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卷时光】

沉浸在书卷里的时光总
是短暂的。转眼已至傍晚，一
轮孤月爬上天边，万物隐没，
黑暗来临。其实，夜晚是适合
独处的。我点着一盏灯，伏在
案上写作。在微光中，一个字
一个字从指尖流出，幻化成
一个个跳动的音符，那安抚
人心的乐曲，仿佛就在我的
耳边响起。

——秦至

八月的故乡，是一首动人
的诗。这里的每一个角落，都
充满了生命的力量。那里是我
们的根，是我们的源泉，也是
我们心灵的归宿。或许，我们
已经离开了那个小村庄，但在
远离故乡的远方，我们依然能
感受到那份宁静、安详与美
好。它仿佛正在远方召唤，我
们的心也永远装着对故乡的
热爱与思念。

——冯寒雪

【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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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秋到，吃蟠桃
■崔安宁

花开诗旅

风过荷塘
■方华

风从哪一个方向吹
都来自故乡
乱了花瓣
乱了思绪
乱了惆怅
乱不了那一缕清纯的芳香

风翻开的荷叶
叫旧日的时光
沿着那一丝丝青色的经脉
我们就可以走回童年

谁的步履
正沿着一根荷茎行走
在风折断的岁月处
给我们看
浓稠的泪
和那细长的思念

奶奶家的院子里种着几棵蟠桃
树。每到立秋，金黄色的蟠桃就像笑
脸一样，挂满了整个树梢。

小的时候，我可是摘蟠桃的主力
军。立秋以后，我和弟弟妹妹吃完早
饭，就急急忙忙到院子里摘桃去了。

虽然蟠桃树不高，但树干弯曲，
参差不齐，要想摘桃，并没有想象中
那么简单。于是，我们这些孩子分工
协作，我和弟弟负责上树摘桃，妹妹
便负责在树下捡桃。为了防止桃子
跌落，我还特意从屋内取出几床旧
毯子铺在下边，这样不仅桃子的安
全得以保障，就连我和弟弟的安全
也有了着落。

分工后，我和弟弟带上背篓就
爬上了树。我们以蟠桃树的主干为
界，我负责摘右边的蟠桃，弟弟则负
责摘左边的。毕竟我的年龄大些，手
脚长，动作也灵敏，不一会儿就将圆
润的蟠桃码在背篓里。弟弟年纪尚
小，近处的蟠桃摘起来轻松，可远处
的蟠桃却不容易摘取。调皮的弟弟
从怀里摸出弹弓和石子，朝着蟠桃
把打去，只听“嗖”的一声，蟠桃竟直
接落了下去，刚好砸在妹妹头上，气
得妹妹在树下直跺脚。就这样，我们
嬉笑着，摘了满满一背篓的蟠桃。

下树后，我们仨捞起桃子，在衣
服上蹭了蹭，便开始大口吃起来。圆
润饱满的蟠桃，一口咬下去，汁水四
溢，鼻子上都沾染了甜蜜。紧实的果
肉在舌尖上尽情地跳跃，它们将甜
蜜的味道分发给嘴里的每个角落。
蟠桃的汁水和核仁撒落在地上后，

引来无数蚂蚁的聚集，就连家里的
花猫偷尝完，也缠着我们一个劲地
讨要。

吃完蟠桃，我们将剩下的蟠桃
放在奶奶面前，开始缠着奶奶做蟠
桃饭。奶奶蒸的蟠桃饭味道香甜，回
味无穷。这个时候，奶奶总会乐呵呵
地答应。

只见她将蟠桃放入淘米水中大
火煮沸，再转小火煮几分钟。煮好
后，将桃子剥开去核，再切成小块备
用。当米饭要熟的时候，加入桃肉煮
熟拌匀即可。做好的蟠桃饭不仅味
道香，而且口感清新，每一粒米饭都
裹满了桃香，用勺子舀一口放进嘴
里，既香甜又爽口，是立秋后独有的
美味。

今年的雨水丰盈，光照充足，金
黄色的蟠桃比往年更加圆润饱满，
偶有微风飘过，它们便欢快地在风
中摆动。我又想起了我的小时候，那
洋溢着幸福与快乐的童年！

念念不忘

微写
作

“微写作”栏目短信平
台号码为15100868801。

倾听您的心声，期待
您的短信留言。

【桂花遍地香】

要说秋天什么花最
令人期待，桂花当仁不
让。一阵秋风拂过，繁花
满枝，摇曳生姿，馨香四
溢，清可绝尘。徜徉在桂
花树下，深深地吸上一
口，真是醉了肺腑，也醉
了清秋。

——崔道斌

人生感悟

对泥土的眷恋
■刘承港

很难形容，泥土对于庄稼人意味着什么。
40多年前，我的父母经常于农忙的时候，在

自家田地的近处刨一个土坑，将里外里打扫得干
干净净，利利索索，然后把处于婴幼儿时期的我，
呈仰卧状，给放在坑里，他们就赶紧下地干活了。

如今，母亲还会偶尔提及，她一边微笑，一边
感叹：“那时让活儿撵得真是什么也顾不上了，想
想，怪让人后怕的，万一遇见坏人把孩子抱走，那
还不得心疼死？以前咱们周边都是这个土法子看
孩子，庆幸还算安全。这不，一个个的也都长大成
家立业了。”

或许现在不明所以的人对此都会产生疑问：
土里没有虫子吗？会不会叮咬孩子娇嫩的皮肤？可
事实胜于雄辩，毫不夸张地说，几十年前的泥土是
很多农家娃的婴儿床，给予了生命一种天然庇护。

曾经，我的父亲在农田里劳作，小腿被尖利的
枝条划伤，鲜血顺势流淌。他迅速来到开阔地，找
一块干爽的土地，取一层薄土，敷在伤口上，连敷
几层，血就止住了。到家，伤口已开始结痂。现在闲
聊天说给外人听，对方竟一脸的骇然与不解：“对
于伤口的处理应该消毒、包扎，或者打破伤风针才
科学。”看来，泥土对于人类的恩情是可以创造奇
迹的，不能单纯用呆板的观点来束缚。

泥土还能够给童年的我提供很多玩具。最简
单的就是和泥巴，其次就是摔泥巴或者捏泥巴。解
放双手，任意跟着自己的想象驰骋，因此，无论捏
出什么形状，我都是快乐的。而如今，有的地方的
泥塑已经成为非遗项目。

以前的庄稼人一辈子同泥土打交道，骨子里
自然而然便多了几分土性：任劳任怨、扎实肯干。
后来，农民们逐渐走出了庄稼地，方言土语又成为
归家后交流时是否忘本的衡量标准。在我的家乡，
发生过这样一件真事，说一个后生外出回来，操着
一口不算流利的普通话说道：“昨晚上……”气得
长辈将拐杖使劲往地上“笃笃”地敲，立即打断了
他的叙述，“坐碗上？你咋不坐盆里？”那后生脸涨
得通红，羞愧难当。这件事随即成了我们那里的笑
谈。

热爱泥土的人自有一份来自骨子里的执拗。
我的舅舅因为旧村改造，住进了新家，他将自家阳
台的花盆里种上蒜，在泡沫箱里种上韭菜，在大铁
桶里种上蔬菜。只要平时一有机会，他就跑到我母
亲那儿，要几个又大又长的丝瓜瓤去刷碗。要不就
拿自己的退休金去买我们种的麦子磨的面，他觉
得与泥土相依为命的日子才是最幸福、踏实的。

只是无论人们怎样设计、规划，泥土仍旧沉默
着，它承载了无数人太多的生死悲欢；毋庸置疑，
它也终将在人们未来发展中继续发挥不可或缺的
重要作用。

丝瓜架下
■魏益君

大千世界

老家的宅子在村子最南端，房前
是一个光滑的打谷场，旁边就是奶奶
用木桩搭起的一架瓜棚。每年夏季，奶
奶都种蓊蓊郁郁的丝瓜。打谷场旁边
就是经年流淌的一条清澈小河。

夏天的晚上，那一架瓜棚下，便成
了村人纳凉的最好去处。奶奶每晚都
早早来到瓜棚下，悠闲地摇一把蒲扇，

“咝咝”抽着旱烟袋，看我们这帮毛头
小子在打谷场上玩耍。我们疯够了，便
下河冲个凉，再来到丝瓜架下听奶奶
讲古。

月明星稀，夜色如醉。晚风轻吹，
送来庄稼特有的清香。丝瓜架在微风
中沙沙作响，垂吊的丝瓜摇头晃脑。烟
袋锅的忽明忽暗，把奶奶讲古时的表
情映得极为生动。

奶奶会讲的故事很多，但奶奶最
爱讲的还是牛郎织女的美丽传说。那
天上人间的动人故事，奶奶讲得不厌其
烦，我们也是百听不厌。此情此景，活脱
脱黄梅戏《牛郎织女》中织女的唱词：

“架上累累悬瓜果, 风吹稻海荡金波,

夜静犹闻人笑语, 到底人间欢乐多。”
很小就从奶奶嘴里知道，七月七

日是牛郎织女相会的日子，这天夜里，
只要在丝瓜架下，就会听到他们相会
时的说话和织女的哭泣声。

有一年，好容易盼到“七夕”，晚上
大人们都回家休息了，我和姐姐悄悄
返回丝瓜架下。夜里不见了我们，妈妈
寻了过来，拉我们回家。我们不干，非
要听牛郎织女说话。

妈妈问：“听到牛郎织女说话了吗？”
我摇摇头，姐姐说：“我听到织女

哭了，嗡嗡嘤嘤的。”
妈妈戳下姐姐的额头，说：“傻孩

子，那是蚊子在响，别听你奶奶瞎说。”
我和姐姐坚信奶奶的话，就是不

走。妈妈没办法，把奶奶搬来。奶奶说：
“不一定非要在丝瓜架下听他们说话
呀，今夜牛郎织女还会走进你梦里
呢！”

听奶奶这样说，我们便高兴地回
家。

后来奶奶问我：“为啥喜欢牛郎织

女啊？知道织女为啥喜欢牛郎吗？”我
当时说不好，只觉得织女很善良，牛郎
很可怜。

奶奶说：“织女喜欢牛郎，是因为
他忠厚老实，勤劳能干呀。”

奶奶的这句话，竟成为我以后遵
循的人生法则：做个厚道勤劳的人，期
待一位织女垂爱。

后来我真的寻到一位“织女”，常
常，我们在小河边漫步，在丝瓜架下
交谈。妻子虽没有想象中的织女漂亮，
但她心灵手巧，能裁会做，缝制的衣裳
像天上的云彩一样美丽。

而今，奶奶已故去多年，家乡的老
宅也变成二层小楼。得益于新农村建
设，那个光滑的打谷场也不复存在，成
为当下流行的健身场，那一架丝瓜也
被一架常青藤取代。唯有那条汩汩流
淌的小河，见证着小村的变迁，使人思
绪万千。

有时，看到常青藤下有村人乘凉，
恋人私语，我就想，这，也许就是那架
丝瓜的美丽延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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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
高考

环境类，工程类，经济类，管理类，医学类，教育类等，专业全，
学校多，通过率高，不耽误工作，国家承认学历，学信网可查。
25岁以上有加分政策。电话微信：18713077691刘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