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脑筋急转弯是近年来很时髦的一种娱乐方
式，也是一种大众化的文字游戏。有开发智力、
活跃气氛之功效，故为人喜闻乐见。

脑筋急转弯据说最早起源于古代印度，其
实中国也是古已有之。史上最善于脑筋急转弯
的名人，首推三国才子杨修，他的脑筋转弯速度
不仅远高于常人，甚至比足智多谋的曹操更胜
一筹。曹操在门上写个“活”字，他马上猜出曹
操嫌门太阔；曹操在点心盒上写了“一合酥”三
个字，他马上明白“一人一口酥”的意思；曹操发
布夜间口令“鸡肋”，杨修便猜出曹操要撤军
——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因杨修太知曹操心
思，脑子太快又不知收敛，引起曹操厌恶，终于
找个理由把他杀掉。

清代文人纪晓岚也是个脑筋急转弯的高
手，反应机敏，嬉笑怒骂，常有机智妙语问世，但
乾隆皇帝却很看不起他。有一回，在与乾隆闲
谈中，纪晓岚急中生智，为朝廷提了一点小建议，
没想到乾隆当场翻脸，恶毒地羞辱他说：“朕以汝
文字尚优，故使领四库全书，实不过以倡优蓄
之。”皇帝这一怼，让纪晓岚好几天没缓过劲来。

毕竟，脑筋急转弯是雕虫小技，或可能逗人
一笑，活跃气氛，但若用来做决策，下决心，出章
法，那就显得分量太轻，难以胜任。古往今来，
凡是重大决策，都与脑筋急转弯无关，皆为深思
熟虑的结果，都要反复考量，三思而后行。楚庄
王三年不鸣一鸣惊人，三年不飞一飞冲天，他的
脑筋转弯用了三年，厚积薄发，大显身手，最后
成了春秋五霸之一。躬耕南阳的诸葛亮被请了
三次，才下决心出山辅佐刘备，如果只请一次就
急不可待地脑筋转了弯，那就显得不够矜持自
重，也有些轻率鲁莽，最重要的是没有思考成

熟，想深想透，弄不好便会明珠暗投。
脑筋转弯其实就是改变思路，调整方向，无

论是个人还是国家，都需要根据情况不断变化
来脑筋转弯，才能与时俱进，免于因循守旧，落
后形势。脑筋转弯大体有三种模式：一是急转
弯，风风火火，急急忙忙，说话不过脑，行动不过
夜，好处是效率高，见效快，立竿见影，毛病是转
弯太急容易翻车；二是慢转弯，想清楚前因后
果，算明白代价成本，做好计划预案，然后再慎
重转弯，小心启动，看似动作缓慢，其实这才是
最稳妥可取的转弯；三是不转弯，这肯定是最不
可取的，在飞速发展的形势面前，抱残守缺，故
步自封，拒绝前进发展，是没有任何出路的，终
将被淘汰出局。

鲁迅有名言：捣鬼有术也有灵，但不足以成
大事。同理，脑筋急转弯有趣也有益，但从没听
说过哪个科学家、政治家、艺术家、军事家、企业
家是靠脑筋急转弯成功的。他们无一例外都是
孜孜矻矻，兢兢业业，几十年如一日，一刀一枪
拼出来的，一锤一镰干出来的。

脑筋急转弯是一种急智，急智只能用来救
急，可偶一为之，不能成常态；要成大事，做大
局，还是要慎重稳妥，步步为营，看准了再拍
版，想清楚了再下决心。尤其是有决策权的负
责人，更不能靠脑筋急转弯来主张行事，推动
工作。

脑筋急转弯也是一种小聪明、小机灵，作为
一种智力游戏，自然有其存在的原因，但有失厚
重，过于浅薄，用于游戏无妨，千万不要把此类
屑末之技用在干事业兴局面上。干正经事情还
是要循规蹈矩，步步为营，反复论证，深入调研，
权衡利弊，趋利避害，转弯慢一点、稳一点为好。

聊斋闲品

♣ 陈鲁民

“脑筋转弯”何须急
♣ 付如初

《海上丝绸之路》
呈现中国人眼中的海上丝路

知名纪实文学作家高洪雷的新作《海上丝
绸之路：从青岛到红海》近日出版，该书是继《丝
绸之路：从蓬莱到罗马》之后，作者又一关注“丝
路”主题的重要作品。这一次，高洪雷将目光从
陆地转移到海上，选取了亚欧非 3大洲 15个重
要路标，书写季风潮汐中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
流，以贯穿古今的视野，打量海上丝路的形成过
程和辐射形态。据介绍，作家历经三年多的时
间，进行了大量的史料收集考证、实地采风、人
物访谈等工作，最终选择以琅邪(今青岛)为开
篇，通过15个港口、海峡或海域，串联起一系列
险象环生、高潮迭起、豪杰辈出的故事。

除青岛之外，书中主要书写的重要路标还
包括扬州、太仓、宁波、泉州、广州、徐闻与合浦、
巴士拉，占城(今越南南部地区)、柬埔寨、斯里兰
卡、印度，马六甲海峡、霍尔木兹海峡、红海。书
中涉及的国家超过50个，涉及的领域有季风、洋
流、港口、船舶、航线、风土、贸易、外交等方面。

近些年，作家高洪雷一直致力于民族历史、
西域历史的文学普及工作，其代表作《另一半中
国史》长销十余年，开创性提出了从多民族角度
出发的“另一半中国历史”。他的《大写西域》
《楼兰啊，楼兰》等作品，更是着眼于丝绸之路在
西域的产生及繁盛，为读者建构了中国文化中
不可或缺的西部原乡。最新出版的《海上丝绸
之路：从青岛到红海》正是在此前创作的基础
上，进一步拓宽对丝绸之路历史的理解，放眼世
界，着眼于丝绸之路在东西方文化交往过程中
的历史作用，关注丝路沿途国家或地区的兴衰
变化，以小切口展示宏阔的历史空间，带读者领
略到从陆上丝路到海上丝路的历史进程。

荐书架

人与自然

秋实之约

史海钩沉

♣ 娄继周

中牟名胜渔洋口
明清时期，南湖蒲芦亭畔有一地名，叫渔洋

口。起初百思不得其解，等我明白其意思和来
历，已是多年以后的事了。

康熙三十五年七月上旬，清初一代诗坛盟
主王士祯，以户部侍郎之尊，奉旨祭祀西岳华
山，驿程往返游山玩水凭吊胜迹，发思古之幽
情，佳诗连连。而到了中牟小县，竟让他盘桓两
日，留恋而不忍去。这里究竟有什么好景致，值
得王士祯流连徘徊？

其实也没有什么。不过就是，一亭一庵一
战场，加上一个古驿站，还有一位让他倾心的风
流人物而已！

这年的七月初八日，王士祯经郑州过圃田，
来到中牟县城，已近傍晚时分。他趁着西下的
夕阳，先凭吊官渡。此时此刻此地行客稀少，更
适应诗人遥想沉思。1500 多年前在这里发生
的这场战争，和胜败双方的结局在他的脑海里
不停地翻滚，滚来滚去，凝成了一首七绝：别驾
亡来万事非，夕阳官渡客行稀。袁家新妇应惆
怅，胜与陈王咏宓妃。

诗里的“别驾”，自然是指失败的袁绍了。
官渡战败之后，袁绍逃过黄河，从此一蹶不振，
不久抑郁而终。他儿子新娶的媳妇甄氏，因为
美丽被曹家父子惦记，曹丕乘胜捷足先登，终于
抱得美人归。而让同样对甄氏有着爱慕占有之
心的弟弟陈王曹植心有不甘，只得有所寄托，写

下了千古绝唱《洛神赋》。后人都说，赋中美艳
无比的洛神宓妃正是甄氏的化身！

游罢官渡天色已晚，王士祯返回县城下榻。
也许他在茶余饭后询问了中牟县令故老，也许他
睡前翻阅了中牟县志，也许他并没有做这些，但他
早已对中牟的历史形胜、名人掌故熟悉于心。因
为他不仅是当朝公认的博学之士，而且当时的中
牟才子翰林院检讨冉觐祖，就是他的门生，王士祯
在与冉的交往中，恐怕早已对中牟历史有了很深
的印象和了解。次日上午，天气晴朗，王士祯慕名
来到中牟城外南湖蒲芦亭，登临凭吊。

如他所知，这里是前朝中州名士张民表与名
士弟子讲学雅集、饮酒赋诗之地，一时的名人骚
客风流韵士，如王损仲、阮太冲、葛震甫、韩荩光、
周亮工等许多人物都来这里，或陪访林宗，或游
览湖亭，留下了诗作与印记。可王士祯觉得，蒲
芦亭的名字太直白太朴实了，既没有诗意的蕴
藉，又缺乏厚重的典雅，难以衬托许多风流。他
想到，中牟的张民表以字林宗闻名于世，而东汉
时期德高望重的中州名士郭泰亦字林宗，郭林宗
时常头戴垫巾，潇洒至极，时人争相效仿，留下

“林宗巾”的佳话与典故。而中牟张林宗生前隐
居故里蒲芦亭畔，也著唐巾飘二带，带上绣苏东
坡“半升仅漉渊明酒，二寸才容子夏冠”的诗联，
更是风流蕴藉，风神无限。二者的德才人望与影
响相仿佛，可谓前后踵美。干脆把蒲芦亭叫作

“垫巾亭”好了！这样想着，王士祯虽是思接千
载，可又觉得张林宗先生风流未远。不禁涌出一
首好诗来：“南郭孤亭野水滨，菰蒲猎猎水粼粼。
林宗未远风流在，不愧名亭是垫巾！”

访了蒲芦亭，王士祯出城东去，朝省会开封
而行。在二十里板桥铺，又作停留。因为他知
道，中牟板桥是隋唐时汴州名驿，志怪小说《板
桥三娘子》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唐代大诗人白
居易李商隐等在此休憩吟诗。如今这里已是中
牟名村，桥下是古老的汴河，舟楫直下东南，过
淮河而达扬州。往东三十里又是古都大梁，眼
前的垂柳萧萧，一样令人想起大宋王朝的历史
兴衰。于是又吟道：板桥衰柳日萧萧，回首宣和
似暮朝。上巳金明池上饮，画船衔尾骆驼桥。

板桥折头北去，再前行不远，便是名刹水月
庵。王士祯来到这里打尖，抬头所见匾额，有颜
筋柳骨之韵，又是张林宗所题；进入寺内，精庐
甚雅。古人说睹物思人，王士祯见庵匾再怀林
宗，想其“万历名士，与尉氏阮太冲、汝南秦京齐
名，崇祯壬午死汴水之难”，真是可惜。幸有“其
门生周侍郎亮工为刻遗文，钱伯宗谦益列朝诗
集有传”，或许可传林宗先生文采风流之一线，
不致作广陵散。想到这里，王士祯在他的驿程
日记中，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我读王士祯《秦蜀驿程日记》《陇蜀余闻》《香
祖笔记》等著作，深知王氏对中牟先贤张林宗倾心

之至。凡是有关林宗遗迹，无不凭吊游览，不但咏
之以诗，而且记录于笔记，可谓一赞三叹。又读学
者蒋寅《王渔洋事迹征略》，得知王士祯虽是山东
人，可他崇祯七年出生于河南省会开封，当时他的
祖父王象晋在河南为按察使，因此给他起乳名豫
孙。如此说来，乃祖与长期居住开封的中州名士
张林宗，可是熟悉的了。后来王士祯在扬州为官，
又与林宗弟子周亮工相知订交，多有唱和，而周亮
工的儿子在延又投于士祯门下。加上与中牟翰林
冉觐祖的师生关系，如此多的因缘际会，应使王士
祯对中牟和张林宗有种特殊的感情吧。这次趁着
朝廷遣其祭祀西岳之便，游中牟，访胜迹，吊林宗，
怀古赋诗，是再自然不过的了。

当我在《渔洋山人精华录》里，再次读到王
士祯咏中牟怀林宗的这几首诗，猛然想起渔洋
是士祯的雅号，而他则自称渔洋山人，才如醍醐
灌顶，一下子明白过来：当年王士祯可是游历中
牟南湖蒲芦亭的名人堆里名气最大地位最崇的
领袖人物，他给清初中牟带来的影响和冲击最
为强烈，给蒲芦亭带来的声誉也最荣耀，中牟士
子把他的登临之处叫作渔洋口，是多么顺理成
章啊。明白了这一点，我好像揭开一个很久的
谜，解开了一个心头的结，既兴奋又自得，甚至
还有几分自豪自足。

我想，他年中牟若能恢复南湖蒲芦亭旧观，
这“渔洋口”景点，便是一个令人向往的好去处！

灯下漫笔

♣ 李 韬

树先生
一

多年前，韩杰导演过一部《Hello！树先
生》，贾樟柯监制，王宝强主演，农村题材，非常
粗粝，梦想没有照进现实。

我从小在农村长大，像树先生这样神神道
道的人，每个村都会有那么一两个。

寒冷的冬日，披着绿色军大衣，冻得瑟瑟发
抖，也不穿上；嘴里叼个过滤嘴，还与人说着话，
嘟嘟囔囔，含混不清，一嘴多用。

太阳升起，逆光而立，把身子拔得特别高
大；太阳落下，一心向阳，把影子拉得特别修长。

那时候，农村每天都有这样的剪影，真实得
有点“魔幻现实主义”。

二
郭有才就是另一个版本的树先生，是草根

完美逆袭的标志性人物。这样的人物不可能也
不允许“如雨后春笋般”竞发生长，因为那样固
化的阶层就会土崩瓦解。

歌厅里、抖音中，《诺言》比郭有才唱得好的
一抓一大把，但为什么哥哥、姐姐和所有的家人
们“偏偏喜欢他”？

好多人可能归功于他的名字“有才”。其
实，偌大一个中国，比他有才的人多得是。前些
年就出过一个“大衣哥”，对歌曲的表现力和现
场掌控力不知比郭有才要好上多少倍，而且人
家是在“星光大道”上拼杀过来的人，还上了
2012 年央视的春节联欢晚会——那是多么大
的平台。

现在呢？不也活成了一个寂寞？

三
佛教上解释：古往今来曰世，上下四方为

界。凤凰卫视特约评论员阮次山说过：“这个世
界许多看起来毫不相干的事,其实都有其内在
的关联。”

郭有才在成为网红前，天天卖烧烤，在地摊
上摸爬滚打出自己的生存哲学和底层逻辑。你
看任何时候他的嘴都特别甜，好似抹了蜜，言必

称“哥哥、姐姐、家人”，即便被网暴的时候，也不
卖惨，博取可怜；他依然咬紧牙关笑对镜头，卖
力表演，励志成典。

“再颠簸的生活，咬牙也要闪亮地过。”生活
的鞭子已经把他抽打成钢筋铁骨，尽管他还是
那么单薄，还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标配行头、拙
劣装扮：“格子衬衫花领带、摄影马甲传呼机”。

四
从来就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更没有无缘无

故的恨。天上不会掉馅饼，除非玉皇大帝转行
打烧饼。

在这个被算法“算计”的当下，流量加持和
平台推荐无疑是走上网红快车道的助推剂和加
速器。

郭有才如此，董宇辉亦然。
在人人把刷短视频当作有效阅读、人人渴

望成为小杨哥、李佳琦的时代，董宇辉将读书、
输出、平台、商业形成了一个完美闭环，成为资
本的迅速变现工具。一方面，你看他那单薄的
身板、疲惫的眼神、仓促的上场、直播中的囫囵
吞枣、一边温习一边输出的窘迫感 ；另一方面，
他走到哪里都前呼后拥，无疑一个“移动的大中
型企业”，大人物轮番接见、粉丝们强扑呐喊，一
个草根靠自己的实力攀爬到金字塔尖，那种优
越感和不适感也溢于眉宇之间。

五
资本都是嗜血的。
董宇辉和俞敏洪：一个还是老师的底色，

一个已经从老师变成了资本家；一个是“知

识”，一个是“分子”；那是从一个点出发发叉
成两条向可预知未来无限延伸的平行线，注
定早晚要分开。

董宇辉有着“杜甫的悲天悯人，李白的浪漫
豪迈，王维的风度翩翩，苏轼的达观豁达”，肩负
着孔老夫子的“传道、授业、解惑”，践行着王阳
明的“知行合一”。他从底层草根一步步通过自
己的努力、毅力，无技巧攀附、无差别讨好完成
翻盘，所有的中老年妇女都想成为他的丈母娘，

“知识的力量”此刻变得有形、可感，“知识改变
命运”有了“举例说明”。

即使在制度、资本、平台、传播深度捆绑的
圈层，人依然有不被外部力量完全裹挟、活成一
个独立个体的机会。

六
“时代的一粒尘，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

山。”这多少有点过分夸大了时代的能动作用，
也小瞧了个体的反抗精神。余华在《活着》里提
到：“作为一个词语，‘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
里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喊叫，也不
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
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
聊和平庸。”

有时候，我们不得不坚强；于是乎，在假装
坚强中，就真的越来越坚强。

新疆女作家李娟因《我的阿勒泰》而爆红，
但她依然保持着作家应有的清醒：“说起来这一
切都是悲观的，但我心里仍有奇异的希望。我
但愿这一切只是自己狭隘的见识，我但愿这世
上只有我最懦弱。 ”

前进是唯一的退路。让相信去相信，给希
望以希望。

七
“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
其实这个社会并不复杂，你抽丝剥茧、逻辑

推理一下就会明白，人要想成功：首先你得行；其
次得有人说你行；最后说你行的那个人也得行。

你是草根，不是竹根——扎得那么长远，也
不是树根——扎得那么深邃，有个风吹草动就
有可能被连根拔起。

无数的人冲着风口跑去，以期也能一飞冲
天，好似“站在风口浪尖，就能握住日月旋转”。

泡沫正在散去，留下一地鸡毛。
董宇辉也好，郭有才也罢，只不过是这个时

代的“星星之火”，只是起到“点灯”者的作用；要
想真正成“燎原”之势，还需更多的“说你行的那
个人也得行”。

星星点灯，照亮每个人的前程；星星点灯，
照亮每个人的家门。

八
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哲学教授阿维夏伊·

玛格里特(Avishai Margalit)在其著作《正派社
会》（The Decent Society, Harvard Univer-
sity Press, 1996）中提出，所谓“正派社会”就
是“制度上不羞辱所有人”的社会，它的正派体
现在“保护社会成员不受自由市场的羞辱”，比
如“重视贫困、无家可归、剥削、恶劣工作环境、
得不到教育和健康保障等”。

把自己活成一束光，因为你不知道谁会借
着你的光走出了黑暗；请保持心中的善良，因为
你不知道谁会借着你的善良走出了绝望；请保
持你心中的信仰，因为你不知道谁会借着你的
信仰走出了迷茫。

做一棵树，“头顶一个天，脚踏一方土”，
那么独立，那么孤傲；超越底层，打通闭塞，
长出自己的辽阔与清高，“风雨中昂起头，冰
雪压不服”。

万里蓝天明净高爽，白云朵朵浅淡悠闲。
仰视，再仰视，逡巡，又逡巡，从天空中飘逸的
白云间读懂了秋的神韵。

五谷丰登的香气扑鼻而至。俯瞰神州大
地，积攒了多少农事经验的农夫，站在田埂上
感受用汗水渡亮了的秋意秋光，望着一眼看不
到边、渐次成熟饱满了的累累果实，不无感慨：
立了秋，万事休，立了秋，寸草结籽。节令赶着
呢，眼看就进入秋杂时节了。这都是说，立秋
以后，各类庄稼就不再奇谲恣肆生长了，该回
浸收敛过去张扬着的个性了。在天地间这个
广阔无比的大舞台上，几个月来使出浑身招
数，散叶、拔节、出莛、抽穗、养花……从日出到
日暮，整天与天空中飞翔的小鸟、地面辛苦的
农人手中的锄头，毫不懈怠地“说学逗唱”，终
归以平静沉默，趋于老辣圆熟。

为来之不易的秋实付出了不知多少心血
的农夫，一遍遍审视着丰收在望的累累硕果，
筹划着心中的念头，笑得合不拢嘴。而我们一
群十几岁的农家子弟，单纯得如头顶那片蓝
天。复杂的是，除了在田间干一些力所能及的
农活外，就是觊觎田野里的果实了。总是心有
灵犀一点通，趁大人不备显摆逞能——烧毛
豆、烤红薯、燎玉米。实际上，一旦碰上大人，
他们也不会怒目斥责的，甚至还会凑过来捧
场。只不过是野炊时，我们小小的内心世界过
于胆怯罢了。

黄多绿少、疏密有致、情趣盎然的田野，一
时成为我们无限的乐园。乐园四周无任何隔
墙遮拦，有的是千篇一律待收获的庄稼。

成块成块的黄豆地里，豆荚垂挂在黄爽透
亮的豆秧上如风铃叮当摇曳，蝈蝈憋足劲倔强
地“极——极、极——极”叫着，仿佛是不停歇
的天外之音。由于播种时间有差异，成熟的早
晚也不同。有的已收割过了，也有的正待收
割。收割过的豆子地里，不乏豆叶。这豆叶是
母亲大娘婶子们摊煎饼时的最好柴火。豆叶
撒到锅底内，火势不软不硬，有助于铁锅里新
下来的豆子磨出的杂面糊糊平均受热，出锅的
煎饼口感适度，老少皆宜。

在旷野里，我们则喜欢烧毛豆。连根拔出
豆荚多而丰满、黄绿颜色交汇的黄豆秧，将豆
秧上部斜着对接起来成了豆架，豆架上下放了
从收割过的豆子地里聚拢过来的干豆叶，用火
柴一点，整个豆架就陆续燃烧起来，间或着噼
噼啪啪的声音，满眼火光，满耳乐音，怡然自
得。豆架上的灰白色烟气缭绕升腾，豆架旁的
我们笑个不停。估计毛豆差不多该熟了，稍大
一点的伙伴就扯着未燃尽的豆秧溜地小跑，美
其名曰“拉鞭”。接着脱掉上衣，呼扇走灰尘，
胖胖的黄中带青、青中有黄的毛豆亮相了。我
们不怕烫手，边捏边往嘴里填，无论干脆的还
是软绵的，都有意想不到的味道，天然的香回
味无穷。

后来，我离开田园走进城市工作，方知黄
豆富含植物性蛋白质，又有较高的钾、镁元素
含量，B 族维生素和膳食纤维也是比较丰富
的。黄豆同时还具有缓解疲劳、补脾健胃、缓
解便秘的特殊功效。那时小小年纪的我们，除
了知道野外烧毛豆，还知道春节前可以磨豆
腐，压根想不到它竟有这些优雅的功效。我们
超越时空在野外烧毛豆解馋，率先营养了一
回，风流了一把。在人生的路途中，值得舞之
蹈之，歌之颂之，回味之思考之！

烤红薯时，先挖一个长形地沟，地沟一端
微微上翘，便于填柴燃烧。上面横棚一些湿树
枝之类木棒，从红薯地里挖出的红薯就架在木
棒上，细长的红薯更好，易于烤熟。地沟尾部
用土坷垃垒一个稍高一点儿的“烟囱”，有助于
通风抽烟和地沟里的柴火充分燃烧。要点火
了，干豆叶只能当引柴，稍硬实一点儿的柴火
非干玉米芯莫属。一把接一把将柴火填进地
沟里，烟熏火燎。当棚着的棍棒烧毁之后，红
薯自行掉到了地沟里，正好闷一闷焐一焐。吃
红薯时，个个大快朵颐，尽管有的还显夹生。
只因是通过自身“劳动”所得，吃起来分外香
甜，味美无比。

“玉米无血，经火就热。”这是我们燎玉米
时搁在嘴边的一句戏言。从地头砍一根矮树
枝，一端削尖，插在玉米棒的后部，围着篝火一
样的玉米芯火堆，伸出树枝上的玉米棒，转着
圈烧燎。有燎过火的煳了，有半生半熟的，可
我们都不嫌弃，一一啃得津津有味。相互一
看，嘴巴周围出现了一道道黑色，如同小花猫
长出的黑胡须，不禁莞尔一笑。

金风送爽，天高地迥。“湖光秋月两相和，潭
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
青螺。”秋天，是丰收的季节，也是文人墨客咏诗
诵词的季节。有“采菊东篱下”的闲适，有登临
黄鹤楼的惬意，更有无垠田间忙碌收秋的靓丽
身影。前些时，一爱好摄影的朋友前往太行山
深处探访，发给我一组照片。其中两幅隐隐约
约拨动了我的心弦。一幅是头戴帽子的大妈在
平房顶上晾晒切开的红红的山楂果子，她身后
是一片黄澄澄的剥了包衣的玉米棒子。另一幅
是一位老大爷微笑着正在村头的晒场里摊晒火
红火红的辣椒。友人给照片命名为“晒秋”。如
果说这时节他们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在“晒
秋”，那么，孩提时的我们在这样的季节里，难道
不是无拘无束在美滋滋地食秋吗？

金秋，摘棉花的，割稻谷、谷子的，刨红薯
的，砍高粱的，掰玉米的，在田间随处可见。洁
白的羊儿恬静地吃草，健壮的牛儿拉套奔忙，
哞哞的叫声不时传来，偶有烧毛豆的烟气从旷
野里升腾起来，祥和愉悦氛围一览无余，定格
了的田园牧歌图，清晰可见。

谷子登场，核桃满瓤。生活在乡间，和我
们那时年龄差不多大小的新一代，看到这些靓
丽景致，会纯真地在田野烧毛豆、烤红薯、燎玉
米，肆无忌惮地品尝天然之物吗？思念犹如一
首古诗描摹的：“中庭地白树栖鸦，冷露无声湿
桂花。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

♣ 刘传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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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头有德前程远 眼底无私后路宽
殷江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