显了中国农民的优秀品德。儿女从她身上，学到
了做人，知道了奉献。今年农历九月初六是妈妈的
三周年忌日，杏叶又黄了，一片片飘落下来，亲吻着
黄土，妈妈你看见了吗，杏叶又回到了你的怀抱！

今年的九月九具有特殊的意义。从今年起国家正式
规定，将农历的九月初九，即传统的重阳节定为老年节。
从此，老年节成为法定的节日。九九重阳蕴含着深厚的
文化底蕴，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老年节入法有助于
促使全社会兴起敬老爱老风气，更加凸显了敬老爱老尊
老助老的重要性。

金秋里的老年节，是个诗意盎然的节日。碧云天，黄
花地，金菊傲霜，山明水净，“露似珍珠月似弓”……这些
秋天最自然也最迷人的景色，装点着天地六合，展示着秋
天的丰盈与深沉，也为九九重阳老年节濡染上浓重的色彩。

“一年好景君须记，正是橙黄橘绿时”。
秋天是个丰收、喜悦的季节。但古人说到秋，多是肃

穆萧索之气，比如欧阳文忠公的《秋声赋》，发出的便是感
伤世事，人生易老的慨叹，见秋霜而悲华发，观落英而伤
红颜。其实，大可不必如此悲情。秋，虽然没有春的绚
烂，没有夏的繁华，但在阅尽沧桑之后，少了些浮华、喧闹
与炫示，多的是素颜、沉雄和成熟。“荷尽已无擎雨盖，菊
残犹有傲霜枝”，袒露的是秋的明丽和力度。那饱满的五
谷、飘香的瓜果，正是丰饶大地金秋时节结出的子实。

当代著名诗人郭小川写秋，则立意高远，别有气象。
“春天的后面不是秋，何必为年龄发愁？只要在秋霜里结
好你的果子，又何必在春花面前害羞。”这是他在《何必为
年龄发愁》一诗中脍炙人口的句子。表面看是在说自然
物候现象，其实是说人生桑榆晚景。语言明快，朗朗上
口，借物喻人，富有哲理，劝勉老年人勿为年龄所困，应振
作精神，旷达行世，乐观面对夕阳迟暮，在秋霜里结好自
己的果子。诗句表达的是现代老年人应有的昂扬向上，
达观自信的积极心态。

人老是正常现象，不必为年龄发愁。一个人今天年
轻，明天也要老的；我们现在老了，昨日也曾年轻过。年
轻人可以感受奋斗的乐趣，老年人也可领略收获的满
足。陆游也说过，“今朝一岁大家添，不是人间偏我老”，
世人皆然。何等清醒通透！经过一生的打拼、付出与奉
献，栉风沐雨，历经磨难，已经结下丰硕果子的老年朋友，
在人生的金秋时节，仍会尽心尽力，让生命绽放出不逊春
色的光华。

“在秋霜里结好你的果子”，既是对老年朋友的温馨
提示，真诚劝慰，更是面对现实的热情鼓励、殷切期盼。
人老了，大可不必自馁自弃，可以有为有不为，但一样要
坚持操守，勇于担当，为社会、为他人传递正能量，为家
庭、为儿女树立良好处世榜样。当然，采菊东篱，种豆南
山，选些休闲式劳作、游乐活动，纳浩气于天地，养真元于
心胸，结好修身养性之果，更是应有之义。总之，江天寥
廓，莫负秋光，随缘金风，结下属于自己的果子。

秋叶泛黄但气度不凡，醇美中透着富丽。宁静、温
暖、慈祥，这是人淡如菊的老年人精神风貌的写照。三秋
桂子香，天高白云轻，展现的是“曾经沧海难为水”的高
度。老年朋友大可不必“在春花面前害羞”，抬起头，挺起
腰，在金秋里，把不忙不闲的事情，做得出色；把不咸不淡
的生活，过得精彩，就是结好了自己的果子。人事有代
谢，往来成古今。春华秋实是自然的规律，到了明年的春
天，硕果又会变成种子，大地依然鲜花盛开，生出满眼新
绿。

工商所员工在旅行途中被绑架，所有人员连同司机
在内，全部凭空消失了。在高速监控调查中，看到了这辆
商务车驶入监控，却再没有看到此车驶出监控。警方把
这段高速及周边寻了个遍，始终找不到车子的半点踪
迹。有什么办法能让一辆车和整车人集体在高速上消失
得无影无踪？

案件陷入僵局，视线转移到以前的一起命案：一次聚
餐中，还是这家工商所的队长在众目睽睽之下被人毒
杀。现场至少有十多位目击者亲眼看到了全过程，却无
一人出来指认凶手。

全省顶尖的犯罪心理学专家高栋和美国加州大学的
逻辑王子徐策各显神通。背叛、忠贞、公义、邪恶，仇杀？
情杀？命案在调查过程中发现了更大的隐情！牵一发而
动全身，真相归于何处？凶手到底是谁？难道真的是死
神在出手？

《高智商犯罪》可以称之为国内首部“反类型”罪案小
说。小说透视社会夹缝中的罪恶之源，写就高智商犯罪
者最悲怆的宿命。故事讲述了一宗离奇的命案，筹划精
准，几无破绽。杀人者将他的智谋运用到了极致，宛如上
帝在云端恣意拨弄生命，然而在读者眼中，凶手不如说更
接近魔鬼。他有着卑微却浓烈至极的爱情，有着设计全
局的智商和审慎冷静的心理。在作者紫金陈缜密的逻辑
推理下，我们看到了更深层次的世间悲欢、社会百态。

《高智商犯罪》
张 冉

老年节随感
宋子牛

手札就是信件，早年叫“尺
牍”，上世纪 70 年代前，人与人远
距离的交往大都是靠写信，交流
感情、叙述事件。随着时代进步，
电子邮件、手机、电话取代了书
信，信件就越来越少了。

名人手札，也可说是一种浓
缩的历史，它的内容包罗万象，各
种社会风情、时尚习俗、政治历史
事件等等往往能从手札中显现出
来。它所反映的社会背景，是后
人研究社会人文历史的第一手资
料，极具历史文物价值。

手札也是袖珍的精美艺术
品，以书法艺术而论，名人手札中
的书法各有特色，每通几乎都是
漂亮的精美之作，有的雄健豪迈，
有的古拙浑厚，有的亮丽美秀，风
格因人而异，绝不类同。我藏有
一件国学泰斗季羡林先生的手
札，书作十分亮丽美秀，言词忠
厚、亲切、诚恳，显示出老人家的
慈祥和平易近人。华君武先生的
手札，十分古拙浑厚；陈传席先生
的信札书法，潇洒雄健；王祥之先
生的信札书法，壮丽而豪迈，还有
李凖、贺敬之等先生数百通书法
手札。各有特色，蔚然可观。

收藏名人手札，在我国有悠

久的历史，早在汉代以至明朝到
目前为止，历代就有很多人为之，
如《寸札粹编》、《苏黄尺牍》、《清
代名人信稿》等等。

当代书信名人手札上有两大
类，其一用毛笔；其二用硬笔。不
论什么笔书写的名人手札，均可
列入收藏的范围，都有收藏的价
值和意义。由于时代的发展，生
活节奏的加快，硬笔携带方便，写
用流利快速，已形成书写的主要工具。

想收藏名人书法信札的人，
应该有恒心、耐心，手脚要勤快，
多跑跑各种拍卖会、古玩市场、旧
书市场、废品收购店，这里有很多
书籍往往在旧书中夹杂着书法信札。

也有很多名人手札，是可遇
而不可求，当然也有可求而不可
遇的。但也不要把名人书法信札
神化了。我们往往是身在宝中不
知宝，有时候你在名人身边，却看
不到他是名人，比如你的朋友中
间有没有英雄？有没有模范？有
没有文学家、科学家、企业家、艺
术家？这些均属名人，以诚相待，
以心换心，自然你就会获得丰富
的藏品。

留神吧！动手吧！现在着手
还不迟，手札可是一件“宝”啊！

嵇 康
心崇老庄性本真，清侧四弄天籁音。
义正不屈司马威，辞严有拂钟会心。
高堂勇为吕安辩，朱门怒与山涛分。
临刑索弹广林散，男儿有志不得伸！

阮 籍
借古讽今赋比兴，咏怀一开正始风。
太守骑驴赴任上，步兵耽酒军营中。
酒醉两月辞媒妁，义集一身愤不公。
有女不嫁司马昭，谨慎避祸软抗争。

山 涛
少年家贫身孤单，四十向晚始为官。
心倾司马步青云，辅佐晋廷掌河山。
甄拔隐屈揽贤才，坚拒贿赂守清欢。

不计绝交信一封，受命托孤情感天。
向 秀

闲职容迹山阳东，灌园四季乐躬耕。
怀友痛作思旧赋，尚典喜振庄子风。
忆昔竹林斗诗酒，念今挚友去无踪。
一生常怀箕山志，荣华富贵过眼空。

刘 伶
建威参军真酒仙，无为之策遭罢官。

身矮上骂金銮殿，貌丑下称老疯癫。
天地为舍室为裤，美酒作饮肉作餐。
醉乡路稳宜频到，酒德身后有遗篇。

阮 咸
散骑侍郎志高远，安贫乐道心坦然。
三峡流泉始称妙，直颈琵琶遂作阮。
七夕晾衣分富贫，是日北南比长短。
惜无著作传后世，唯余乐曲抒肝胆。

王 戎
出身富门善清谈，位高爵显称大员。
官运亨通居要职，尸位素食度虚年。
契疏鞅掌擅筹算，锱铢必计性贪婪。
钻核方售家中李，竹林人中愧称贤。

1984年1月，邓小平第一次视
察深圳、珠海两个特区，这里“一
片兴旺发达”的景象给他留下深刻
印象。2 月 24 日，他回到北京后
说：“深圳治安比过去好了，跑到
香港去的人开始回来，原因之一是
就业多，收入增加了，物质条件也
好多了，可见精神文明说到底是从
物质文明来的嘛！”

历史证明，习仲勋提出的反偷
渡外逃要治标治本并举、以治本为
主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改革开放的排头兵
深圳和珠海特区建设步伐的加

快，带动了广东全省经济发展和其
他各项改革。以习仲勋为首的中共
广东省委，乘势而上，大胆突破传
统经济体制束缚，率先进行市场取
向的价格改革，企业管理改革和计
划、商品流通等方面的改革也先后
跟进，并取得明显成效。广东的农
村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发展。此时的
广东，已成为全国改革开放的“窗
口”和排头兵。

价格体制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
改革和搞活市场流通的关键环节。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基本沿用苏联

的计划经济管理模式，几乎所有商
品价格都纳入国家管理的范围，由
国家统一定价，十几二十几年价格
不变，价格体制和价格结构基本脱
离市场，商品价格背离价值，价值
规律失去作用，农副产品和基础工
业品价格长期偏低，束缚工农业生
产的发展，出现基本生活资料长期
严重短缺的局面。

习仲勋刚到广东，对当地副食
品和农副产品的供应紧张局面有深
刻的感触。当时广东同全国一样，
农副产品统购统销，市场商品奇
缺，40多种商品凭票限量供应。习
仲勋认为价格管理体制非改革不
可。他和省委经过研究，决定广东
的经济体制改革以价格改革和搞活
城乡流通为突破口。时任广州市越
秀区区委书记的朱森林回忆说：

“当时有一件事对习仲勋同志刺激
很大：市民把兑不了的鱼票（五毛
钱）寄到他那里，仲勋同志很有体
会，就从副食品、蔬菜开始放开价
格，蔬菜价格放开牵连到其他价格
的改革。”

从 1978 年秋开始，广东省依
据先农副产品、后工业产品，先消

费品、后生产资料的顺序，按照
放、调结合，以放为主的方针，逐
步把价格放开。同时，在产品的流
通经营上，实行国家、集体、联合
体、私人多种经营方式。8 月，广
州首先对蔬菜流通体制进行改革，
实行部分大宗品种幅度议价交易、
小品种自由议价的购销形式。水产
品实行派购和议购相结合，对国家
收购计划外的水产品实行产销见
面，随行就市，议价成交，以搞活
流通促进生产，吸引鱼货进城，广
州市在全国兴办了第一家河鲜货
栈。价格改革过程中也出现过波
折。1979年水产品市场放开后，草
鱼价格骤升，市民意见很大。于
是，1980 年年初又恢复定量供应，
市场却出现了有价无鱼的状况。经
过比较，人们认为还是放开市场
好。水产品市场遂继续放开，生产
者积极性提高，鱼塘产量增加，一
年内价格就明显下降，“鱼米之乡
食无鱼”的状况很快得到改变。

1979 年，广东省大幅度地提
高粮食等24种农副产品的计划购销
价格，提高了猪肉、牛肉、水产
品、蛋品、家禽、蔬菜等 8 种主

要副食品及其制品的销售价格，
同 时 对 其 他 农 副 产 品 实 行 计 划
价 、 浮 动 价 、 自 由 价 、 质 量 差
价、地方差价和季节差价相结合
的价格政策；改革工业消费品和
生产资料价格，把过去单一的国

家 统 一 定 价 ， 改 为 国 家 统 一 定
价、在国家规定基准价的基础上
实行上下浮动价以及工商企业协
商定价三种定价形式，逐步放开
小百货、小文具、小五金等小商
品价格，以刺激生产，满足经济
建设和人民物质生活的需要。

1980年7月，习仲勋在中共广
东省委召开的地市委书记会议总结
讲话中，再次提出要进一步利用中
央给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
的优势，加快改革购销体制，搞活
流通渠道。按照习仲勋的讲话精
神，广东即在全省范围内开始流通
体制的改革。10月，省政府制订了
一系列开放市场、搞活流通的具体
政策和办法，允许多种经济成分、
多种经营方式并存，允许竞争，保
护竞争，实行国营、集体、个体商
业一齐上，优惠个体商业，多渠道
搞活商品流通，取消不准长途贩
运、不准私人经营农副产品批发的
禁令，打开城门，大搞各种形式的
农贸市场，让农民参与流通，冲破
了按计划层层调拨的封闭式和多层
次的商业批发体系，极大地活跃了
全省流通市场。之后，全省统购农

副产品由 117种减少到 25种，当时
这在全国尚无先例，所冒的风险是
可想而知的。

习仲勋和中共广东省委、广东
省政府以极大的勇气和胆略，经受
住了改革初期的“阵痛”，没有半
途而废，坚持改革不动摇，在短期
内很快改变了基本生活资料严重短
缺的局面，粮食、油料、蔬菜、水
产品、干鲜果等市场呈现一派繁荣
的景象，城乡购销两旺，物资供应
充足，农民的收入也逐渐增加。

习仲勋和中共广东省委决定加
快计划管理体制改革的步伐。按照
简政放权，搞活企业等原则，对传
统的计划管理体制和政府职能进行
了相应的改革：一是在工业部门逐
步扩大指导性计划，工业生产计划
实行以指令性计划与指导性计划相
结合、以指导性计划为主的办法。
为了适应有计划商品经济和对内对
外开放的需要，省里下达的工业产
品计划，除少数重要产品按指令性
计划外，其余大多数产品实行指导
性计划。二是在农业方面，从 1980
年开始，取消农业生产的指令性计
划，全部实行指导性计划，除对十

几种主要农副产品继续实行统购
外，其余全部改为指导性计划和市
场调节，改变了“以粮为纲”的格
局，促进了农业经济结构调整，经
济作物比重上升，二、三产业迅速
发展。三是在物资管理方面，实行
指导性计划为主的管理体制，改变
了过去单纯由政府部门分配物资的
独家经营的局面。

广东省的外贸体制改革遇到的
阻力比较大，习仲勋和刘田夫等冲
破阻力，坚决打破独家经营的局
面，适当扩大地市县外贸经营权
限，主要是在来料加工、补偿贸易
和合资经营等方面大胆放权，促进
了对外贸易的发展。经过一段工作
后，各地区、各部门对外贸易的积
极性调动起来了，但又出现了各自
为政、相对混乱的现象。针对改革
中出现的新情况，1980年 8月，习
仲勋在地市委书记会议上，强调要
解决分散经营和统一对外的问题。
他指出，对外经济活动要在政策、
法令和计划指导上统一对外，要在
价格、客户、市场等问题上
协同行动，不能让资本家钻
我们的空子。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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