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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上牧歌 摄影 吴占凯

思乡
残花长夜悲寒雨，
小院胡桐自傲霜
点点离愁何处寄！
一帘秋水落文章。

偶得
雾锁黄昏后，
群山笼绛纱。
西园逢白露，
秋雨落残花。

无题
潇潇秋雨凉长夜，
点点残花落玉台。
一缕愁思难入梦，
麦新陇上待人来。

野望
云飘边寨横天际，
雁过长空又一秋。
总是青黄才相溢，
远山似栅绕田畴。

红酒诗四首

久闻同兴镇是个享有“全国特色
景观名镇”、“全国美丽宜居小镇”美誉
的地方，是旅游观光的好去处。今天
终于有机会走进她，去领略她的美丽
与神奇。

我们从经棚出发，车子大约行驶
了40多分钟，就进入了同兴境内。首
先映入眼帘的是一片碧绿的草原，像
一片绿色的海洋，美丽极了。 我们一
齐欢呼着奔向草原。近处，成群的牛
羊悠闲地吃着青草，几匹骏马从大草
原飞奔而过；远处，有三两个白色的蒙
古包，在蒙古包的不远处有一个个明
亮亮的水泡子，它们就像璀璨的明珠
镶嵌在无边的绿毯上。同伴们有的在
草地上挥舞着丝巾，欢呼跳跃；有的躺
在绿绿的草地上，望着蔚蓝的天空、雪
白的云朵沉思；有的已经情不自禁，放
声高歌，真是“无边绿翠凭羊牧，一马
飞歌醉碧宵！”

车子在弯弯曲曲的山谷中行驶，
道路两侧是连绵起伏的山峰，形态多
姿。扑入视野的是无边的苍翠，葱
茏。山上长满密密麻麻的树木，高大
的树木枝梢相互交错着，伸展开来的
繁盛枝叶如绿色的云朵，几乎将道路
遮蔽起来。这就是著名的十三道湾
了。

“草木丛生，百草丰茂”。苍苍莽
莽的原始森林，各种千姿百态的树木，
令人目不暇接。有粗大挺拔的山杨

树，婀娜多姿的柳树，树冠像一把大伞
的山榆树，还有挂满青涩果实的山梨
树……这些树木盘根错节，参差错
落。脚下踩着松软的草地向山谷深处
继续行进，虽然是盛夏时节，山谷里却
凉风习习，一种淡淡的清香袅袅而来，
使人心旷神怡。此刻远离了都市的喧
嚣，人是轻松的，心是宁静的。正当大
家陶醉于这里的奇异风光时，忽然听
到潺潺的流水声，我们立刻寻着声音
找过去，只见一条明亮的河流，迂回曲
折于丛林之中，河水清澈见底，忽急忽
缓。我们逆着溪流往上走，想找到她
的源头，探个究竟。

沿着林间小路盘曲而上，转过这
道山谷，溪水声越来越小，原本杂乱
无章的树木全然不见了。眼前豁然出
现了大片大片的天然白桦林。它们雪
白笔直的树干，直插云端，不侧不倚，
婷婷玉立，像母亲，像卫士，佑护着林
里的小草。那种柔中带刚的姿态，具
有一种威武不屈的精神，给人一种积
极向上的力量。林间青翠的草丛里开
满五颜六色的小花。有高贵的金莲

花，典雅的芍药，浪漫的百合花，素洁
的蒲公英，它们一簇簇，一丛丛，争奇
斗艳，分外妖娆。鸟雀鸣叫声和着我
们的欢笑声，打破了山谷的幽静。“空
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细碎的阳光
透过枝叶一点一点斜射进来，在地上
投下斑驳的影子。我们仿佛置身于人
间仙境，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拿出相机，
或单照，或三五个人合影，一张又一
张，不知在这里拍了多少张美照，大家
都想把这美丽的景色永远留在心中，
真想让时光就此停留，但为了追赶上
前面的同伴们我们只好恋恋不舍离开
了这里。

走出白桦林，前方突然开阔起来，
茂密的灌木丛错落有致，绿油油的草
坡里有几个采摘山野菜的当地村民。
他们一见到我们，就同我们热情地攀
谈起来，成了我们的向导和免费讲解
员。他们告诉我们，流经这里的河叫
木石匣河，是西拉沐沦河的一级支流，
源头不在这里。这里因水绕山转，山
随水行，十三道河就拐出了十三道
湾。一湾一景十三种而得名。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我们镇可
是个天然宝库，这附近的三个山谷连
起来叫野菜湾，不但有蕨菜、黄花等二
十多种可食用的山野菜，还有黄芪、佛
手参等50多种中草药材，并且经常有
獐、狍、獾出没于山谷，山鸡、斗鸡、沙
鸡嬉戏林间。一年四季都有迷人的风
景。我们从春起到秋末都在采摘山野
菜，好年景每年光这一样就收入五万
元左右。”她们一边采山野菜，一边给
我们讲述着大美同兴。听了他们的讲
解我们对同兴这个地方有了更深入的
了解。其中一位年长者是去年刚刚退
休的村支书。他说近两年国家开始实
施美丽乡村建设，有许多扶持项目。
许多在城里打工的青年人得知后都纷
纷回到家乡，在镇党委政府的引领下，
有的建起了山野菜加工厂，有的办起
了农家乐、牧家乐，有的建起旅游开发
公司，这些产业带动了许多村民就
业。现如今，绿水青山已经变成金山
银山了。

攀谈中，我们不但认识了好多种
山野菜，还在村民的带领下看到了传

说中的神泉和罕见的冰洞。分别时热
情好客的村民送给我们一些山野菜。
我们给钱，他们说什么也不肯收。

我们到山下时，夜幕已经降临。
山下一排排整齐的村庄，炊烟缭绕。
那些白色的蒙古包是新建的牧家乐，
蒙古包外已经燃起金色的篝火，来参
加野外拓展训练的孩子们正围着篝火
载歌载舞！这个美丽小镇沉浸在欢乐
祥和的夜色之中……

都说听景不如看景，可同兴真是
个无比神奇、美得让人惊叹的地方！
在这片土地上高山、石林、森林、河流，
草原多种自然资源相互交错，哺育着
一方百姓。走进她，就像是走进了连
绵不断的山水画卷，走进她，就走进了
一个天朗、山青、风柔、水绿的世外桃
源，她的一切美景都是大自然的鬼斧
神工，没有经过任何雕琢，这种原始的
美让你的情怀得到陶冶，心灵得到震
撼，灵魂得到洗涤。走进她，让你陶醉
的不仅仅是纯净的自然风光之美，而
且还有那里善良淳朴的民风之美，拼
搏进取的精神之美，人与自然相处的
和谐之美！

我们相信勤劳质朴的同兴人在美
丽乡村建设的伟大进程中，一定会同
心同德，把这个北方小镇建设得更加
美丽富强！

散文

走进大美同兴
■杨 华

春水
麦子收割前，姐夫云松又来了。
他抱着三岁的娃儿，又拎着礼

品。“咱妈好点了吗？”
春水垂眸，缓缓摇了摇头。
小娃儿从爸爸膀臂利落跳下。

“姨。”他叫得甜甜。
“给。”春水递给姨侄牛奶。娃儿

识趣地靠在墙角，不打搅大人，低头
咕嘟咕嘟吮吸，脸蛋黑红结实。

云松腼腆道：“他就喜欢你，别人
给的他就不要。”

春水低下头。姐夫内敛，她懂他
的心思。可她心情低沉。未婚夫秋
平提出解约，就为了她将工作辞掉，
呆在家里育蘑菇。

“你，想好了去苏州？”
“嗯。”
“孩子咋办？”
“给我爸。”
“你爸也不会带。”
云松沉默了。春水叫姐夫坐

下。姐夫第一次来家里，和姐姐相
亲，就是她在旁倒的茶。

“你，和秋平就这样散了？”
“他这个人心机深呢，早分早

好。”
二人就不说话了。
孩子喝完奶，去屋里看外婆。春

水的姐姐前年出了交通事故，重伤去
世。春水的妈妈也跟着病倒了，厄运
一茬接着一茬……春水稍稍振作，打
算煮点晚茶。

“不吃了，你也忙。”
“那，我送送你。”
春水牵着姨侄的手，和云松肩并

肩，捡村里的近道走。
阳光很好，将三人的影子拖得长

长。云松想起妻子在世时拍的全家
福，也是两大一小，他黯然叹息。

这一声低叹，扎了春水的心。她
做了决定，开口的瞬间，婉转含蓄：

“别去苏州了。”
云松心波一动，但因不敢确定，

只佯作轻松：“要挣钱哦。”
“不如在家里培蘑菇，又能照顾

咱妈。”
他停下步伐。
春水恰抬起头。
二人目光对视了一下，很温柔很

坚定。
春虫呢喃，一声一声。小娃儿听

得入神，好奇在路边找寻。

老情歌
七十岁的王工想回苏北某镇看

一看。
下了高铁，转乘公交，他走到四

十几年前当知青的小村。村子变化
很大，一幢幢的安置房拔地而起。王
工是来寻人的，打听了一上午，口渴
了，见路边有个卖茶的小摊子，他便
坐下歇脚。

“你从哪儿来呀？”卖茶的老妇人
笑得悠悠，一双手却轻微地颤抖。

王工说了地址。
“哦，那地方远呢。”
王工便向老妇打听，当初村里有

一个叫碧莲的女人，现在住哪儿。
老妇人听了，将戴着的帽子往下

遮了遮：“她日子过得不错，儿女都开
了大公司，早去城里享福了。”

王工有点失落，可也很高兴，既
然这样，那就不便再去打搅啦。他起
身问道：“你认识她吗？”

老妇人点点头。
王工从包里掏出一块泛了黄的

手绢，里面包着一只亮闪闪的银锁。
他递给老妇人，郑重道：“麻烦你替我
转交，这是当初她送我的东西。”

当年，王工下乡当知青，多亏了
村女碧莲接济，他考上大学，碧莲担
心他路费不够，月亮汪汪的晚上将银
锁送给他。王工本想毕业后回来娶
她，但单位派他去了东北，后来又派
遣到了苏联，三十几岁才得安定，最
后和同事结了婚。临到老了，他想起
年轻时的一段旧事，总觉得心里不
安。

老妇盯着银锁细看了看，爽快地
收下：“放心，一定交到她手上。”

“多谢啦。”
离开村子，王工终于释然了。
茶摊旁，老妇摘掉头上的草帽，

眼睛有点潮湿。她对着路过的客人
大声招呼：“今天我高兴，进来喝茶
的，分文不收。”

她笑出满脸的皱纹，那天晚上，
村口喇叭响着的情歌叫《九九艳阳
天》，这么多年，一直记得。

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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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珍藏着一个无价之宝——一块
普通的银元，它陪伴我度过了快乐的
少年时期、陪同我走上了军旅生涯；它
给了我人生“三观”的启蒙教育，也让
我有了永世难忘的怀念。

1977年那年，我上初二，放暑假时
跟随父亲回家乡阜阳看望生病的奶
奶。田地里生长的庄稼、草丛里蹦跳
的蚂蚱，村庄里奔跑的顽童，还有清澈
小河里的流水，都让我感到无比亲切，
村庄如同磁铁般地牢牢吸引着我的目
光和脚步。在老家姑姑的庇护下，急
着要赶回马钢上班的父亲没能带走
我，只得无奈地同意我留在老家“借
读”半年、给奶奶“暖脚”。

老家的生活条件不是一般的艰
苦：主食是山芋杂粮，住的是土屋，就
连学校上课的桌子也是用掺草的泥巴
砌成的。比起同龄人，好在我还是有

“口福”的：奶奶心脏不好，父亲每月要
从微薄的工资中雷打不动拿出5元钱
寄给老人治病。记得“赤脚医生”开的
治病方子是用猪心炖朱砂补身子，我
回到奶奶的身边后，她总是变着法子
让完好的“药渣”进到我的肚里。奶奶
说：“奶奶有孙子陪着，比吃什么药都
管用。你好好学习，我少吃点药也没
啥。”

为了改善生活，缠着小脚的奶奶
养了两只母羊，待小羊长大些，就颤巍
巍地牵着羊步行好几里，赶集换点钱
补贴家用，回来时准还会捎带上我爱
吃的麦仁酒酿、油果子。有天奶奶赶
集回来，神秘兮兮地从怀中掏出个小
布兜，让我猜猜是什么宝贝？我急不
可待地打开一看，高兴得跳了起来：是
我最爱看的连环画。我们当年上学
时，家境都不是宽裕，家里能有“小画
书”的同学绝对是大家争相团结的对
象，大多数我们是瞒着家长积攒个几
分钱，放学时在卖瓜子的小摊子上租
本画书换着看。在交通、贸易相对闭
塞的老家，更是很难看到“小人书”。

奶奶花了一角多钱买的这本《一
块银元》连环画，讲叙的是一位解放军
战士，在阶级教育诉苦会上，通过随身
携带的一块有豁口的银元，介绍自己

的悲惨家史，控诉了祖孙三代的血海
深仇。这块血泪斑斑的银元，记载了
在暗无天日的旧社会劳动人民所受的
深重灾难，记载了国民党反动派、地
主、资产阶级对劳动人民的血腥统治
和残酷剥削。通过诉苦，战士们进一
步提高了阶级觉悟和路线斗争觉悟。
我向不认字的奶奶介绍连环画的内
容，奶奶听了也是泪水涟涟，和我说起
当年带着我父亲逃荒要饭、送他到地
主家放牛的辛酸往事。我乘兴问奶奶
可有银元？奶奶说，老家人们通常把
银元称为“洋钱”，见是见过，可现在不
给使用这个，也没有留下来。

奶奶给我买了小画书，被村里小
伙伴们知道了，大家都央求我给他们
看，我怕他们把我心爱的宝贝弄破了，
就藏起来不愿意给。奶奶劝我说：“大
牛、柱子他们平时还爬树给你摘枣子、
梨子呢，你可别小气了。”我噘着嘴没
吭声。没几天，我怎么也找不着小画
书了，嚎啕大哭起来，咬定是奶奶背着
我借给“假孙子”了。奶奶安慰我说：

“你不是没见过银元吗，奶奶下次卖羊
有钱了，找人给你换一个。奶奶要是
给你换到银元，就不能哭了”。我这才
破涕为笑。可是大姑告诉我：银元已
经禁止流通了，私下买卖是要被“批
斗”的。我也以为奶奶是在哄我，慢慢
也就忘了这件事。

临冬的一天，奶奶赶集回来，没有
买回治病的猪心，两手空空却掩饰不

住笑意。她望着发呆的我说：“奶奶总
算给你换到洋钱了。”我这才在奶奶簸
箕里找到一个薯片大小的物件，一面
是条“龙”的造型，一面铸有“光绪元
宝”的字样。我终于见到了《一块银
元》连环画中介绍的“家当”，反复把
摩，爱不释手。奶奶说：放好了做个纪
念，以后没有奶奶了，看到它就会想起
奶奶的。从那天起，我成为除了奶奶
以外别人不知道的“小财主”，回到父
母身边后也如同“地下工作者”，小心
翼翼地保管着如同“护身符”的银元，
多次有惊无险，好在从没被父母发现。
四年后，我高中毕业应征入伍，悄悄带
上了这枚承载长辈关爱深情的银元。
当兵第二年中秋，奶奶病危，多日滴水
未进，父亲和叔叔请假赶回老家准备
料理后事，姐姐费劲周折，打通了我的
连队电话，告诉我奶奶快不行了，让我

“有个思想准备”。我翻出藏在箱底的
银元，睹物思人，顿觉天要塌了，失声
痛哭。王副连长见我不像“演戏”，一
跺脚说：“谁家都有老人，我去营部帮
你办探亲手续，回去看一眼，也是让奶
奶没有白疼你！”两天后，我身穿绿军
装，带着团部开具的《军人通行证》，在
贴身衣兜里揣着那枚银元，坐汽车从
连队所驻的江苏射阳县出发，经军分
区盐城市转南京市，马不停蹄换乘火
车到蚌埠，直奔阜阳市郊的那个魂牵
梦萦的小村庄。跪在奶奶的床前，我
想起了那本《一块银元》，哆嗦着掏出

这块银元，想到它将成为奶奶留给我
的遗物，心如刀割。

奶奶的病情出乎意料地有了好
转，在我要归队时，竟然能下地了。我
听说为了抢救奶奶，家里借了不少钱，
可我只是义务兵还没有拿工资，无力
尽孝，于是把这块银元悄悄地放在了
奶奶枕头下，想让长辈用它给奶奶治
病，也是我的一点心意。

1984 年底，我服役期满回到马鞍
山，父亲把那块存有奶奶气息的银元
递到了我的手上，让姐姐陪我去“看”
奶奶。姐姐领着我来到一座土丘前跪
了下来，哭泣道：“奶奶呀，您的孙子小
宝退伍回来了，他再也看不到您了
……”跪在坟前的我失魂落魄，原先想
好的孝敬奶奶的方案都化作了云烟，
唯一能感觉到手里紧握的银元还有奶
奶的嘱咐，我仿佛听见奶奶在说：“奶
奶给你银元，就不能哭。”在奶奶坟前，
我真的没有流出眼泪，父亲很是失望，
说是“奶奶真白疼你了”，我也自愧不
已。

随后的三十余年间，我曾数次搬
家，这块银元一直在我身边，望着它，
我的脑海里不由地浮现那位面庞消瘦
可双目深邃、裹着小脚却步履坚毅的
老太太形象。

奶奶，您在天堂还好吗？今年您
的重孙子结婚了，我想等我有了孙子，
我把你给我的“传家宝”再传给他
（她），铭记亲情，延续思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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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来了，一片衰败景象，四季轮
转到这里，像一位风烛残年的老人。

这个季节的风，将一片片金黄的
叶子从树上拽下来，在空中推来推去，
玩偶一样取乐。飞船一样的叶片，摆
脱无终点地游荡，和大地母亲相聚
了。风却不停地骚扰，它们互相拥挤，
缠抱，堆压，显得非常痛苦。

你错怪秋风了，它并没有失仁义，
博大胸怀，吹出：“碧云天，黄花地，”

“万山红遍，层林尽染。”秋风扫落叶，
是它良苦用心，脱掉陈旧的妆饰，准备
冬日洗礼。而且，它还是生命传递员，
将种子带到哪里，哪里就有春天使者。

秋风导演的最得意杰作，是菊花
舞会。

分布漫山遍野的菊花，披着银霜，
沐浴秋阳，左摇右摆，像一个个婀娜多
姿的少女，将美丽展现人间。“岁寒犹
有傲霜枝，”这百花纷谢季节，是它们
装点寥廓江天，织出秋色彩练。

菊花热情奔放的舞蹈，是庆丰慰

问演出。它们将丰收喜悦淋漓尽致地
表达出来，传到人们心里，一张张欢快
的笑脸上，全是幸福和满足。

这是富足的季节，金山银山，果山
花山，看着叫你眼馋。跟菊花一起动
起来，千万别偷懒，流出汗磨出茧，这
个季节的宝贝就有你一份。

欧阳修的《秋声赋》似乎过于肃杀

阴冷，秋是体贴人的，它懂得收获的辛
劳。清淡淡的空气，娇媚可人的阳光，
总是不间断地送来。

大雁在和云朵聚会，它们同一个
颜色，好像云朵温暖的衣服送给了它
们。这抵挡远行风寒的礼物，非常珍
贵，是秋精心制作的。

雨像别离的泪水，细柔柔的，一丝

丝地漫天飘洒。曾经凶猛冲动的个性
没有了，现今的温情，温泉一样流淌，
绵延得让人怜爱。

柔情体现是非常敬业的，从风到
花，从云到月，都不会有一点松懈。即
便银霜覆盖晚秋的身体，还经常雾蒙
蒙的，散发着温度。

温顺和蔼的内在，是秋游动的灵
魂，融入它带给的一切，就会在享受里
倍加幸福。

温情绵绵，是秋的品格思想，在人
们心中有至高无上的荣誉，这种荣誉，
是奉献演变成的高尚。

温情绵绵，大爱的境界。

散文

秋的温情与大爱
■索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