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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我家

人生感悟乡村图景
■刘明礼

花开诗旅 母亲的披肩
■邹娟娟

林间秋意浓
■马晓

我爱吃柿饼
娘在堂屋门前种了一棵柿子树
九月里，柿子由青变红
我暗暗欢喜
算计着柿子熟透的日子

娘摘下先熟的几个
向邻里询问制作的方法
刮皮，浸泡，串起，晾晒
她每天都在细心观察
柿子的微妙变化

“柿饼晒好了，快回来吃吧！”
电话那头
娘的声音比我还要欢喜

那时
一串串柿饼挂满娘的院子
那是娘给予的甜蜜

生活手记

一场淅淅沥沥的寒雨
后，树叶飘落，天儿就越发凉
起来。记得小时候，每到换
季，妈妈就会在某个清晨，特
意地提醒我戴好围巾、穿上
秋裤。我嘴上拒绝着，却似乎
不好和妈妈“对着干”，只好
磨磨蹭蹭地穿上，还一副不
情愿的样子。出了门，一股冷
风吹来，我才突然发现妈妈
的提醒是多么重要。

——刘云燕

【提醒】 【桂花情缘】

母亲爱花，尤爱桂花。儿
时，我家平房门口东侧有一棵
桂花树，在母亲的精心呵护下，
桂树枝干高大粗壮，长势喜人。
远远望去，桂树像一把张开的
绿色大伞。每到秋天，那一朵朵
金黄的小花点缀在绿叶之间。
繁花压枝低，馥郁而闪烁，让清
幽的秋日变得明媚灿烂起来。
一阵秋风吹来，桂花落下，像下
起了纷纷扬扬的桂花雨。

——陈俊伟

走进秋天，就像走进了油
画中，让人眼花缭乱。秋天，处
处皆是美景。蔚蓝的天空明亮
清澈，就像一块巨大的蓝宝
石。那山间的红叶、山下的清
溪、头顶的白云，让这日渐浓
郁的秋意，更多了一些美感。
秋的风姿、秋的色彩，点染出
了多娇的江山画卷。让我们共
赴一场秋的盛宴，感受秋的韵
味和秋的情怀。

——黄延滔

【秋的盛宴】

深秋时节的天气，昼夜温差最大，
朝露凝结成霜。寒霜冷露，送走了秋
天，也催促着冬的脚步迈近。

霜落地，秋亦残。你看，田地里的
庄稼，已收获殆尽，路边的扁豆蔓都
蔫了，叶被霜打成了黑色；大地露出
苍黄的本色，显得略微有些凄凉；芦
花摇曳，落叶缤纷，树上的叶，有的变
红，有的枯黄，风轻轻一吹便飘落一
地；太阳越走越远，只剩下少有的温
柔……

天儿一天天愈发冷了，空气中漾
起了阵阵寒意。屋檐下的燕子已不见
了踪迹，雀儿们也不像往日般欢愉。只
有村子里的道道炊烟，还是那样执著
地升起，袅袅的、直直的，映衬着苍茫
的长空。忽而，一阵轻风吹过，烟柱被
风儿折弯，像是给农家小院梳起一条
长长的辫子。不一会儿，炊烟又不急不
缓地散开，漫上房顶，挂在树梢，细数

起农家悠闲的日子。
收完秋、种上麦，接下来是庄稼

人最闲适、最惬意的一段时光。种田
人的心中总是牵挂着土地，纵没有
活计，也会常到田间走走。对他们来
说，土地和庄稼是最大的慰籍。田野
间，不时有背着手的老农，踩着垄
背，绅士般慢条斯理在麦田里走着，
像将军检阅士兵一样，检阅列阵齐
整的麦苗。

菜地里的白菜已裹起了心，用手
摁摁，瓷实得顶手，肥硕碧绿的叶子青
翠欲滴。一畦畦大萝卜，用雪白的手臂
撑着它的绿伞。微微笑靥，写在老农脸
上，更写在他们心里。

从田野向村子望去，微微雾霭中，
村庄像海市蜃楼中现出的美丽小岛，
静谧而安详。白杨、垂柳、枣树、榆树、
槐树，错错落落，把村庄围得严严实
实。只是，它们难以抵挡季节的更替，

马上就落光了叶子。枝头飘零的少许
黄叶，不知道是对秋天的留恋，还是挣
扎着在与寒风对垒。

牧羊人从村子里走出来，挥动鞭
子，吆喝着羊群。路边的枯草随风摇
摆，茂密之处没过了羊群。若不是有村
子和麦田的衬托，仿佛置身于茫茫草
原。

趁着农闲，年轻人大多外出打工
了，村里留守的多是一些老人、妇女和
孩子。天气晴好，他们便到街上，坐在
南墙根下，晒着太阳聊些家长里短。身
后的院子里，摆满了黄澄澄的玉米，树
上挂着一串串红红的辣椒。鸡在院子
里觅食，狗伸着懒腰打盹，猫儿调皮地
蹿来蹿去。

谁家门口挂起了大红的灯笼、贴
上了喜联和红双喜字，一队婚车驶进
了村里。新娘的一身红衣，把农家的日
子渲染得愈加红火…… 周末驱车来到郊外的小树林，浓浓的秋意

扑面而来。不经意间，秋天早已为小树林换上
了新装。

才几周的光景，不论是银杏、梧桐还是胡
杨，叶子都已染上了秋天特有的灿烂的金黄。
红枫叶是秋的偏爱，那一树一树的火红，浓烈
炙热，远远望去宛如燃烧的火焰，染红了林边
天际，也映红了天边的朝阳。走近仔细端详，
形态各异的枫叶，有的像小鸭子的脚丫，有的
像凤尾鱼的大尾巴，还有的像厚厚的大手掌。
捡起几片凑近闻了闻，还带有一股淡淡的泥
土芳香。置身在这色彩斑斓的小树林中，就像
是置身于宫崎骏的童话世界，身心愉悦且舒
畅。

远处的孩子们在林中追逐玩耍。他们掬起
一捧捧落叶相互抛撒、嬉笑打闹，悦耳的笑声
此起彼伏，让人好生羡慕。一阵秋风掠过，枝
头的叶片纷纷飘落，漫天飞舞，像一片片彩色
的羽毛，也像是一只只绚烂的蝴蝶。我踩在层
层落叶上缓缓前行，听着枯叶碎裂时发出的

“沙沙”声，不禁感叹叶落归根的浪漫。这是四
季轮回的必然过程，也是大自然奏响的岁月
篇章。

漫步在这林间小径，阶下石板缝里的蟋蟀
在窸窸窣窣地鸣叫。回想我上次来的时候，耳
边还尽是知了拼命嘶叫的聒噪声，而此时它们
已经不知所踪。脚下成片的小雏菊精神抖擞地
开着，红的，黄的，紫的，白的，它们在秋的怀抱
里，轻轻摇曳。

抬头望向天空，湛蓝的天空犹如一面巨大
的镜子，点缀着棉花糖似的朵朵白云。成群结
队的鸟儿在枝头肆意徜徉，扑腾着翅膀飞来飞
去，快乐地叫着。偶尔还能看见一群大雁排成

“一”字形或“人”字形，飞向南方。它们的身影
渐行渐远，不知道它们是更留恋故土还是更期
待远方。

放眼望向那池塘，荷花已然枯萎，只剩下
些许残枝败叶漂浮在水上，还有那一个个已经
枯黄却还硬挺支棱着的莲蓬。它们的影子倒映
在水面上，随着水波的荡漾忽明忽暗。这独特
的景致和光影，成了中国水墨画家笔下最喜欢
描绘的秋天景象。

满目秋色入画中，我在这片树林中流连忘
返，认真地享受着秋天带来的独特视觉惊喜，
贪婪地吮吸着秋的气息。即便夕阳染红了西边
天际，我也久久不愿离去。

外出旅游时，我买了一条枣红色
的方巾送给母亲。她很喜欢，直接披在
肩头，用手机连拍了好几张照片。

其实，节俭的母亲拥有很多丝巾、
围巾、头巾。拉开卧室的衣柜门，里面
挂的，板上叠的，角落塞的，零零碎碎，
有很多条。当我们习惯定期给她添置
衣物时，她总说，衣柜塞不下，不能再
买了。我劝她把不穿不用的收拾出来，
打包扔掉，可她舍不得。

衣物如此，配饰更甚。我和小弟从
前的围巾也都在母亲的衣柜里。再翻
出来看，那围巾不过手掌宽，加上样式
老、表面起毛、不保暖、无美感，我们早
已不戴了。

可是，母亲却把这些当成宝贝，说
是我们童年的见证，欣然将它围在外
套毛领的外面，里面再系丝巾。每到穿
羽绒服时，她就这么打扮，领口处，里
里外外，重重叠叠。外出怕冷了，她还
要加头巾和帽子。所以，母亲每走段远
路，总是气喘吁吁的模样。在饭店包间
吃饭，她脱衣穿衣的时间也比别人长。

随着年岁增长，母亲的头发全白
了，剪了短发，身体发胖，腰背渐佝偻。
再围那么多围巾，她整个人像堆在衣
物里。于是，我偷偷将衣柜里那些不实
用的衣物配饰全部处理了，只留下了
羊毛围巾和柔滑的丝巾。

衣柜杆上重新放衣架，那条枣红
色的方巾赫然在目，平整洁净，和初买
时一样。大红的围巾是母亲前年过生
日时置办的，她散开着围了一道。黄底
白花的丝巾完全扯开，有桌面大。母亲
对折成角，直接披在肩上。浅绿带绣花
的丝巾是母亲的最爱，过年过节时系
成小小的一束，似一朵娟秀的绿花镶
在衣物上……轻抚着，回忆着，仿佛看

到了岁月深处绽放的点点花朵。
母亲总认为衣架上似乎少了些什

么。她说自己的编织手艺没丢，打算两
年内给全家每人织一条厚实的披肩。
她说到做到，趁着闲时就开工了。买
线、起针、勾图……步骤清晰、针线紧
密、颜色亮眼。等成品拿到手，我们惊
喜地发现，母亲竟然在每条披肩上都
绣了我们各自的小名。

这披肩一定花了母亲很多时间和
心思吧！我想象着母亲织披肩的样子：
她倚靠在床前，目光温柔，任双针在手
指间上下交错，时而比对图案，放松线
团，拉紧针头。一针一线中融入了无尽
的爱意。

这些披肩多是暖色调。想来，母亲
是希望我们在寒凉的日子也能生出暖
意。我小心地将披肩摆放在衣帽间，在
肩背疼痛时，在颈椎难受时，在每一个
严冬来临时，毫不犹豫地紧紧地将它
围在身上。我相信，这条披肩会伴我们
度过漫长的岁月，在光阴流转中一直
醒目耀眼。

甜蜜
■黄红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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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智能锁认准德施曼
专业的更安心，连续13年销量领先！

公安部电子防盗锁行业
新标准主要起草者，太平洋
保险承保。
电话（微信）：187130776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