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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意凶猛

壬寅七月，跟随制图人与众作家同游于秦岭，

浮光掠影间，却已得秦岭万千恩惠。

跟着一张地图直入秦岭，绿意在眼前不断膨

胀。站在牛背梁，只见绿长到天边，长到风里，风

把绿吹到金螺岛，吹到悠然山，吹到口袋公园，吹

到农家小院。绿穿山越岭，流淌到天空下自然书

店门前的水稻田。

而水，也是绿的，如碧玉嵌在山脚，凝聚瀛湖，

流淌在长长的河道。

绿修复裸露的山石，绿覆盖曾经砍伐为业的

林场，绿开满石头，绿化朽木为神奇。在绿主宰的

世界里，我不过是万绿丛中一点绿。

这些向四面八方生长着的绿，在40℃的暑热

里，从绿到没有缝隙的森林漫延到我的心田，让我

的思绪长出无数绿色的触角，或绿成一汪水，或绿

成一只蝴蝶，或绿成一阵蝉鸣，或绿成一棵树，一

边生产负氧离子，一边消耗，悠然自得。

今晚一点的东三环，车流在喧嚣，蛐蛐在独

奏，我就是一城绿，把秦岭搬到京城。

追蝴蝶的人

蝴蝶翩跹，在流水淙淙的溪流，在竹林的出

口，在无处下脚的藤蔓深处。那是多好的蝴蝶

呀！黄钩蛱蝶、乳色小粉蝶、柳紫闪蛱蝶，借着蝴

蝶诗人李元胜的镜头，我竟然第一次叫出了蝴蝶

的芳名。

湿透的衣服在后背绘出蝴蝶的图案，追蝴蝶

的人对着一只秦岭的蝴蝶，用冷静克制疯狂，从

此，一只蝴蝶拥有了一生的高光。

一个人执着于一件事时，便超越事物本身。

是的，追蝴蝶的人比蝴蝶闪耀。

本是奔着秦岭里的八月炸而来，却更多的是

看一只又一只蝴蝶，看一次又一次追蝴蝶的人。

他说，秦岭有其他地方没有的蝴蝶，没能抵

达的平河梁草甸，他会再来。对于一个把诗写出

辨识度的诗人，漫山遍岭挑剔镜头下的蝴蝶，有

何不可？

一见蝴蝶爱终生。每一只蝴蝶都如同故交，

他寻它们时，它们也在等他，飞进他的镜头，甚至

落在他的指尖。

只因蝴蝶诗人对待蝴蝶有足够的耐心，遇到

再惊艳的一只，都能屏气凝神。当我“哇”的一声

惊飞了一只难得一见的蝴蝶，他小有遗憾，又继续

追其他蝴蝶了。毕竟这里不缺蝴蝶。

最后的晚餐，一首河南话的《我想和你虚度时

光》，如同“下战书”敬献“虚度先生”。

如果我有一物可供虚度，幸甚至哉！

三人独舞与小龙人之歌

三人独舞，那得看场合。

那得是秦岭的渔湾村，那得是渔湾村的夜晚，

那得是星空下的水稻田。

让一个五音不全、四肢僵硬的人表演才艺，比

登天还难。

那得有一个灵魂人物，譬如冯秋子在场。乐

声响起，蛙鸣蛐蛐叫，我与作家贾志红被纤细的手

握住，扭曲的身体开始变形，笑得直不起腰了，一

双手紧握住两个随时要逃离的身体。

力量是有形的，让灵魂归顺身体本身，踩上节

奏的鼓点，身体跟着乐音唱出拙朴的歌，风生水

起，如三人合一。那无法复制的时刻，消解了身体

的束缚和内心的重疴。

青山绿水，稻田花香，夜晚精灵自在啼。同行

人的真，给予一个人万物同在的性情。稻田流光

溢彩，仿若萤火虫在唱歌，我在那一刻苏醒，跳到

大汗淋漓，舞到四肢舒展。

秋子老师所言不虚，“每个人都是天生的舞者。”

理科男跳出全新的四只小天鹅，少勇兄唱出

梦回童年的《小龙人之歌》，我流出了眼泪，此刻，

我们是一群重返自然的孩童。

我舞，此刻便有了意义；我们一起舞，人间便

多了一个刹那的永恒。

我本是一个游荡者，在秦岭闲游。我没有准

备，却跟上了你的舞步。

与鸟仙为伴

它们为了爱人去打仗，为了爱人一心一意盖

房子，它们从一而终，它们是古老的鸟仙，被誉为

东方的红宝石。

它们就是让制图人赞不绝口，为我种满期待

的朱鹮。

朱鹮喙长而下弯，和头部鲜红的面颊相连，

末端的一抹红如仙子的红唇，橘红色的羽毛层层

渐变，展翅如一抹流动的云霞。6000万年前，它

们便活着；40年前，它们曾面临灭绝；如今在秦岭

腹地，它们已孤羽成千翼，吃住不愁，繁衍也算得

上无忧，毕竟全球7000余只，陕西便占了5000

余只。

为了一睹朱鹮的容颜，我们一大早便驱车奔向

朱鹮自由飞翔的地方：宁陕县朱鹮野化放飞基地。

极度追求原始生态的朱鹮，在过度人为的环

境很难生存，于是便有了守鹮人，比如与鸟仙为伴

了15年的李夏。那几日适逢高温天气，近40℃

的大太阳下，远望过渡区里的朱鹮，李夏讲起它们

挑剔的习性、坚贞不渝的爱情、由少到多的传奇、

如何辨雌雄……朱鹮如他的孩子，他知道每一只

朱鹮的故事，梳理羽毛的那一只、站在高处看风景

的一只、及时得到救治正在养伤的一只……因热

爱而情深，它们每一只都是他的心头肉。而他并

不要朱鹮的信任与亲近，只为放飞它们。他讲到

大汗淋漓，湿了头发，湿了衣服，湿了我递去的手

帕纸。他对它们的爱滔滔不绝，正是有李夏这样

的守鹮人，朱鹮才得以在秦岭腹地落户生息、自在

飞翔。

有活了6000万年的鸟仙为伴，多么吉祥。

自然从不浪费

悠然山里，高高的核桃树长满了核桃，遥不可

及的板栗掩映在绿叶中。

问身边因制图经常穿行于秦岭的王腾龙。

“这些果实有人摘吗？”“没有吧。”

“那岂不是浪费了？”“不会呀，动物们会吃。”

看到一个事物，总是从人的角度出发，是多么

狭隘呀。

我羞愧不已也恍然大悟，自然中众生平等。

自然馈赠的一切，不只是为人，还有万物，从万物

中来，自然回到万物中去，人只是万分之一。

自然而然的生态，循环的青山绿水，多好。

被尊为秦岭四宝的朱鹮、大熊猫、金丝猴和羚

牛，这些野生的秦岭小爱物们，最会选择它们生息

繁衍的天堂。

谢谢腾龙，让我把束之高阁的“众生平等”，在

秦岭落地生根。

化用顾城的一句诗吧：

树在结它的果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只

是看着，便十分美好。

小鱼儿与花无缺

秦岭的每一条溪流都不缺少小鱼儿，一路上，

看到不少人在溪边踩水嬉鱼。

我们终于踩着石头在一条上坝河的溪流上

停留。

小鱼儿寸许，游弋在清澈的溪水，像精力旺盛

的孩童，不识闲。我把手放入水中，它们莽撞地游

入我的掌心，有的甚至把我的手当作食物一下一

下地啄着。没想到，我的手竟然享受到天然的鱼

疗了，好奢侈。抬头看见冯秋子老师以膝为支撑，

半蹲在溪水中间的石头上，在做速写。那是一棵

需两人合抱的老树，叶子从岸边一直长到她的头

顶，树身有青苔，而枝叶茂盛，她坐在那里，画它的

树干，足有十分钟。

溪边，不知谁遗忘的空瓶子，徐主编拾起了

它。这无尽的山林有万千生物，都可以来来去去

了无痕，或曰浑然天成。但人的痕迹总是刺目，比

如一个瓶子。

多么清澈的溪水呀，它需要瓶子吗？多么可

爱的小鱼儿呀，它需要瓶子吗？多么原始的森林

呀，它需要瓶子吗？

体面地来，也体面地走吧，哪怕是为了那一溪

小鱼儿。

秦岭更不缺花，开着很多我叫不出名字的花，

在路边，或者湿地、石缝中，美而自在。我只和你说

一说油葵花田吧。那满山满岭明黄的葵花，招蜂引

蝶，更招人。一路紫薇夹道相迎，扑面又来数百亩

油葵花田，谁能忍住不下车？罗家营那竞相开放的

花朵们，蛊惑着我们不达目的地便下车。

它们的美与绽放，谁敢与之比高低？只是

借得一分热情。油葵花开时节，吸引着万千游

客为其打卡；收获季节，它又作为经济作物，带

来创收。

新农村的建设，真的是花样百出。

秦岭人，祝愿你的生活灿若花开。

暑气逼人的七日，衣服湿透一次又一次，头发

可以滴水，但内心是不急不躁的。

身在此山中，我们好似有了大把大把的时

间，可以安静地分给一棵树，一溪水，一条鱼，一

朵花，或者一只蝴蝶。暂且不必如身在城中，匆

匆又匆匆。

我是一个空瓶子，可以装水，可以装空气，也

可以装一山两河。看到了秦岭，怎么甘心只装水或

者空气呢？那山水滋长的贪心，需要山水来还。

森林更深处，深山氧吧发出的召唤，你准备好

出发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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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母亲河的名义以母亲河的名义
□□陈敬黎陈敬黎

听我娘说，她在生我的那个年月，家里穷，一日

喝两顿看不见米的稀粥，瘦得皮包骨，空着肚子在

生产队出工，饿得头昏，便没有奶水喂我。她每次

从田边地头抽歇工的空回来给我喂奶，人便出现了

幻觉，感觉到奶水在往外喷，可以把她襁褓中的儿

喂饱。直到我吸不出奶水，哭得声音越来越小，像

小猫儿一样哼，她才醒过来。看见我有气无力地

哭，她也哭，眼泪滴在我的脸上，溅在我的嘴唇边，

我连忙吧嗒着嘴，把她的泪水吞进肚里，却感觉到

不是娘奶甘甜的味道，又撕我娘的心撕我娘的肝地

哭。我娘的眼泪便不断地滴落在我的脸上，溅在我

的嘴唇边，我吧嗒进嘴里的尽是苦涩汁，连哼的力

气都没有了。我娘怕我也饿死了，拼命想挤出奶汁

喂我，终究绝望了，便更伤心地哭。

据我娘说，她在生我的前两年，还生了一个叫

凤的女儿，同样没有奶水喂她，一日只喂一点青菜

汁和一点说是米汤的寡水，只两个月凤便饿死了，

她死之前的哭声也如小猫儿哼。我娘又怕饿死了

我，越哭越伤心。

那个年月的农民是真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

甚至是日落许久了才收工回家休息。我爸我娘那

一代人，从旧社会走过来，晓得黑暗社会的苦楚，懂

得新社会自己当家做主为自己干的理。他们尽管

缺衣少食，也从来不偷懒，一年三百六十五天，要在

生产队出三百六十四天半工，仅仅大年三十中午回

家吃年饭，下午休息半天。他们更清楚全国人民都

在埋头苦干，是要积攒家底，为日后的人民共和国

大厦打基础。

我来到这个人世的时候，正是农忙季节。我爸

在田畈打耙，天黑了好久才回家。他一进家门，听

见我娘在哭，一把从我娘手里接过我，将嘴唇贴在

我的嘴唇上，感觉到我的嘴唇本能地吮吸他的嘴

唇。他暗自一喜，连忙把我塞进我娘怀里，叫她不

哭，说这个伢崽还有救。他顾不得饿，更顾不得累，

连忙爬上楼，从楼枋上取下罾，在堂屋用竹竿撑开，

背着它匆匆出了门，跑到屋后的河边寻一处水流不

急的回水处，放下罾，把撑罾的木杆抵在河堤上开

始一罾一罾地扳鱼。

那个年月河里的鱼多，我爸扳了几罾，用网兜

网起几条板鲫、鲤鱼、鲶鱼后，连忙收了罾，背着它，

提着鱼跑回家。他把罾丢在大门口，到厨房匆匆把

一条大鲫鱼剖了，打水洗干净，点燃火炉里的火，把

铁锅吊在铁炉钩上，把鲫鱼煎了煎，从水缸里舀一

大瓢河水倒进铁锅内，开始煮鱼汤。他心急如焚，

不停地往炉里添柴，巴不得鱼汤立马煮好，好端去

救他的儿。

不晓得过了几久，我爸终于看到鱼脱刺了，他连

忙将鱼刺捞出来，将白白稠稠的鱼汤舀进碗内，边“呼

哧”“呼哧”对着碗吹气，边匆匆跑进卧室，把鱼汤递

给我娘，叫她赶快喂给我喝。

我娘接过汤碗，用嘴唇试了试汤的冷热，对碗

边“呼哧”“呼哧”吹了几口气，将嘴唇靠近碗边，轻

轻啜了一口鱼汤，放在口里，张开口等汤冷热合适

了，才闭上嘴，低下头，将嘴唇贴在我的嘴上，一滴

一滴将鲫鱼汤喂进我的嘴里。

我爸蹲在我娘身边，紧盯着我的嘴，看见我先

是有气无力地从我娘口中接汤，过了不久便大口大

口从我娘嘴里吸汤，他紧绷的脸松了，长长吁了一

口气，是自言自语，也是对我娘说：“这伢崽死不了

啦！”他说完话，这才感觉到累，一屁股坐在地上，从

口袋里掏出一个皱巴巴的大红花牌烟盒，从里面掏

出好久舍不得抽的一根皱巴巴的烟，又掏出一只瘪

火柴盒，从口袋底摸出一根火柴在火柴盒上划燃，

点燃那根七分钱一盒的大红花牌香烟，深深吸了一

口，重重吹了出来。虽然按理说此时的他已经饿得

肚皮贴在背脊上，但儿子有救了，他有盼头了，竟然

不饿也不累了。

我家屋后的那条河叫淦河，是我真正应该叫母

亲的河。

“伢崽，你长大了要记得淦河的恩，要报恩呀！”

我娘看见我吃饱喝足了，甜甜睡在她怀里，脸上这

才有了笑意，轻轻对我说。她把“报恩”二字教给了

她不谙世事的儿。

子要教，这是为娘为父的义务，更是为娘为父的

责任。能教出一个有益于社会、能扛国家大梁的好儿

子，不仅仅是一个家庭的幸事，更是国家之幸事。

到我能记得事了，只要家里没有活鱼了，总能

看到我爸就是半夜收工回家，也要背着罾到河里扳

几罾。我娘每次带我到河边洗菜浣衣，总指着面前

清澈的河对我说：“儿呀，你要记淦河的好，它是你

的恩娘，是它用鲜鱼汤养大了你，你要懂得报恩。”

我娘的话我记住了，记了一辈子。我更从我娘

的话里悟得祖国的大好河山，又何尝不是我们每一

个中华儿女的恩娘。我的恩娘河是奔向长江的，而

长江携手黄河以磅礴气势滚滚东逝，共同荡涤了一

切污泥浊垢，养育了我们不屈的中华民族，使其屹

立于世界之东方。这份大恩我们同样得铭记于心，

得毕其一生之力以报答。

岳飞在挥师抗金收复中原时，到武侯祠读罢

《出师表》长号，正所谓读《出师表》而不泣者，则不

忠也。为国尽忠，为人尽孝，是我们祖先世世代代

教育后世的宝典。我的恩娘河和我们的恩娘河是

我们祖国大好河山的神来之笔，我们尽心尽力把它

们装扮得美轮美奂，便是尽忠尽孝。

我的母亲河从远古走来，从荒芜走来，今日两

岸绿树成荫，花团锦簇，淌过各式小洋楼组成的美

丽乡村，淌过蕴藏丰富的史存遗迹，淌过高楼林立、

灯火璀璨的小乡镇与大城市，淌过机器轰鸣的工业

园，一路向北，奔向被一座座张灯结彩、连通大江南

北的大桥装点得气势恢宏的大长江，以母亲河的名

义，书写乡村振兴、大国崛起，这又何尝不是我们祖

祖辈辈尽忠尽孝的结果。

2023年3月13日 星期一新作品责任编辑：许婉霓 电话：（010）65389201 电子邮箱：wybfkb@126.com

时序更替，一年四季中，秋天的步履最

是轻盈。没有如麻的雨脚，没有暴跳的沙

尘，没有繁弦急管般的电闪雷鸣，连昼伏夜

行阴阳相半的金轮、桂轮也都温柔体贴。秋

天君临时也最是兼容并包，天高云淡，可以

雁字横秋，可以天地一沙鸥，任万物竞相起

舞，齐飞共长，和气致祥；由山川草木接踵染

色，无争先恐后之状，无添足插队之扰，倚红

偎翠，各领风骚；随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在

扑鼻的稻香里品盈枝硕果、菊黄蟹肥。进入

主角的秋天最能控制自己的情绪，不喜不

悲，不焦不躁，不温不火，随缘起落。

秋天的形象和气质似乎都无关脑满肠

肥、膀大腰粗，时常还得贴秋膘。它没有春

天滴答答的水汽，没有盛夏盐津津的汗珠，

没有冷冬硬邦邦的冰霜。它身上鲜有多余

的脂肪，像一个成功瘦身的淑女，轻提罗裳，

巧笑倩兮迎风飞扬。秋天的脚步和身子都

不虚浮，挑着收获，掠过茫茫的风雨，与行稳

致远挂钩。“秋”就是要以火一样的热情，“日

午担禾上场晒”，只要火种不熄，来年丰收可

望。李绅说“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就

是这样的收获。常言春华秋实，不经春天的

播种耕耘、夏日的栉风沐雨，秋天焉何坐享

其成？所以，秋天面对再盛大的丰收，也不

致忘乎所以，更无从忘本，知道自己受孕在

春天，也明白要往何去处。它郑重地广纳每

一份馈赠，却不任性挥霍，而在倍加珍惜中，

留赠每一个冬天厚积丰藏，继往开来地迎春

接福，维系人类和大自然的瓜瓞绵绵。

与其他季节总不失轰动的开场不太一

样，秋天更喜欢缓步迈近，有时还蹑手蹑脚，

没有非此即彼的变天，不带凌乱的节奏和呛

人的气息，甚至并不泾渭分明。第一片叶子

飘落时，还是绿中带黄，草色荣枯也在悄然

中过渡，凉风送爽之初依旧夹杂着一丝的温

热。转身间，满目的金黄已不觉替代了世界

的眼睛。摩肩如云的秋叶，不管在枝头叠翠

流金还是将要融入土地化作养料，每一片都

在俯仰中寻找生命的源头，在秋天圆满自身

的意义。繁茂时成就枝干，引来百鸟朝凤，

赋予生命欣欣向荣之形态，并为树下乘凉的

万物遮风挡雨，却并不借高枝炫耀自己；需

要推进树木的新陈代谢时，独独忘了自己，

顺其自然地纵身一跃，甘愿零落成泥碾作

尘，前仆后继地回报对根的情意，让绚烂之

极归于平淡。以一叶之春秋，晓谕荣辱兴衰

皆生命常态的常理，如此知足知止，恰如得

道高人的一生一世。

我在秋天走过国内外许多地方，目之所

及，秋风吹黄麦浪稻田、吻红山川的镜头大

致相似，各美其美中，色彩斑斓、清幽旷远、

云净天空是自然的常态，斑斓中有恬淡，旷

远里蕴精深，清净中含博大。在秋天的世界

里，听虫鸣鸟语、流水淙淙，看花开花落、云

卷云舒，清澈而安然。我居住的中国南方，

四季如春，由深秋而隆冬，大树的枝叶也不

会随风萎尽，几处残花败柳并不带给大自然

萧索景象，如福建诗人杨健民所说“秋不知

道自己成了秋”“我的注视让秋天明白了自

己”。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聂鲁达在智利看

到和表达的“当华美的叶片落尽，生命的脉

络才历历可见”有所不同，我在盎然而淘不

尽温柔暧昧的秋意中，不需触摸，只要顺着

风的撩拨，也能从青黄相连的叶片中领略生

命的脉络。

一叶落，冷不防便是天凉好个秋。秋天

的意境却不是凉。农家争相“晒秋”，那些善

于创造美好的人则呈献对秋天的另类致敬，

把准脉络，或在一片新叶上吹奏出四季不同

的曲调，或在一枚旧叶上剪裁出美丽的山河

和万象筋骨。而在他们之前，这一叶扁舟已

载上无数为秋而生的惊艳诗行和锦绣文

章。“常恐秋风早，飘零君不知”，每每面对秋

风秋雨，人们不免想到汉武帝刘彻的《秋风

辞》“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

也想到李白的“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

酣高楼”，再及辛弃疾的“水随天去秋无

际”。往事越千年，毛泽东主席独立寒秋而

高歌“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

光，寥廓江天万里霜”，如此蔚然大气、辽阔

壮美，远非李煜们“冉冉秋光留不住”可比，

也就不难理解中华五千年何以在“萧瑟秋风

今又是”中“换了人间”。

我来自大山深处的农村，少儿就知稼穑

之艰、农家对丰收之盼。到省城工作一晃三

十年，为防止“变质”，有时回家也还会走下

农田。割稻迎晨曦、挑担送夕阳、空荡田野

留身后的情景，倒也不失为动感的画面，却

难免笨手笨脚，每每还腰酸背痛许久，且有

作秀之感。屡遭家人怜惜加嫌弃后，我对繁

重的农活爱莫能助，悯农之情却依旧饱满得

像沉甸甸的谷穗。

在乡村入秋，总也可见王绩笔下的“树

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可见王勃的“况属

高风晚，山山黄叶飞”。置身城里江畔，远眺

“秋水共长天一色”，醉心于秋色天空，缱绻

闲云，清词丽句同样随风而来，欲罢不能，可

谓秋风起兮相思长。“多少天涯未归客，尽借

篱落看秋风”，一如唐寅，古今之人感怀身世

际遇时难免伤秋。刘禹锡虽然也称“我言秋

日胜春朝”，到底不免“自古逢秋悲寂寥”，于

我，却更愿听杨万里的规劝：“秋气堪悲未必

然，轻寒正是可人天。”

“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年过天命

后，伤秋、悲秋情绪或许说来就来，毕竟“秋

鬓含霜白，衰颜倚酒红”，但总不能“为赋新

词强说愁”而让此去经年的千种风情虚设，

毕竟古人那时“无论去与住，俱是一飘蓬”，

我辈纵有不济，到底没有“八月秋高风怒号，

卷我屋上三重茅”的艰辛，偶感“银烛秋光冷

画屏”，为的也是“轻罗小扇扑流萤”。再有

愁绪，再有衰落，或再有缠绵，也得“风物长

宜放眼量”，何妨如赵翼在自嘲“最是秋风管

闲事，红他枫叶白人头”中，静待春来看繁

花。是的，即使不能像杜牧那样“停车坐爱

枫林晚”，在“霜叶红于二月花”的秋天，我也

愿意在秋天的怀抱里，感受林逋的宋朝生

活，“秋景有时飞独鸟，夕阳无事起寒烟”。

诗词歌赋里对秋天的咏叹，莫不流露出

作者人生的经纬，而秋天自身的脉络却比人

更有条理。它从立秋、处暑、白露一路走来，

“燕将明日去，秋向此时分”，在秋分拉开了

一年中最美时节的序幕。2022 年秋分时

节，恰是第五届中国农民丰收节，我从北方

稻谷飘香的田野刚回南方，目光落向后花

园栽种数年后终于结下的饱满的瓜果，不

觉满心欢喜。当初只管耕耘不问收获，但最

终，每一滴汗水都浇灌了收获的果实。好些

年的秋天，是被刘禹锡的《秋风引》引来的，

“何处秋风至？萧萧送雁群。朝来入庭树，

孤客最先闻”。如今在自己辛勤造就的庭院

眼见风动，却无木叶萧萧之感，这已是心灵

的一大收获，不怜情深一往已白首。这世界

自古至今都是有因果的，我们应看重自己种

了哪些因，滑过哪些轨迹，秋天的味道才算

尝得通透。

这片秋，从北方美到了南方，从小区美

到了单位。眼见单位停车场那头，已是树树

红叶飞，把树下排排相依的车辆都快妆成了

婚车。那些相沿成俗披红挂彩得过头的婚

车，如何胜得了大自然这双巧手？很想大胆

地建议在秋天有佳偶可成的新郎们，何不提

前把婚车置于金秋的怀中，待落得满车红

叶，接上新娘就满街拉风，共赴爱河，该能抢

下秋天最不落俗套的眼球。

我对时序、物候向来并不特别敏感，年

过半百之后，眼看在文坛史苑的耕作虽有差

强人意的收成，不过梦想之路还在远方蜿

蜒，不由想到杜甫的诗句“秋分客尚在”。我

忽然明白了自己，我就是这样一个有如李白

诗里的“过客”，再微不足道，只要在世间寄

生过，只要还在场，有朝一日老气横秋了，也

都朝夕不倦地在自身的成长轨迹中找寻能

连贯这个民族历史文化精神的脉络，再带到

书房筑梦。

书房里有我收集的好些叶片，黄而不

枯，枯而不碎，做了书签多年后，脉络依旧清

晰。我忘了是何时遇见它们，又何以想着拾

起它们，却有了诗意的荡漾，一年四季不就

像是红黄蓝绿的叶片在轮替发牌嘛。我决

心在这个秋天放飞积攒了多年的叶牌，把它

们夹在书页里就永远没有生命的呼吸，而融

入泥土便能助力树木长出新叶，滋养花儿绽

新蕾，何其不是另一种新生，为另一场美好

而重新洗牌？这样的话，有一天我们也许还

会相遇。我凭窗而立，自带仪式地发“牌”，

畅想我眼中的四季，延伸秋天的意境。一片

一片的叶片在风中徜徉，没有忧伤，我似乎

听到了它们在半空中追逐嬉戏的笑声，像是

各自被派往了最属意的季节。它们似乎也

望见了前方秀美的林地、辽阔的江河，划着

长长的渴望远远奔赴，与时舒卷。温煦的阳

光下，我看见它们成了飞鸟的羽毛，越飞越

多，让这个秋天的翅膀更加轻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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