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刚开始的时候，二姨夫可怜
我父亲，赶上哪次杀猪多了就会偷
偷地把我父亲带进去吃喝一顿。
那是我父亲最快活的日子，他总是
早早地去，帮我姨夫打打下手。熬
汤的活儿他争着抢着就做利索了，
啃一次骨头会让他高兴好几天。
后来去得多了，他跟食品公司的人
也熟络了，就不再偷偷摸摸，而是
大摇大摆地去了。

有一次煮肉，父亲又是早早
地过去。这次他带了一包自己配
好的几味中草药，趁二姨夫没注意
扔在汤锅里。肉还没煮好，香气已
经溢满了半条街。食品公司主任
跑过来，问我二姨夫是怎么回事
儿。二姨夫只顾在汤锅后面低着
头干活，也没太在意，就跟主任说，
没怎么啊？怎么了？

主任说：“你鼻子让蛆堵住
啦？还没闻见香味儿？”

话还没说完，副主任带着公
司的好几个职工跑过来，都是奔着
这香味儿来的。

二姨夫疑惑地看看我父亲。
父亲也红了脸，嘿嘿地笑着说：“也
没什么，就是在药铺弄了几味中药
放进去。你们放心喝哈，滋补壮

阳，保证可以让老婆满意。”对于他
而言，说出这样的话等于是冷笑
话。食品公司主任没笑，他神情严
肃地训斥道：“这是吃的东西，你敢
乱弹琴，不要命了？”说完，他实在
禁不住那馋人的香味，舀了一勺汤
递给副主任。副主任刚一进口就
笑靥如花，说，是真他妈的好喝！
副主任又舀了一勺递给主任。

主任吹了吹，把一勺汤全部
喝下去了。然后闭着眼，一脸的陶
醉，向我父亲伸出大拇指说：“想不
到你还有这个绝活儿！”

父亲得意地搓着手，嘿嘿地
笑，那意思好像是说，我也不是白
来吃肉的。

后来每逢杀猪的日子，主任
都让我二姨夫喊上我父亲。二姨
夫也不好到我家去，就站在我家门
口附近等。后来我父亲掐好日子，
有时候二姨夫还没上班，他就在路
上等着他。

过了一段时间，食品公司主
任说，你老是这样来不合适，万一
人家说句闲话，我顶不住。这样
吧，你读书多，每次你到食品站来，
也不是为了吃喝，你给大家说说书
里的故事，算是咱们公司的理论学

习夜校吧！
父亲听见这话，高兴得不得

了，毕竟这是他的强项。每当吃饱
喝足，他就坐在那里给大家说故
事。从《水浒传》《三国演义》到《烈
火金刚》，他讲得头头是道。高兴
了甚至来一段“三言二拍”里的荤
段子，让人听得合不拢嘴。大伙儿
听得入了迷，恨不得彻夜不让他
走，常常会说到凌晨才回家。食品
公司的主任总结说：“过去人家说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
屋。现在应该加上一句，书中自有
猪肉汤啊！”

我父亲这次没得意，显出尴
尬的神色，讪讪地笑着说：“也是。
也算是。”

那一天恰逢下大雨，雨水把
我们家的后墙给冲垮了，眼看着房
子摇摇欲坠。母亲让我和二姐去
找他。我们赶到食品公司，看到他
坐在一圈人中间，眉飞色舞地说着
什么，周围的人哄然作笑。昏黄的
灯光照着他油乎乎的嘴和黏腻腻
的头发，活脱脱一个电影里汉奸的
形象。我跟二姐羞得简直想找个
地缝钻进去，互相推托着谁都不肯
进去喊他。我们捂着耳朵面朝着

墙，既不敢看也不敢听。直到等着
他讲完一段，二姐才让我过去喊他
出来说话。二姨夫也跟着出来了，
听了我们说的消息，俩人慌了说，
你们先回去，我们马上再带几个人
一起去看看。临走他还没忘记把
用塑料袋装的省下来的一点碎肉
递给我二姐。

我和二姐刚刚走出食品公司的
大门，就看见母亲怒气冲冲风风火
火地赶过来。她也没打伞，浑身淋
得精湿。湿衣服像绳子一样缠着母
亲，让她看起来像个水生动物。她
一眼就看见二姐手里的塑料袋，不
由分说，劈手夺下来，拿着那个袋子
就冲进食品公司院子里。我和二姐
在后面小跑才能撵上她。她进了院
子后，刚好与他们带的一群人迎头
碰上。她吼了一声冲向我父亲，把
那包碎肉劈头盖脸地朝他砸去。碎
肉和汤汤水水顺着我父亲的头发往
下滴落。我二姨夫过来劝阻，我母
亲一口痰吐在他脸上，然后也不管
我们，扬长而去。

那是母亲第一次在有外人的
场合没给父亲留脸面。

十五
在深圳稳定下来之后，我曾经

回了一趟郑州，临行前专门去香港
给母亲和姐妹们买了大包小包的
东西。那时候母亲跟妹妹住在一
起，我到郑州的时候，妹妹没在家，
跟着单位的人一起出去旅游了。
妹妹本来想让她也跟着一块去，她
说跑不动，就留在家里。她这些年
跟我妹妹几乎没有分开过一天。

她依赖妹妹，确切说是控制妹妹。
我总觉得妹妹的离婚是与母

亲有直接关系的。这桩婚姻原本
是母亲给定下来的。妹夫是个公
务员，人长得体面，工作也体面。
母亲的确比较满意，她自己也出去
说，几个孩子里面这是她最满意的
婚事。但妹妹结婚后，她几乎寸步
不离地跟他们在一起生活。我妹
妹心大，是个马大哈脾气。妹夫也
是个有心胸的人。平日里小两口
言来语去的，说了什么彼此并不在
意。毕竟感情好，两个人有时候开
起玩笑来也是不怎么讲分寸。当
妈的听了，却觉得这里那里都不对
劲。有时候女婿无意说点什么，她
不等我妹妹开口，直接就接上去
了，弄得女婿甚是尴尬。对于女
儿，她更是任意指责，只要不高兴
了，非要说出口来不可。

慢慢地，两口子之间就出现
了罅隙。但我妹妹是个没心没肺
的性格，大咧咧地不当回事，也从
不拿老公当外人。有时候明知道
母亲没理，却还是站在母亲这一边
跟老公斗气，哭了闹了，就觉得没
事了。时间长了，妹夫夹在两个人
中间确实不好过，但他始终忍气吞

声，觉得忍忍就过去了。但他的忍
让换得的却是母亲变本加厉的控
制。有一次因为单位提拔了几个
人，没有妹夫，他回来向我妹妹发
了几句牢骚，说了，心里的结也就
解了。谁知我妹妹又学给了母
亲。我母亲找个机会，就仔细地盘
问妹夫，一边问一边横加指责。本
来单位的事就够烦心的，回家还要
再受丈母娘一遍羞辱，这把妹夫平
日压下去的怨气激起来了。实在
是忍无可忍，他分明不是在跟一个
人过日子，而是在与两个人做斗
争。于是，他就跟我妹妹摊牌说，
咱妈仅在家里管管我也就算了，现
在她连我工作的事儿也想管，这日
子能过下去吗？妹妹又拿这话去
吓唬母亲。谁知母亲根本不吃这
一套，她说：“不知道好歹的东西！
乡下孩子，住我们的房，吃我们的
饭，我们娘儿俩把他伺候得像爷一
样，家务活没让他碰过一指头，凭
啥还这么仗势？他说过不下去，那
你就拿话撑着他！想怎么着都行，
看看谁后悔！”

妹妹觉得母亲说的
也有道理，就拿硬话撑住
了妹夫。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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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3”是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尔在
哲学名著《客观知识》中提出来的概念，它
是指由人在历史中创造出来又作用于人的
再创造的知识世界。本书书名援引“世界
3”这个概念表明了它的学术态度和志趣，
即希望开放性地研究艺术史的起源、现状、
发展和方法。

博物馆或美术馆近年成为学术界和公
众文化一个共同注视的主题，由此也成为
联系知识精英和城市大众的一个特殊纽
带。特别是中国城市从 20世纪 90年代以
来的快速现代化进程，把博物馆和美术馆
在城市中的地位和职能问题推到了前台，

多种形态的博物馆和美术馆一方面成为衡
量现代城市成熟程度的标杆，另一方面也
越来越成为城市居民的关注对象。因此在
中国讨论博物馆，一个自然而然的焦点是
它与美术收藏、艺术史研究的关系，也就是
本书的主题。《世界 3：艺术史与博物馆》将

“艺术史”和“博物馆”作为两个持续交叉和
互动的框架，深入探讨二者之间复杂而多
重的关系，以及其他有关范畴和当前的研
究动向，不仅探讨博物馆的本质和结构，也
关注更具现实意义的功能：如何通过博物
馆的展览和互动，拉近艺术史与社会各种
知识理论体系以及参观者的距离。

♣ 高晓倩

《世界3：艺术史与博物馆》
新书架

“立了秋，挂锄钩。”立秋后农活相
对清闲，庄稼基本上长齐，只等着成熟
收割。坡上和沟底里的谷子，抽出青涩
的长长的穗子，弯着腰，在初秋里随风
摇曳。梯田里玉米吐着胡须，孕育着嫩
棒穗，像是女人怀孕尚不够月份一样，
在安心地吸收营养，等待临产。伴随着
农人七八个月的铁锄，悄悄地被挂上了
南墙，该歇歇了。

我们乡下人把这个时节叫作秋闲。
秋闲时节，农家人是闲不住的，他们

还要为庄稼的收成、家庭的生计忙碌。
男人们在这个季节里最繁忙的要

做一件事，就是沤制农家肥。沤制农
家肥，是为收秋后播种小麦做准备，田
里施上农家肥，既可以暄地又没有污
染，还能增加地力后劲，所以深受农家
人的喜爱。“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
家”，父亲对这个理认得很死，他常说：

“不上足底肥，小麦就像小娃子没有奶
吃，营养不足，长不出个子，收不到饱
籽，就白逛一季。”为了沤制农家肥，父
亲要去割很多蒿草，一条扁担，两条大
拇指粗的麻绳，一张镰刀是他的工具，
天不亮他就出发了。初秋的清晨，经
常会有一层薄薄的雾纱，或高或低缠
绕在乡间小道上，父亲大步流星地行
走，有时身上会披挂起缕缕轻纱，有时
走路形成的风，会将雾纱吹得很远很
远。这个季节的沟边、滩涂、岸头、山
脚会长出很多蒿草，它们充分吸取了
夏季雨水和阳光的营养，无忧无虑地

肆意疯长，有的都能没过人的大腿。
父亲在几天里，割来十几担蒿草，

足足有上千斤，再把五月打罢麦子留下
的麦秸秆担来，把它们均匀地搅拌在一
起，然后摊在乡间小道上，上面覆盖一
层不薄不厚的黄土，任行人、牛羊、车马
踩踏碾压。秋闲时节，一般会出现秋雨
绵绵的“秋滴啦”的天气，父亲会抓住这
样的天气，将摊在路上的蒿草联起码
好，乘着雨水和高温让蒿草麦秸发酵腐
烂。为了加快发酵腐烂的速度和沤制
出“黑烂臭”的农家肥，父亲还要从家里
茅厕里挑上几担大粪，灌在码好的蒿草
堆里。经过十多天的闷、捂、发酵，这一
堆蒿草麦秸基本上腐烂了，父亲还要把
它翻倒一边，做最后的处理，以便使蒿
草、麦秸秆、黄土掺搅均匀，充分腐烂。
清晨，父亲扛着抓钩、铁锨，踏着露珠，
披挂轻雾，来到粪堆边，他把一口唾沫
轻轻吐在左手手心，双手合对轻轻搓揉
一下，然后紧紧握住抓钩把，高高举起，
猛劲落下，抓钩在天地间形成一道弧

线，迅速扑向粪堆，一钩下去，将粪堆扒
下一个大壑口，蒿草麦秸腐烂形成的热
气，迅速从壑口处冒出，一股农家肥腐
烂特有的味道，弥漫在乡间小路上。父
亲不停地挥舞着铁抓钩，欲将天边的白
云扯下来，揉碎搅拌在这农家肥里，让
它化作春风秋雨，风调雨顺地滋养心爱
的庄稼。一晌工夫，父亲将足有五方多
的粪堆翻倒了一遍，最后再次码好，规
整得四四方方，有角有棱，像刀切的豆
腐一样整齐。

男人们在忙着沤制农家肥的同时，
女人们也没有闲着，她们在忙着纳鞋底。

村口老槐树下是女人们纳鞋底的
好场所。这棵槐树树冠有半个打麦场
大，枝头密密麻麻，叶子遮天蔽日，投下
的阴凉有半亩多。邻居大娘、婶子、大
嫂聚集在树下，一边纳着鞋底，一边说
着笑话，像一群喜鹊一样，叽叽喳喳聚
在一起。母亲从小离娘早，在七八岁时
就学会了纳鞋底，所以技术很高，纳得
又快又好，总是赢来许多赞扬声。母亲

拿来一只新鞋底，纳前先固定了几个针
脚，然后纳周围一圈，再纳中间一行，接
下来从中间向两边纳。只见母亲右手
握着针锤，垂直用力扎进鞋底，再把针
线也垂直穿进去，将线拉直，然后把麻
绳在针锤根儿绕两圈，用力扽紧，每次
拉线的力度均匀，针脚就像受阅的士兵
排队一样整齐。这样纳的鞋底格外结
实，麻绳劲道，褙子瓷实，针脚又密又整
齐，纳好的鞋底，用手握不弯。穿着母
亲做的手工布鞋，脚上透气不出汗，站
得稳，不硌脚，走起路来非常舒坦。

五奶奶做活粗糙，纳的鞋底针脚
又稀又乱，不耐穿，为此，五爷爷经常
吵她：“男人街上走，带着老婆的手，你
做这样的针线活也不怕别人笑话你？”
五奶奶反说道：“谁笑话让谁给你做，
穿坏了还是我来做吧，我不怕她们笑
话！”五爷爷拿她没有办法。三婶子喜
欢说笑话，一说笑话就“咯咯”大笑，忘
了手里的活。有一次三婶子说了一个
笑话：从前，一个财主家的傻孩子娶了
一个傻媳妇，过年包扁食时，这个傻媳
妇说：“今年我在咱家包扁食吧，明年
就不知道在谁家了。”她的婆婆说：“过
了年你生个小孩就好了，就拴住你的
心了。”傻媳妇听后哭着说：“我可不敢
生小孩了，去年我在俺娘家生了一个
小孩，俺爹差点打死俺。”三婶子说完，
槐树底下纳鞋底的女人们“咯咯”地笑
成了一片，这笑声把树头上的野麻雀
都震飞了。

书人书话

♣ 曲令敏

诗的明澈之境

♣ 桑明庆

人与自然

榴园惊梦榴园惊梦（（国画国画）） 李李 刚刚

秋天的色彩
♣ 张志峰

聊斋闲品

望尽天涯路
♣ 周振国

秋天怀人的句子，晏殊的“昨夜
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
路”，无疑是千古佳句。晏殊是宋词
婉约派代表人物之一，开创了北宋婉
约词风，也是北宋政治家，官至宰相，
为政有方。晏殊的词婉转含蓄、典雅
流丽、疏朗寥阔，即便是写蒹葭之思
离愁别绪的，也不见脂粉气，少有怨
恨颓靡凄惨戚。晏殊留下不少秋水
伊人佳作，广为传唱的经典名句如：

“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处”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
“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
“当时轻别意中人，山长水远知何处”
等等，句句脍炙人口。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
人，在水一方……”，王国维先生在
《人间词话》中将“望尽天涯路”一句
与他认为“最得风人深致”的《诗经·
蒹葭》并提，认为二者“意颇近之，但
一洒落，一悲壮尔”；并且众所周知，
王国维还将“望尽”句借用为其所谓

“人生三境界”之一，即古今成就大
事业、大学问的第一种境界——立
志怀远，可谓巧妙！由怀人绝唱而
为励志警句，虽与词作原意相去甚
远，却与其意象特别虚涵，便于想象
发挥再度创作是密不可分的。

胶东半岛成山山脉最东端，有
一处伸入大海的石头，名成山头。
《史记》载，当年秦始皇东巡到此，认
为这里便是“天之尽头”，遂命宰相
李斯刻碑纪念：“天尽头”。相传后
来康熙到此，凭海远眺，浩渺无际，
留下御笔：“天无尽头”。王国维之
所谓“三境界”，或人生大事业大学
问，无疑也是没有止境的。就像晏
殊登高望断，吟出“欲寄彩笺兼尺
素，山长水阔知何处”？慨叹天涯无
尽伊人难寻一样。只是王国维不曾
将“望尽”改为“望不尽”。其实“望
尽”二字，诗意苍茫，哲蕴深远，“尽”
与“不尽”，均在其中，均为题中意。

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
上下而求索”，无疑与王国维的“望
尽天涯路”有异曲同工之妙。富有
追问求索精神的屈原还曾留下一首
长诗《天问》，提出了当时社会大多
还无法回答、或者他本人感到困惑
的170多个（有说150多个）天文、地
理、历史、哲学等方面的问题。历史
发展到两千三百多年后的2021年 5
月 15日 7时 18分，成功着陆火星乌
托邦平原的火星探测器，取意《天
问》，以“天问一号”命名，便是昭示
世人，中华民族探索自然和宇宙奥
秘征途漫漫，追求科学真理和科学
精神永无止境。

当神舟十二号飞船将三名宇航
员成功送入近地轨道400公里的太
空空间站，当看到宇航员与地面视
频就像近在地球的某个地方，当宇
航员完成任务顺利返回地球如同只
是出了三个月的长差，谁能不感叹
人类真是了不起！而当看到三位

“太空摄影师”发回的地球靓照，靓
照上北非大陆、索马里半岛、埃塞俄
比亚高原只是一丢丢儿大小，北京
大兴国际机场只是一颗闪亮的星星
的时候，又让人感叹宇宙的浩瀚、人
类的渺小！其实极目寰宇，地球又
何尝不只是一颗小星星？所以说，
人类既要自信自己了不起，尽情地
探索和创造，又要敬畏自然、顺应自
然、呵护自然，追求天人合一、万物
和谐，如此，世界才会更靓更美好！

还是晏殊的词：“凭高目断，鸿
雁来时，无限思量”。事实上，不只
王国维，就像多少个人心中就有多
少个哈姆雷特一样，多少个人心中
恐怕就有多少个“望尽天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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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闲时节

拿 到 高 春 林 的 两 本 诗 集 ——
《漫游者》《神农山诗篇》，在久已忘
记的焦渴里，有种想要举杯为饮的
渴念被唤醒。岁月忽已晚的自暴自
弃，和某种源自现实世界的荒诞与
绝望，我埋头在网络小说里，不知今
夕何夕。是高春林的诗，拨动了落叶
纷飞的心弦，让我抬头看见了不曾远
去的山河仍在，看到了《徐玉诺故居》
《白龟湖，水波涌的下午》《荻间雪》
《荆花出现了》，看到了根系深远的诗
歌的血脉，看到了杜甫、李商隐、苏东
坡和朱载堉，看见了那座落满光阴的
神农山……不是眼睛看见，是心看见，
是一颗老心灵重又犁开四季盘扎、雨
雪交替来的泥土大地，于是，从昏睡中
醒来，有了泪水，有了呼吸……

读春林的诗，感受到一如雅戈
泰的隐忍，内敛，洗脱了生活中和生
命中的泥尘，很少言及“自己那点儿
破事儿”，给这个充斥着各种表演与
喧嚣的时代提供了一面镜子。在这
个“文学创作”繁荣得无以复加的时
代，写诗的人很多，但读诗的人却很

少。诗，成了圈子里的传诵。特别
是一些看上去很高端的诗，压根儿
就不是如我这般愚钝的草根儿能看
的，仿佛能读懂的人越少，那诗才越
上档次。我觉得这是一个悖论，古
人如白居易、柳三变，但凡有水井的
地方都有他们的诗和词，且至今还
在流传。这话扯得远了，我是想说，
我喜欢高春林的诗，就是因为他心
里有读者，从不故作高深。但这不
代表他的诗没有境界，没有深深远
远的心灵探寻与抵达。

翻阅《神农山诗篇》，打开的是一
个自然世界也是精神世界。春林的
诗触动我最深的，是朴素和明澈。就
像是穿行在云彩叶子之中的冬阳。
就像是通往诗人心灵深处的细草小
径。他的明澈，是金星，是月牙，是它
们普照下的自在山河。尽管收藏了
无以量计的历史和文化，青山还是那
青山，河流还是那河流。所有事与物
与人的叠加，无论显与隐，都不言自
明，让读到它们的人经由文字看见了
裸露的现实与历史，看见了无以言说

的本然。我相信，有信仰的诗人都不
会浪费字词和别人的时间，他老老实
实地结果子，且把最好的果实捧出
来。我曾经走过无数条涧溪，那水流
一帘儿一帘儿平铺或垂挂，水流下是
晶莹的五彩石，是大山不动声色却浩
浩荡荡的气息，再不济，你也能看见
水面上的天光云影，且心领神会，无
须一个形容词。

明澈，不是大白话，有时候它是
“欲辩已忘言”，有时候它是“欲说还
休”，更多的时候，它是一个诗人的道
行和操守。需要胸怀的宽广、视域的
辽阔，需要超越时代、超越自我。读
高春林的诗，总是能遇到意蕴万千的
明澈，对于浮躁日久的人来说，是鞭
笞更是福分。

春林的温暖和清冷都在于他的
淳朴，他来自郏县安良一个偏远的
山村，他从来不曾忘记，他是农民的
儿子，是底层的一介平民。为了清
醒，为了诗歌，他放弃了仕途升迁。
多年来他一直走在边缘。他的诘问
与抗拒源自血脉，源自切肤的疼痛，

绝不是某种高地上的表演，自命清
高的表演。所以，他的诗因发自深
心而不隔。他说：“我蜗在貌似的安
逸里，也许可以不想什么了。可是
报纸上无聊的花边爆料像雪片覆盖
暴力、拆迁和悲伤的群体。我不知
道外面的世界怎么样了，夜太长。
你们，给我词……”

读高春林的诗，我最大的感受
是他的诚朴，唯有赤诚，能让人看
见事物的原貌，连同附着其上的光
泽，连同潋滟不止的内魂。朴，则
是诚的延伸，是剔除一切遮蔽，让
事物本初的纹理与色泽与气味在字
词间呈现。

卡佛说：“总得有些什么用来盼
望。慢慢地变老，失去一切和所有
人。”作为一个有生必死的人，诗人的
盼望是一个醒着的梦——就是这些
词和另外的词，就是让有灵有性的诗
句在黑暗里低飞。作为一个读者，我
的盼望就是余生能读到高春林以及
更多诗人澄澈的诗句，进而让自己像
干净的草木一样活着。

秋天的色彩最迷人。
当秋天踏着时光的韵律缓缓而来的时

候，大地上呈现出的是色彩斑斓的醉人景色。
初秋的景色，如少妇般的光鲜润泽。秋

光如许，秋风如扇，秋雨如烟，多了一份温
馨，多了一份清爽，多了一份绻缱。大地上，
到处都是郁郁葱葱。河边的柳，在秋风的摇
曳下，荡出万种风情。路旁和绿化带中的树
木，窜出的嫩枝嫩叶，已蓬松成偌大个树
冠。树间绿荫婆娑，正是饭后散步纳凉的极
好去处。各类小鸟，从早到晚在树间绕飞。
燕雀唧唧，布谷声声，发出天籁般的声音。
公园和绿化带中的玫瑰、月季、百日红，以及
路边草丛中野黄花、喇叭花等秋时的花，好
像在进行着选美比赛，它们绰约的风姿让你
很难认定谁是花中仙子。仙子不仙子不重
要，物美还怕没人赏？山坡上、果园里的果
树，已挂满了青涩的小果。这些鲜嫩的小
果，像刚走出家门稚嫩的娃娃，有些腼腆，也
有些羞涩。细思，成熟都是从腼腆、羞涩开
始的。田野里的庄稼，已长得茎壮叶肥，蓄
势待发。菜园里的西红柿、黄瓜、豆角、茄子
长势喜人，令人垂涎。

时入中秋，秋色则是美到极致了。秋光
正好，不冷不热，最适人意。清爽的秋风，吹
散了空中的污浊，留下的是一片晴朗、缠绵的
秋雨，涤去了世间喧嚣的尘埃，留下的是一片
静谧。万物进入成熟收获期，到处都是忙碌
的身影。金黄的玉米，金色的谷穗，好像洒在
田间的黄金，分外耀眼；红红的苹果，红红的
石榴，红红的柿子，红红的枣，在绿叶衬托下，
格外炫目。丰收的喜悦已挂在一张张笑脸
上，要说什么是幸福，这就是幸福。萋萋的蒹
葭，在小河边摇荡，把河中的水摇得波澜起
伏。路旁的银杏，叶子开始变黄，成为惹人注
目的美丽风景。到叶落时节，好像在人行道
上铺了一层黄地毯。温情的市政管理者，将
银杏叶留置几日不扫，让人们欣赏。漫山的
枫叶红了，像给大山披上红彩衫。拾取一片
红红的枫叶，作为书签夹在书本里，也使你在
阅读时享受一种温情与浪漫。桂花飘香，秋
菊芬芳。长空雁叫，鸿雁南飞。

晚秋时节，大地已是一片萧条。霜落满
地，花销果尽。一池秋水如镜，几只寒鸦栖
枝。风亦萧萧，雨亦潇潇。秋风如帚，扫去
一片片落叶，树叶脱枝入流水，落得个无可
奈何。细思忖，落叶何须怨秋风？秋风扫也
落，不扫也会落，打铁还须自身硬，谁让你耐
不住秋寒呢！秋雨如愁绪，尤其是黄昏雨，
给衣带渐宽的离人增添几多凄凄惨惨戚
戚。不过，深秋里的景色，也不是没有生
气。松柏、冬青依然坚挺地屹立在风雨中。
广阔无垠的大地上，已生出绿油油的麦苗。
这深秋的风景，也不失靓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