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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色的秋】
我一直觉得农作物里开花最

好看的是豌豆和扁豆，都是紫色，
都像蝴蝶。这些紫色小蝴蝶扇动
着翅膀，墙就活起来，如同紫色瀑
布流到人的心里，心也跟着活起
来，温暖起来。还有更多的紫在大
地上流动，田埂上、树木间。那些
不知名的野花，或深或浅的紫争
夺人的眼球。他们都是叛逆者，没
有听从秋风的安排枯萎苍白，而
是努力地绽放着。

——王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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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的银杏】

我常在深秋采几片银杏树
叶，夹在日记本里做成标本。细
细看，那叶片像小扇子，又像一
条小裙子，楚楚动人。深秋，我
喜欢站在高岗上，看山谷里的
银杏树。它温暖的金色，挺立的
英姿，喧哗的风采，点燃了我，
让我目光燃烧，心智飞翔，身体
也跟着舞蹈。

——鲍安顺

生活手记

对生活什么样的态度，就会
遇见什么样的生活。楼下邻居经
营着蔬菜大棚，常把一些时令蔬
菜送给楼上楼下的。大家你给我
一把菜，我送你一捧花生，一些
不值钱的小东西，传递着浓浓的
邻里情。楼下邻居甚至还“承包”
了整个楼道的卫生，每天将楼道
打扫得干干净净。大家其乐融
融，俨然一个大家庭。

——赵自力

别让人生败给别让人生败给““五斤鸡蛋五斤鸡蛋””
■■马亚伟马亚伟

周六一大早，邻居张姐就来找我。
她一脸兴奋地说：“赶紧收拾，咱们马
上去超市。今天超市搞店庆活动，鸡蛋
每斤便宜一块钱呢，限购五斤！”优惠
的还真不少。我匆匆忙忙收拾一番，跟
张姐一同来到超市。

超市里可真热闹，人挨挨挤挤的，
快要把偌大的超市挤爆了。我们俩生
怕抢不到便宜鸡蛋，赶紧冲过去装了
五斤鸡蛋。可扭头一看，等着付账的队
伍已经排了很长。我皱皱眉头说：“这
得等到啥时候！”张姐脸上洋溢着大功
告成的表情，对我说：“这特价鸡蛋限
购，现在已经没有了。咱们多幸运，赶
上最后的了。便宜这么多，多等一会儿
也值！”

长长的队伍一点点缩短，我很焦
急，不时计算一下前面还有多少人。排
队的人中老年人居多，她们动作慢，反
应慢，有人还要颤抖着手掏零钱，我们
艰难地往前挪移着。大概等了一个多
小时，终于轮到我们了。我和张姐提着
五斤鸡蛋走出超市的时候，我忽然觉
得这五斤鸡蛋买得太不值了。虽然便
宜了五块钱，但完全打乱了我周末的
计划。如果不是来买鸡蛋，我会好好收
拾一番屋子，还能抽出一个小时时间
写篇千字文。

当初我兴致勃勃来买鸡蛋，是因
为有小利可图。其实我还有更重要的
事要做，可因为贪图小利，我把时间都
消耗在这上面，真的是得不偿失。

生活中，类似的事还有很多。因为
小小的诱饵，我们在琐碎的小事上消
耗得太久，结果让自己困在一个狭窄
的圈子里，人就成了一头被蒙住眼睛
拉磨的驴子，自以为要去寻找诗和远

方，其实只是在原地打转。说到底，我
们很容易败给了那“五斤鸡蛋”。

不少人的人生，也败给了“五斤鸡
蛋”。初中时，我有个同学，他极为聪
明，尤其是物理，几乎每次都考满分。
他的头发有些卷曲，跟课本里的物理
学家有些相似。我当时以为，他将来一
定是物理学家，有别人无法企及的辉
煌前程。谁知，初中毕业时，正赶上他
父亲所在的胶片厂招工，他毅然决定
不再考高中、上大学，而是直接去胶片
厂参加工作。

他认为，即使考上高中，能否考上
大学也是未可知的；即使上了大学，也
不能保证有一份工资高的好工作。而
当时的胶片厂属于国营企业，效益也
非常不错，工资待遇很优厚，这些有利
条件，让他放弃了继续学习。

谁知，随着社会的发展，数码相机
出现了，胶片渐渐退出人们的生活。我
这个同学所在的胶片厂越来越不景
气，不久后，他下岗了。

下岗后，他做过小生意，去建筑工
地当过小工，这些年过得很惨淡。提起
当年的事，他长叹一声说：“都怪我只
看到眼前的利益，没有长远的打算。”
凭他的聪明，本可以成就一番了不起
的事业，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也让
自己的人生更有光彩。可是，他的人生
却败给了“五斤鸡蛋”。

很多时候，人们都是“近视眼”，只
看到眼前的“五斤鸡蛋”，而没看到就
在不远的前方，有光灿灿的“宝石”。因
小失大，不能发挥出自己的潜能，你的
人生就会过得黯淡无光。利益面前，我
们都要慎重考虑，别让人生败给“五
斤鸡蛋”。

柿柿如意柿柿如意
■■邓荣河邓荣河

老家屋后的闲院子里有一棵柿子树，
足有碗口粗了。每年深秋，总会挂满了小灯
笼似的红柿子。

一开春，勤劳的老父亲便在柿子树下
刨开一圈深沟，推来几小车农家肥，均匀地
铺在沟底，填上些细土，用脚踩实。然后，骑
着电动三轮车到村外的小河边拉水，对根
部进行浇灌。我说：“咱家院子里不是有自
来水管吗？用自来水浇多省事。”老父亲笑
笑：“自来水属阴，不利于柿子树早发芽长
叶，而小河里的水阳气足，能使柿子树长得
快。”

进入夏天，老父亲开始对枝繁叶茂
的柿子树进行修剪。老父亲说，水肥是树
木成材的根本，而恰当的修剪，则是走向
丰收的关键。有些柿子树别看长势喜人，
但徒有旺盛的外表，结果少，且个头小。
老父亲有选择地锯掉内膛过密的大枝，
毫不留情地剪掉营养不足的弱枝，小心
翼翼地用粗布条牵引一下位置不当的
新梢。经过一番修整，留下的枝条由于
光照充足营养均衡，便很容易成花结
果。

十月中下旬，柿子开始从枝头慢慢变
红。等到树上七八成的柿子成熟了，父母亲
便开始采摘。如果等到柿子全部熟透再采
摘，就有点晚了。凡事过犹不及，采摘柿子
也是一样。太早了，往往太涩，需要放置一
段时间才能吃；太晚了，不好采摘，稍微磕
碰一下就会烂了。

父母亲把采摘下的柿子小心地放到
一个个纸箱里，留够我们自家吃的，其他
全部奉送给街坊四邻。看着乡邻们满是喜
悦地拿走一兜兜的红柿子，父母亲满脸欣
喜。

老父亲总会在树梢间留上几个柿子
不采摘。我问他为啥，老父亲说：“那是犒赏
鸟雀们的，平时你们忙，不在家，陪伴我们
的只有那些鸟雀们。柿子丰收了，不光人满
足，也得让鸟儿们如意。”

不知怎的，一时间，我觉得心头有点酸
酸的……

盈盈秋菜一院香盈盈秋菜一院香
■■王阿丽王阿丽

母亲家有个小庭院，一年四季蔬果
不断。而秋天的小庭院，对于母亲来说，
是最引以为豪的杰作。母亲说：“那些藤
上挂的黄瓜，屋顶上爬的丝瓜，叶腋间顶
的秋葵，一天一个样，变着法子‘争宠’！
青菜、空心菜绿得我心儿痒痒的……”

一到秋天，母亲的庭院赤橙黄绿青
蓝紫的颜色自然是少不了的。红椒在秋
阳下羞红了脸，豇豆与扁豆你不让我，
我不让你，沿着架子来了场攀爬赛，青
菜苗张着小嘴为他们呐喊助威……这
闹腾的场景，不时迎来鸟儿的青睐，它
们或是在葡萄架上逗留，或是与柿子来
个“亲吻”，又或是在青菜地里小憩，忽
地，双翅高展，扑愣愣满嘴含香，忙着呼
朋唤友去了……

母亲的庭院中，在秋天生长的爬
藤类蔬果挺多的。因为母亲的庭院与
隔壁的李爷爷、车爷爷家共用同一片
铁栅栏，丝瓜、扁豆、葡萄藤总会不知
不觉爬到他们两家，母亲和他们打着

招呼，想把“越池”的爬藤清理掉，但
看着这些蓬勃的藤蔓，实在下不了手，
就和他们商量：“结在你们院子里的瓜
儿葡萄的，就当是你们家种的，随便摘
着吃！”

母亲的这个做法得到了两家邻居
的认可。不久，母亲家的庭院也迎来了

“不速之客”，李爷爷家的山药藤迷上了
母亲家的葡萄，山药果藏在叶下偷着
乐；车爷爷家的南瓜藤悄无声息地潜入
到母亲家的空心菜里安家落户。于是，
隔三差五，母亲的餐桌上总会有盘“不
劳而获”的菜肴，每每及此，母亲总会来
上一句：“这爬墙菜比隔锅饭还香呢！”

我每次回娘家，母亲都会让我带回
一些庭院中的蔬菜。而假期返程时，她
更是一个劲地催促我到院里摘果拔菜。
我学着母亲的样子弯下身子，用右手大
拇指、食指、中指轻轻捏起小青菜，蔬菜
的香味便氤氲开来；摘柿子，香甜味直
往五脏六腑里钻；扯豇豆，稍不留神，便

会拦腰掐断，满满的豆香使我不由得做
了几次深呼吸；摘南瓜时，母亲会提醒我
第一个结的南瓜不要摘，那是车爷爷家
藤上结的，母亲想留些南瓜种，来年分给
邻居们种……

看着塞得满满的大包小包，我说：
“够了，够了，留一些你们吃！”母亲指着
那些刚冒青的菜苗：“放心吧，我是套种
的，这青菜拔掉了，第二拨小苗用不了一
周就能吃了；空心菜吃完了，冬蒿也长出
来了，这秋菜啊不像春天播种，时间相差
十天八天的不要紧，我是按你们回家的
日期掐着时间种植的！”

听着母亲说着这些话，正洗手的我
不由得停了下来，回望盈盈秋菜，满院
飘香，令人沉醉。那是母亲对子女的疼
爱、想念、期盼之情，也是母亲那简单而
又富哲理的邻里处世之道，每一棵秋菜
里都有着深深的母爱，浓浓的邻居情，
更是秋来收获时，铬印在心中的那抹馨
香。

关于爱
■李想

你是我生前的一树烂漫

我是你死后的绿意盎然

你来时，我未到

我来了，你走了

最短的距离

最长的相忘

却似所有彼此深爱的事物一样

轻轻摇曳

残红催绿，落叶护花

幸福地结着果子

花开诗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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