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花开诗旅

醉了秋
■谢春芳

秋风起，轻拂过稻田的金黄，

摇曳间，是岁月最深情的歌唱。

落叶舞，绘出一幅斑斓的画，

每一笔，都蘸满了季节的醇香。

林间小道，铺满落叶的柔软，

我踏上去，仿佛听见时间的回响。

阳光斑驳，透过树梢洒落光芒，

温暖了心房，也醉了这整个秋光。

远山如黛，静静地守望这片丰收，

稻田里，农人笑语盈盈话家常。

果实累累，是大自然慷慨的馈赠，

每一颗，都蕴含着生命的希望。

我站在这里，深深地呼吸着秋的气息，

那是成熟与收获的味道，如此浓郁。

心中涌起莫名的感动与欢喜，

仿佛整个秋天，都为我而沉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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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短信留言。

【云朵】

天空辽阔，云朵温柔。
秋天的天空以其辽阔和深
邃，给人无限的遐想。那自
由自在的云朵，仿佛是大自
然最纯洁的情感表达，它们
或聚或散，无声地诉说着自
己的故事。

——任舒

在晨曦的映照下，露
水闪烁着璀璨的光芒。它
们宛如一颗颗晶莹剔透的
珍珠，静静地躺在草叶上、
花瓣间。“露从今夜白”，这
清冷的露水，凝聚着秋天
的气息，带着丝丝凉意，仿
佛是大自然赐予大地的珍
贵礼物。

——常玉国

【风清露冷】

清晨，阳光洒在窗前，我
沉浸在柔和的晨光中。我一
直一个人生活，可并不觉得
孤独。成年人的孤独是悲喜
自渡，而这也正是我们渴望
的自由。在这个宁静的时刻，
我得以重新审视自己的生
活，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
平静与满足。

——子安

【孤独与自由】

人生感悟

老面包
■汪小科

不久前，姐从家乡寄来一箱吃的。馋嘴的我
收到后就迫不及待地打开，看到一箱子老面包的
那一瞬间泪目了。

看到那金黄油亮、圆圆鼓鼓的面包，闻着那
熟悉的麦香，我的心头一暖，泪如泉涌，历历往事
又浮现眼前……

小时候，父亲每月一领到工资，就会到家附
近的面包铺给我和姐买这样的面包回来。因为每
个月只能吃到一次，所以我们对这份美味特别珍
惜。

起初，我和姐将一个面包掰成两半，分着吃。
后来，姐每次拿到面包后就先将面包皮剥下来，
把面包芯给我，还装作一副很开心的样子。我望
着她手中油汪汪的面包皮，总是垂涎欲滴，觉得
自己的面包芯索然无味，难以下咽。

一日傍晚，我见父亲又买了面包回来，就对
姐说：“姐，这次你吃面包芯，把面包皮让给我
吧！”“好嘞！”姐想都没想就答应了。接着，姐动作
娴熟地剥下面包皮，递到我的手上。然后，她自己
拿起面包芯，津津有味地啃了起来。

我满足地吃完了手中的面包皮，就跑出去玩
了。可到了夜里，没有吃晚餐的我才发现，一张面
包皮根本不禁饿。于是，我钻进厨房，四处寻找吃
食。

这时，突然有人从背后拍了拍我的肩膀，我
转过身一看，竟然是姐。她对我做了个“嘘”的手
势，随后将我引到她的床边，又小心地从枕头底
下拿出一个纸包，塞到我的手里。我打开一看，竟
然是半个面包芯。“我早就猜到你吃完面包皮会
饿，所以特意给你留了一点面包芯。”姐笑着对我
说。我吃下那块面包芯后，感到前所未有的满足。
临睡前，我对姐说：“以后咱俩还是一个面包掰两
半，一人一半！”“行！就照你说的办！”这一次，姐
还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后来，直到我离开故土，我和姐都是一个
面包对半分。这种带有麦香味的老面包成了
我们同甘共苦的见证。就在我陷入回忆时，“叮铃
铃……”电话铃声响起，“姐从老字号的面包铺里
给你买了些老面包，这回你可以满足地自己吃完
整的面包了。”姐一边说，一边笑。

电话里听到姐的这番话，我才明白，无论我
是贪心还是节制，是冒失还是懂事，在姐的眼里
都无所谓对错。姐只把我当成孩子，心甘情愿地
照顾我。如今，我已经长大，也要学着为她分忧，
成为姐的依靠。

幸福的晚年
■龙红平

乡村的一角，时光都仿佛流淌
得缓慢。村子里的每棵树都记录着
岁月的痕迹，每一扇半掩的木门后
都藏着一段故事。

王阿婆的院子，曾是乡村一道
靓丽的风景线。每到金秋时节，柿
子树上挂满了红彤彤的果实。阿婆
挎着竹篮，一一摘下，挨家挨户地
送给附近的邻居。那份甘甜不仅甜
了味蕾，更暖了人心。那时的阿婆
常常满脸笑容，眼神里也是温柔与
慈爱，仿佛能融化世间所有的寒
冷。

然而，岁月不饶人，老伴的离世
让阿婆的世界失去了色彩。两个儿
子相继离家，更让她的晚年生活变
得孤独而冷清。大儿子远赴重洋，音
讯渐稀；小儿子虽在省城定居，却因
忙碌鲜少归家。王阿婆的日子，逐渐
变成了与一台老旧的电视机和一堆
未完成的鞋底为伴。日复一日，年复
一年，那份孤独与寂寞，如同冬日里
的寒风，无声却刺骨。

去年开始，王阿婆似乎变了个
人。她不再像从前那样爱串门，总是
把自己关在家里。

相比之下，隔壁刘奶奶的生活
则显得充实而快乐。刘奶奶的儿子
也不在身边，可是她有孙子为伴。每
天清晨，刘奶奶都会送孙子去上学，
然后顺道去菜市场挑选新鲜的食
材，回来后便忙着做饭，乐此不疲。

她常说，“儿子媳妇在外打拼不容
易，我能做的就是守好这个家，让他
们没有后顾之忧”。这份对家庭的责
任感和对子女的理解，让刘奶奶的
晚年生活充满了意义。

随着时间的推移，村里的人们
开始意识到，王阿婆的“冷漠”并非
出于本意，而是她内心深处对亲情
的渴望和对孤独的反抗。

后来，王阿婆的晚年生活，不经
意间被一股暖流悄然改变。自从村
里来了几位志愿者，她的世界就被
点亮了。这些志愿者不仅帮助她修
理了家中的老物件，还常伴左右，听
她讲述过往的故事。志愿者有时陪
她出门散步，有时陪她在柿子树下
看光影斑驳。这份爱，如同春风化
雨，悄悄滋润了王阿婆的心田。

慢慢地，她开始重拾年轻时的
爱好，纳鞋底每一针、每一线都蕴含
着对生活的热爱与期待。她还学会
了使用智能手机，与远方的儿子视
频通话，让亲情的连接更加紧密。

村里也时常邀请王阿婆参加各
种活动，从节日庆典到日常的茶话
会，她的身影渐渐活跃起来，那份孤
独与寂寞被欢声笑语驱散了。

如今，王阿婆的院子又成了村
里的温暖角落。她偶尔还会邀请邻
居和孩子们来品尝自家种的蔬菜和
水果。那份久违的笑容和眼中的光
芒，幸福着她的晚年生活。

生活手记

乡间秋日韵味长
■安宇影

清秋时节，天高气爽、不燥不热，
真是人间好时节。乡间秋日，更是别具
一番韵味。

菜园里、篱笆边，你仔细听，就会
听到各种虫鸣。那声音细弱、隐秘，不
为我们所知。“秋声一半在虫鸣”，那个
世界，只属于它们。

院中的丝瓜秧逐渐掉光了叶子，

只剩下光秃秃的藤蔓和脱了水的老丝
瓜。那是母亲专门留下来洗碗用的，里
面的种子则留待第二年再种。缠绕在
天棚上的丝瓜藤蔓，在阳光的照耀下，
留下一片斑驳的光影。

屋檐下挂着一串串金黄的玉米、
橘红色的胡萝卜，还有火红的辣椒，就
像一片霓虹灯，点亮了这个朴素的农
家小院。

乡间的时光总是缓慢而悠长。阳
光似一位步履蹒跚的老人，拄着拐杖，
久久地停靠在墙角。

母亲从厨房的橱柜深处小心地抱
出一个坛子，里面是今年新做的豆酱。
坛子盖一揭开，一股浓郁的香味扑鼻
而来。这种混合着黄豆的香、西瓜的甜
和食盐的咸的独特味道如此熟悉。母
亲做的豆酱陪我度过了多年的求学时
间，直到如今，我依然百吃不厌。

母亲找来一个干净的小瓶子，开
始往里装豆酱。我站在旁边，一如当年
的少年，等着母亲给我准备要带走的
东西。只是眼前的妇人已变得满头白
发，步履稍显迟缓，再也不似当年那般
风风火火。

奶奶拄着拐杖，靠在门框上，自顾
自地念叨着：“你回去掺点辣子，切点葱

花，再滴点香油，那个香啊。”
一抹阳光穿过树梢，洒在奶奶肩

头，好像镀了一层金。她的脸是那么安
详，好像一辈子的风雨与她毫不相干。
母亲说：“你看你奶奶多操心啊，离了
她你就吃不上那么好吃的豆酱了。”我
笑，心底涌起无限的温暖。

真想每一次回家，都能看见母亲
在厨房里忙碌，看见奶奶靠着门框徐
徐地对我念叨。而我，依然是那个站在
一边，等着背起书包去上学的少年。

下雨了，细细的雨丝不急不缓地
飘洒着，落在一片片飘落的黄叶上，缠
缠绵绵，似亲人的念叨。空气中氤氲着
湿润的气息，有些忧郁，有些哀伤。风
一阵紧似一阵地刮着，丝丝凉意袭来，
我不禁打了个寒颤。

童年时期绕在奶奶膝头嬉戏的场
景，只能留在我的脑海里，成为永远的
回忆。奶奶如今已离开这个世界3年
了，母亲也已患病在床。那记忆中的温
馨场景，只能在梦中温暖我。

秋风秋雨秋意浓，此情此景此味
长。时光匆匆而过，转眼又是一年秋。
每次回望故乡，心底都暖融融的。即使
秋风萧瑟，秋雨淅淅，也依然有故乡和
亲人的爱温暖在心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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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松解决哺乳期奶少，堵奶，乳腺管
不通畅，清水奶，大小乳等问题。（男士勿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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