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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野秋吟

只有踏勘人知道
漫山的野菊花
充满刺鼻的芳香
忍不住打响喷嚏

只有踏勘人知道
鸟儿飞过天空
留下了思念的痕迹
思念是种相思病
听说圆月能够治愈它

只有踏勘人知道
猕猴腾挪于树林之冠
岩羊攀登于峭壁之上
它们是大自然
另类的探索者

只有踏勘人知道
小鹿跪饮溪边的姿态
令夕阳痴迷沉醉
瀑布亲吻地母时
飞溅着激动的泪花 （何铜陵）

高高的草垛

高高的草垛，憨厚，沉稳
座落在屋山头，苦楝树下
那是稻谷金色的秸秆
还蕴藏着稻谷幽幽的清香

也曾有小鸟前来做窝
也曾有喜雀登临欢唱
儿时伙伴围绕着捉迷藏
欢声笑语洒满如水月光

逢年过节
稻秸续进通红的灶膛
那袅袅炊烟一缕缕升起
无尽的乡恋遥远又绵长 （崔鹤同）

秋日即景

近处，是一片片顶着露珠的麦苗
远处，是所剩无几的大豆、玉米、高粱
天空更加高远，田野更加空旷

这些年，我虽然四处漂泊，远离村庄
但小村的那段时光，仍然像天上的太阳，水中的月亮
那些远去的蓝天、白云、土地、庄稼、小院、炊烟
是我心上绿色的诗行，连着我回家的方向（鲁 北）

落叶

一场悄然而至的秋雨
让夏的燥热渐渐退场
秋风轻拂万物
高原上的庄稼和草木
开始靠近繁华
叶子开始泛黄
再猛烈的风雨
也无法让一片黄叶
瞬间飘落
由嫩绿到枯黄
摇曳、翻滚、飘落
回归大地
落叶的一生
如同庄稼和草木
平静而辉煌 （张 军）

秋收的画卷

一遍遍擦拭秋风
闻到了越来越浓的香甜
葡萄紫，山楂红
杮杮闪着如意的光泽

玉米站成队列张望
花生挤满场院嬉戏
父亲的手添了一层粗糙
母亲的脸上堆满了笑的花朵

沉甸甸的秋
打磨了镰刀的锋利
安详的躺在屋檐下，梦中
收割着下一个丰收 （崔军峰）

印象秋天（短诗三章）

秋月
用两季的皎洁
幻化出一轮
璀璨的圆满
从此
赋予天涯的游子
更多
浪漫的思念
与温情

秋风
挟裹着
薄荷似的凉味
和款款
成熟的韵致
捎给漫山遍野
一片
迷人的金色

秋霜
卷着风露的潮气
外带意绪的苍凉
给原野的枫林
刻染出一季
绚烂的血红 （童笑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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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日看花，自是看菊。
凡菊花，皆好，皆美。但于众多的菊

花中，我独钟情于野菊花。我喜欢那个
“野”字，摇曳荒野，生于自然，本于自然，
秀美于自然，无不佳。

野菊花，泼辣，不择地而生。
举凡田头、山坡、溪岸、麻岗地、碎石

坡，甚至于陡壁悬崖的缝隙间，都能见到
它的存在。

我曾见一丛野菊花，就生长于峭壁
的缝隙间。枝条垂垂，枝头却又倔强地
弯曲向上，一副不屈的样子。花，为黄
色，一种金灿灿的黄，秋阳之下，洋溢着
黄金般逼人的光芒。它以一种粗犷的野
性，彰显着一份生命的力度和硬度。

然则，野菊花最喜欢的地方，似乎还
是麻岗地。地表薄土一层，几公分之下，
即是麻岗石，且多为碎石。大片的麻岗
地，生长着大片的野菊花，花开时节，花
团锦簇，挤挤搡搡，有气势，也有一份热
烈之美。而在更多的地方，野菊花是一
簇簇，一丛丛，一团团，一株株地生长着
的。看上去，自由散漫，随心所欲，野性
十足。不过，此种景象，也好，有一种星
罗棋布之美，有一种疏疏落落之美，有一
种风神萧散之美。

野菊花，枝条瘦且硬。瘦而硬的枝
条，分叉极丰，一株野菊花，实则就是一
丛野菊花，枝条密集，花朵更加密集，每
一根枝条上，都花开朵朵，构成簇簇相拥
的景象。花朵密，花朵也小，密而小的花
朵，却药香极浓，远远，你就能嗅到一朵
野菊花的药草香。那是一种幽香，深远、
彻透，直抵肺腑。那份药草香，让人想到
田野里刮过的风——是秋风，秋凉阵阵
的秋风。宋人戴炳有诗曰：“山径崎岖落
叶黄，青松疏处漏斜阳。鸣禽无数声相
应，一阵微风野菊香。”“风淡而香浓，恰
是野菊之香，本然所在也。

野菊花，花色也单纯。以黄色和白
色居多，偶有紫色，也只是淡淡的，紫得
不够深透，绝不用担心会“紫之夺朱
也”。我喜欢黄色的野菊花，黄色的野菊
花，本色——古之人谓之“正色”。正色
好，开“正色”的花，做“正色”的人。

每年秋来，野菊花盛开，我都喜欢到
田野中走一走。赏花，闻香，采菊。

采菊，是风雅事，自古已然。“采菊东
篱下，悠然见南山”，童稚能诵。东晋大
诗人陶渊明就为世人树立了一根采菊的
风雅标杆儿。而且，这根标杆儿，还屹立
不倒，被一代代人继承着，演绎着。

清人石涛，画有一套《陶潜诗意图》，
其中之一《悠然见南山》，就是表现陶渊
明采菊的：茅屋一处，屋后垂柳一株；屋
前，篱笆一圈，篱笆内外，野菊丛丛，花为
黄色，是一种“正色”之菊；陶渊明，着长
袍，蒙头巾，右手举起，指尖撮一簇菊花，
凝目而视之，神态端然，似有所思。

画，过于写实，但意境悠然，确是很
好地表现了“采菊东篱下”的意蕴。而
且，那种凝然而思的神态，更有一份“欲
辨已忘言”的神韵。

插一束野菊花，于长颈瓶中，以之清
供。野菊花，累日不败，药香淡淡，弥漫
一室，就有一种秋风拂面，秋意长存的美
好。

清供的那束野菊花，纵是枯萎了，也
仍然美。它是枯而不败，枯而不凋，枝条
依旧坚挺，花朵依旧绽放，只是成为了一
种枯黄，更像一味中草药了。

其实，大多数时候，那束清供的野菊
花，纵是枯了，我也不会扔掉。因为，我
喜欢那种枯色，我觉得那种枯色中，有一
种生命的深蕴和内涵，有一份来自田野
的野性。而且，从那枯色中，依旧能看到
它昔日的生机和风采——满坡的野菊
花，摇摇曳曳，风姿绰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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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云，当看秋云。
秋日，天高，天远，天蓝；天上有云，那

云，便格外醒目，格外引人。
中秋节，去“那香海”游玩。那香海，

绵延十六公里的一段海岸线，沙白，沙细，
沙净，站立沙滩上望海，沙滩背景下，海蓝
蓝，是一种碧蓝，一种涌动的碧蓝。

天蓝蓝，海蓝蓝，一望无际的大海，海
天一色，迷人。

那一个上午，站立海滩，正在遥望着，
忽然间，视野所及的北方，黑云缓缓涌起，
云头巨大，蘑菇簇簇。随即，海风渐紧，海
面浪涛滚涌，跟着，那空中的云，便也涌动
起来，云头团团，席卷着，迫近着，压向海
面。感觉，天空顿然低了下来，海面不再
是汪洋一碧，黑云皴染，一望无际的海面，
黑水涛涛——黑暗，一种黏稠的黑暗。同
样是海天一色，此时，“一碧”，变成了“一
黑”，黑压压，黑云卷涌，浪涛拍岸，有一种
天塌地陷之恐怖感。

都说“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海雨
欲来，那份气势，更惊人。简直是：横卷一
切，所向披靡。

归程，车行于山区，多次遭遇雷阵雨。
总是率先看到“山云”。云，从山的北

坡爬上，然后，漫过山顶，倾泻而来。
最美之时，是云漫过山顶的那一刻：

云头乳白，乳白的云头，淡淡、轻轻地漫过
山顶，“漫”的过程，水汽迷蒙，游逸、飘忽、
迷离，宛若仙境。树木的葱翠，与云头的
乳白形成一种映衬，愈加彰显出云头如乳
的白净与黏稠。都说“野云飞”，此时的

“飞”，有一种飘逸之美，有一种仙子起舞
的曼妙之美。

紧随其后的，就是渐黑的云层，越来
越黑，越来越浓，越来越重，滚滚而来。涌
过山顶，那些云，便迅疾弥漫开来，愈积愈
厚，形成浓重的堆积云。

云层，堆积到一定程度，就是电闪，就
是雷鸣，就是暴雨倾盆而下。

这样的阵雨，来得快，去得也快。
一二十分钟后，雨，就停了。堆积云，

迅速败退、扩散。“兵败如山倒”，云的溃
败，亦是如此。通常是，从云层最厚重处，
撕裂开，原先堆积的云，迅速被撕裂成一
堆一堆，一块一块，卷涌着，扭曲着，向四
下散去。散去的过程，云块色彩渐变，由
浓而黑，渐变为淡而疏，最终，成为片片、
丝丝、缕缕，乃至于消散殆尽。

此时，大片的蓝天，露了出来。蓝天，
成为了云的巨大背景。那些浓而黑的块
云，像一艘艘巨舰，在空中，缓缓移动，给
人一种凝重、厚实的感觉。有时候，一块
黑云，浓重而小巧，飘在空中，蓝天背景
下，宛如点墨，仿佛，是蓝天的一只透亮的
眼睛，有一种奇异之美，也让人觉得好。

淡云，疏、薄、白。片片如絮，或者丝
丝缕缕，色白，白如棉。蓝天之上，它们显
得格外轻巧、高远，所谓“天高云淡”，是
也。天高云淡，人望天空，白云飘，人心亦
飘，“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情溢于海”，
瞭望白云，情之所至，逸兴遄飞。

天高云淡，常常让我想到乡村秋末。
秋末，乡村多晴天，多秋风。天蓝如

洗，通透得不得了。风猎猎，刮得紧，也刮
得凉。空中，偶然有白云飘过，那云，也飘
得急。

天上，野云飞；地上，飞蓬卷。天地呼
应，秋末，天地一派苍凉。

不过，这份“苍凉”，也真是美——“念
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美出一份悲
壮。

野云飞
□ 路来森

九九重阳节，现已法定为
“老年节”。有意思的是，最让
人耳熟能详的重阳诗作，居然
是出自一千多年前一位少年之
手。玄宗开元四年，年仅十七
岁的王维独自宦游长安，于重
阳佳节郊游登高，想到家中老
母和几个幼弟幼妹，情不自禁
吟诵下一首千古重阳绝唱《九
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独在异
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
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
一人。”

王维的胞弟王缙与他手足
情深，王缙长期驻守边陲，受其
兄影响，他也曾经写过一首重
阳节思亲诗《九月九日作》：“莫
将边地比京都，八月严霜草已
枯。今日登高樽酒里，不知能
有菊花无？”重阳节喝菊花酒是
京都的风俗，而边地唯有风霜
可饮，怎不令人怀思？

李白中年遭谗逐离开长安
后，曾漫游至姑孰，重阳登临龙
山，他一口气写下多首诗作，其
中有“九日龙山饮，黄花笑逐
臣 。 醉 看 风 落 帽 ，舞 爱 月 留
人。”“风落帽”的典故源于《元
和志》，据说，晋大司马恒温镇
姑孰时，尝与僚属于重阳登龙
山豪饮，参军孟嘉酩酊大醉，帽

子被风吹落而不觉。重阳后一
日为小重阳，次日，李白又作

《九月十日即事》：“昨日登高
罢，今朝更举觞。菊花何太苦，
遭此两重阳。”看到被人摘来摘
去的菊花，诗仙联想到自己被
诏来逐去的命运，唯借醉欢可
以解闷。

查阅较早抒写重阳的大诗
人，当数东晋陶潜。他在《九日
作》序中道：“余闲居，爱重九之
名，秋菊盈园，持醪靡由，空服
九华，寄怀于诗。”在另外一首

《己酉岁九月九日作》中，诗云：
“哀蝉无留响，丛雁鸣云霄。万
化相寻绎，人生岂不劳？”

“登山作重九，蛮菊秋未
花 。 唯 有 黄 茅 根 ，堆 龙 生 拗
窊。”与陶渊明相隔六百年后，
宋代一位文人在贬谪期间写下
一百多首和陶诗。他与前辈相
隔时空，用诗歌对话，同样也留
下诸多重阳诗篇。“除了和陶
诗，孤寂中，苏轼还写过很多重
阳诗作，寄给好友王定国。“俯
仰四十年，始知此生浮。轩裳
陈道路，往往儿童收。”在《次韵
定国九日诗》序中，诗人说：“东
坡在彭门，与定国为九日黄楼之
会，今复以是日相遇于宋，凡十
五年矣。”

我喜欢薄荷。每当轻轻拍打它的叶
片，那股独有的清新凉意便悠然飘散于
空气中，急切地涌入我的呼吸之间。

这股清凉，恰似炎炎夏日里，一滴蕴
含着凉意的水珠悄然落在后颈，带来瞬
间的舒爽；又如水面涟漪，一圈又一圈温
柔地向外扩散，悄无声息间净化了我心
灵的尘埃。

我渴望亲手栽种一株薄荷。记得外
公老宅前，那棵老树之下，静静地生长着
一丛薄荷，远远望去，深浅不一的绿色参
差错落。它虽不起眼，常被人误作是与
树争抢的杂草。一次不经意的跌倒，让
我与这对抗疲惫的最佳嗅剂不期而遇。
出于对薄荷的痴迷，我缠着喜欢跟植物
打交道的外公教我种薄荷。

我们一同翻出了尘封的老陶盆，细
心拂去灰尘，反复刷洗，倒扣阴干。我精
心挑选了一枝心仪的薄荷老枝，外公用
园艺剪以45度角精准地剪去枝条根部，
保留芽点，除去冗叶。待我兴奋地从小
火塘边取回根部沾满草木灰的枝条，扦
插的准备工作至此告一段落。我们在陶
盆中铺上松软的土壤，小心翼翼地将枝
条插入其中，再轻轻喷洒上适量的水
分。孤零零的枝条怯生生地立在盆中
央，还没有长出抓地的根，生命就这样在
新环境中蓄力重生。

我拥有了一株薄荷。我对薄荷的频
繁“探视”让外公忍不住打趣，“你这孩
子，十分钟就看它十次，它都要害羞了。”
我虽然满脸通红，但每天依然乐此不疲
地关注薄荷长势，浇水，松土。然而，几
日过去，薄荷却静悄悄地，没有丝毫生长
的迹象。我终是按捺不住，轻轻拔起枝
条，只见根部已略显黑褐色，心中不免失
落。我默默地将其重新插入土中，心中
暗自祈祷。

然而，过度的关爱似乎并未带来预
期的成长，薄荷的芽点开始发黑，茎秆也
逐渐枯萎。我抱着陶盆找到外公，泪流
满面地哭诉我的难过。外公温柔地抹去
我哭得糊住视线的泪水，缓拍我的背，轻
声安慰道：“孩子，你是太爱它了，这份爱
让它感到压力。也许，适度的关爱才是
成长的秘诀。”

那时的我虽未能完全理解外公话中
的深意，但已隐约领悟到“过犹不及”的
道理。薄荷，不仅在我心中生根发芽，更
成为了我人生路上的一课。多年后，我
才深刻意识到适度是一种恰到好处的平
衡与智慧，为人处世也亦是如此。

外公离世后，我始终未能鼓起勇气
再次尝试种植薄荷。直到一年后的一
天，我突然决定重拾旧梦。老宅前的老
树依旧枝繁叶茂，树下的薄荷丛经历了
枯荣更替，依然生机勃勃。新绿与焦褐，
新旧交替谓之新生。即使经历失败与挫
折，只要敢于迈出新一步，那就是新生。
我折下了薄荷老枝，决定在新的环境再
次尝试。

担心盆栽过于显眼，于是，我在屋檐
下的墙角开辟出一小片空地，将薄荷枝
插入泥土中并掩好土。起初，我并未给
予它过多的关注，只是偶尔浇水。然而，
就在这样的“无心插柳”之下，它竟悄然
茁壮成长起来。

如今，这株薄荷已不再是孤独的存
在。它在墙角的一隅肆意生长，虽不起
眼，却散发着独特的魅力。直到一天清
晨，那个墙角光秃秃的，这丛薄荷不见踪
影，只留下了枯萎凋落的残叶。心中虽
有惋惜，但也感到欣慰——因为有人与
我一样，爱着这份清凉与宁静。这株薄
荷在我这完成了使命，所以又在另一个
角落继续绽放生机与希望。

□ 马杨立

我带六岁的儿子去郊外玩，
他在广阔的天地撒了欢儿。秋
天，大自然的色彩多了起来，一
派灿烂。

儿子举着一片梧桐叶，对我
说：“妈妈，瞧这片叶子真绿！”我
赶紧给他“科普”：“这是梧桐叶，
梧桐树是落叶乔木，树叶青绿
色。秋天一到，梧桐叶就会飘
落。”儿子却专注于手上的梧桐
叶：“这片叶子真好看，像个绿色
的大手。”说着，他还摸了摸那个

“绿色的大手”：“叶子凉凉的，滑
滑的！”

我惊异于儿子的细致和敏
感，他在触摸一片叶子的温度。
没想到这么小的孩子，对细节之
美的感悟能力如此强大。而我
根本没注意过梧桐叶的形状，更
没留意它的温度，我的关注点只
在于它是哪种梧桐树。我侧重
的是知识性的内容，而忽略了对
美的欣赏。

我忽然觉得有些悲哀，一个
人如果丧失了对美的感受能力，
将会失去多少生活之趣？

说实话，生活中我也会刻意
寻找自然之美，想用美的事物来
洗涤俗务之尘。换句话说，我一
直致力于寻找“诗和远方”。我
经常来一次兴致勃勃的出游，而
且还会努力走得远一些，去看未
知的风景，走未走过的路。到了
新鲜的地方，看到新鲜的风景，
我也会兴奋不已，举着手机不停
地拍照，回家后精挑细选一些照
片发在朋友圈，获得一些点赞

——这让我很有满足感。可是
反思一下，我真的体会到风景里
那些细节之美了吗？

一片叶子有怎样的温度？
一朵花的香是淡雅还是浓烈？
一只蝴蝶的翅膀是什么颜色？
一只鸟儿的叫声表达的是喜悦
还是忧伤？这些我根本没有留
意 过 。 我 对 美 的 感 知 太 过 空
泛，总是大而化之，以为把风景
定格到我的手机里就是欣赏到
美了。

我想起自己的孩童时代，那
时我知道一棵草的味道是甜的，
知道一朵野菊花有多少个花瓣，
知道深秋的小虫子会向草木来
一次告别仪式，知道树林子到了
傍晚会生出幽暗神秘的气息，知
道两只鸟儿对话是在讨论回家
的路有多远……

我又想起，夏天的时候，一
位朋友来访，她刚进小区的门，
就发现了旁边的一棵石榴树，上
面开满了石榴花。她惊喜地说：

“这石榴花真好看，仿佛有酸酸
甜甜的味儿呢！”朋友是画家，很
善于捕捉美的细节，她把美的事
物都诗化了。而我呢，别说花的
味儿了，甚至对这些花都熟视无
睹……

我深深为自己感到难过，我
丢失了多么宝贵的欣赏美的能
力。

请你跟我一起慢下来吧，触
摸一片叶子的温度，唤醒内心深
处的柔软角落，让美也随之醒
来。

触摸一片叶子的温度
□ 马亚伟

诗话重阳
□ 何愿斌

种一株薄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