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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星红旗迎风扬，中国巨变党领航。

推倒三山站起来，脱贫致富创辉煌。

强国建设结硕果，民生福祉暖洋洋。

幸福获得殊非易，锦绣江山万年长。

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兮雁南
归。在这金风送爽、天高云淡的季节
里，大自然悄然换上了斑斓的秋装，
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那千姿
百态、竞相绽放的秋菊了。秋高赏
菊，不仅是一场视觉的盛宴，更是一
次心灵的洗礼，让人在繁忙与喧嚣之
外，寻得一份宁静与淡泊。

菊花，作为中国的传统名花之
一，自古以来便深受文人墨客的喜
爱。它们不畏寒霜，傲然绽放于秋风
之中。

我从小就很喜欢菊花，喜欢它那

傲人的姿态。秋风吹过，黄色的落叶
像一只只翩翩起舞的黄蝴蝶，向人们
报告秋天的消息。田野里, 灌溉渠
边，那曾经绽放得五颜六色的鲜花，
都在这孤傲的秋风中低下了头，枯草
遍地都是。但那菊花，在阳光的斜织
下，红的似火，粉的如霞，黄的赛金，
白的像雪……各种颜色交织在一起，
多么融洽、和谐。放眼望去，琳琅满
目，各色的花，再加上那一点鲜绿，让
人不禁啧啧赞叹。秋风轻轻地奏响
了乐声，它们便跳起了秋的舞蹈，像
芭蕾舞者正在表演着精彩的高难度

动作。停下脚步仔细观赏一朵菊花
时，就会发现它像小精灵一样，美得
无法用任何语言来描述。花瓣微呈
透明状，仿佛一碰就会碎掉，它的末
尾微微弯曲，透露出一股迎刃而上的
韧劲，叶子也绿得发亮，真叫人喜
欢。坐下来静静观赏，再品尝一杯独
特的菊花茶，十分惬意，不知不觉喝
了一杯又一杯，菊田也是越看越美，
竟有一丝丝“醉意”，真的是被迷醉
了。

在秋季，尤其是重阳佳节前后，
赏菊更成为一项重要的民俗活动，人
们通过赏菊来寄托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和追求。

在秋高赏菊的时节，菊花展是各
地不可或缺的文化盛宴。南通市举
办了三十多届菊花展, 近几年, 我都
会和朋友一起前去观赏。即使抱恙
在身, 我也背上十多斤重的相机去展
会上。各县市区的菊花台上，各色菊
花争奇斗艳，仿佛步入了一个梦幻般
的世界。漫步其间，每一步都踏着菊
花的芬芳，每一眼都饱含着菊花的韵
味。你可以停下脚步，细细观赏每一
朵菊花的姿态，感受它们独特的魅
力；也可以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清新
的空气，让菊花的香气沁入心脾，带
走所有的烦恼与忧愁。在这里，时间
似乎变得缓慢，心灵得到了前所未有
的放松和宁静。菊花似丝缕般飘逸，
还有的如同繁星点点，点缀在绿叶之
间，美不胜收。它们或独立成景，展
现出孤高清雅的姿态；或群芳争艳，
共同编织出一幅幅生动的秋日图
景。更有那些经过园艺师精心培育
的菊花造型，或成塔状，或似龙形，形
态各异，引人遐想。游客们或驻足观

赏，或拍照留念，享受着这份来自大
自然的馈赠和心灵的愉悦。

此外，赏菊还常常与品茗、吟诗、
作画等文化活动相结合，形成了一种
独特的文化氛围。人们在赏菊的同
时，品一壶好茶，吟一首佳句，或挥毫
泼墨，将眼前的美景定格为永恒的艺
术作品，让这份美好得以传承和延
续。

秋风拂面，略显凄凉。我情不自
禁地感叹那傲人的菊花，在树叶都飘
落、百花都凋谢之季，它竟能迎着冰
凉的秋风却不说一句怨言，这是多么
伟大的精神啊！看似万分娇弱，却能
与那秋风画出一幅美丽的画。

菊花，人们爱它的清秀神韵，更
爱它凌霜盛开，西风不落的一身傲
骨，我们赋予它高尚坚强的情操。菊
作为傲霜之花，一直为诗人所偏爱，
古人尤爱以菊名志。东晋诗人陶渊
朋“采菊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的诗
句 , 不仅描绘了诗人超脱世俗、回归
自然的生活状态，更赋予了菊花“隐
逸”的象征意义。在秋风萧瑟、万物
凋零之时，菊花却能独自绽放、不畏
严寒，这种高洁傲岸的精神，正是中
华民族所崇尚的君子之风。黄巢的

“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
杀”，其中的菊花被赋予了高洁、坚
韧、淡泊名利等美好寓意。在赏菊的
过程中，我们仿佛能穿越时空，与古
人对话，感受那份超脱世俗、追求自
然之美的情怀。

菊花那傲霜精神，确实令人喜
爱。我们做人，就要像菊花那样，不
怕困难，知难而上，当一朵在秋风中
怒放的菊，让自己的人生绽放出最精
彩、最美丽的瞬间。

“菊花，人们爱它的清秀神韵，更爱它凌霜盛开，西风不落的一身傲骨，我们赋予它高尚坚强的情操。”

秋高去赏菊
曹展

苏轼曾有言：“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不
同的时段读同一本书或者同一篇文章，心境不同，环境不
同，感受也是不同的。比如读《红楼梦》，年轻时可以读得心
碎，但只是简单跟着人物的喜怒哀乐而心动；中年之后再
读，也许更多的会读出“世道人心”。

我有一个爱好就是买书、读书、收藏书，我的丈夫经常
调侃我作为一个女生居然不逛商场、不买包，只喜欢钻进书
店买书。读书于我，是灵魂的慰藉，是心灵的旅行。每当新
书入怀，那份喜悦如同孩童得到心爱的玩具，迫不及待地想
要揭开它神秘的面纱。新书带来的新鲜感，如同初春的嫩
芽，生机勃勃，让人忍不住想要一口气汲取其中的甘露。然
而，随着阅读的深入，这份急切渐渐被温柔所取代，书页轻
合，它们便悄然融入了我的生活，成为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

岁月悠悠，那些曾经的新书，在时光的洗礼下，逐渐泛
起了岁月的黄晕。它们不再耀眼夺目，却多了几分沉稳与深
邃。我渐渐发现，自己不再急于追寻新书的刺激，反而更加
享受与旧书重逢的温馨。重读旧书，就像是与久违的朋友再
次相聚，那些曾经的感动、思考、疑惑，在字里行间再次苏
醒，带着新的光芒照亮我的心灵。

旧书，是时间的低语，是过往的印记。它们不仅仅是文
字的堆砌，更是情感的寄托、智慧的结晶。每一次重读，都
是一次新的探索、一次心灵的对话。那些曾经被忽略的细
节，如今却成了最动人的风景；那些曾经不解的疑惑，在岁
月的沉淀下，终得豁然开朗。旧书，让我在回忆与现实之间
穿梭，感受着生命的厚重与丰富。

重读旧书，我学会了慢下来。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
们往往习惯了快餐式的阅读，追求速度与效率，却忽略了阅
读的本质——思考与感悟。而旧书，它们需要我静下心来，
细细品味，慢慢咀嚼，就像牛儿反刍一般，将书中的精华反
复咀嚼，直至融入自己的骨髓。这种慢读，让我更加深入地
理解了书中的世界，也让我更加清晰地认识了自己。

慢读旧书，是一种享受，也是一种修行。它让我学会了
在忙碌的生活中寻找一片宁静的角落，让自己的心灵得以栖
息。在夏日的午后，手捧一卷旧书，坐在庭前的树荫下，轻
风拂面，茶香袅袅，那一刻，我仿佛置身于世外桃源，所有
的烦恼与忧愁都随风而去，这种闲适与惬意是任何物质都无
法替代的。

慢读旧书，更是一种智慧。它教会了我如何在喧嚣的世
界中保持一颗平静的心，如何在浮躁的时代中坚守自己的信
念。它让我明白，真正的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知识，更是
为了丰富自己的内心世界，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在慢读的
过程中，我学会了思考、学会了感悟、学会了成长。

旧书慢慢读，日子就会变得悠长而美好。它让我懂得了
珍惜每一个与书相伴的时刻，也让我更加珍惜生命中的每一
个瞬间。在慢读中，我找到了自己的节奏，找到了与世界对
话的方式。旧书慢慢读，不仅是一种阅读姿态，更是一种生
命姿态。它让我以更加从容的心态去面对生活的挑战与机
遇，去拥抱每一个未知的明天。

“重读旧书，就像是与久违的朋友再次相聚，那些

曾经的感动、思考、疑惑，在字里行间再次苏醒，带着新

的光芒照亮我的心灵。”

旧书不厌百回读
李友佳

苏州西山岛在太湖深处，离
最近的湖岸有4000多米，几千年
来，它的幽静和美丽，铭刻在有幸
来过的人心里。

西山岛上最有名的山，我认
为是石公山。它三面环水，一面背
倚丛岭，满山翠绿，如青螺伏水，
似碧玉浮湖。之所以说它有名，因
它还是我们熟知的很有文化味的
太湖石原产地，《水浒传》花石纲
的故事也与这里相关。自古以来，
石公山就是太湖石的重要采集
点，尤其是艺术家皇帝宋徽宗登
基之后，专门在苏州设置了应奉
局为自己搜罗奇珍异宝，石公山
瘦皱透漏的美石，就成为人间珍
宝。如果在石上注水，石下每个孔
都会流水；如果在石下焚香，石上
每个孔都能冒烟。石不能言最可
人，一块太湖石有可能价值百两
白银甚至更高，人们趋之若鹜，我
们也很想领略神奇，看个究竟。

西山岛上最有名的村是明月
湾村，它在岛的最南端像手臂一
样伸向太湖，视野开阔，据说是吴
王夫差和美女西施欣赏月亮的地
方。大诗人白居易、皮日休、陆龟
蒙等都慕名前来，写下不少赞美
的诗篇。村内有许多精美宅屋，以
及祠堂、石板街、河埠、码头等明
清公用设施，让人看到明清时期
的文明。最神奇的是村口有棵高
大挺拔的古香樟树，已有 1200
年，一侧主干因火烧、雷劈后成枯
木，靠后来发出的新枝维持生命，
枝繁叶茂，如伞似盖，俗称“爷爷
背孙子”，令人震撼。古村古树，相
得益彰，岁月的厚重与沉稳，日子

的生机与勃发，都贯穿在每一片
树叶的脉络里。千年历史，千年风
云，千年民风淳朴，千年人才辈
出，也许都融汇在这棵古樟树的
纹理中，每一圈年轮就是清晰而
又神秘的记载。十年树木，百年树
人，千年的古樟树在护佑着明月
湾，古樟树就是明月湾最好的风
水。

西山岛上明清房屋甚多，最
让人折服的，我认为是位于东村
的“敬修堂”。敬修堂建于清乾隆
年间，占地面积 1866平方米，从
门楼到杂间，前后共有六进，气势
宏大，富丽堂皇，雕梁画栋，是全
国文物保护单位。它的主人是徐
联习，秉性聪慧，幼时家贫无力读
书，但常借书自学，过目不忘。他
未成年时就随族人赴湖广经商，
擅长经营，将湖广盛产的稻米运
到苏州，又将苏州特产丝绸运到
湖广，商船来回都满舱，人到中年
即成为“钻天洞庭”商帮中的佼佼
者。晚年他归居东村，建敬修堂，
把苏州民居和湖广官绅宅第的建
筑特色有机融合在一起，成为江
南民居中的精品，其中第四进“凤
栖楼”雕有12条龙，活泼灵动，意
思是一年12个月，每月都要呵护
这里的女主人，还留下了乾隆金
屋藏娇的传说，让敬修堂增添了
一份神秘色彩。我认为，不论传说
真与假，敬修堂毫不逊色于徽派
建筑中的精品，甚至还要胜出几
分，肯定是苏州“香山帮”优秀匠
人的杰出之作。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仅观
苏州西山岛，就感到此言不虚。

“‘上有天堂，下有苏

杭’，仅观苏州西山岛，就感

到此言不虚。”

美丽的西山岛
刘伯毅

张经义

庆祝新中国成立庆祝新中国成立
7575周年有感周年有感

秋风起，桂花飘满了整个小城。那沁
人心脾的芬芳，如同记忆的丝线，牵引着
我回到了童年，回到了母亲的身边，回到
了那满是桂花糖的温馨时光。

桂花，小小的花朵，却有着无比迷人
的魅力。它们如繁星般点缀在枝头，金黄
的、淡黄的，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烁着柔和
的光芒。微风拂过，那阵阵花香便扑面而
来。这花香，不似玫瑰那般浓烈，不似百
合那般淡雅，而是一种独特的、带着丝丝
甜蜜的味道，让人闻之心旷神怡。

小时候，每到桂花盛开的季节，母亲
总会带着我去公园采摘桂花。我们提着
小篮子，穿梭在桂花树下，小心翼翼地将
那一朵朵小巧的桂花摘下，放入篮中。母
亲的动作是那么轻柔，仿佛在对待一件
珍贵的艺术品。而我则在一旁兴奋地跑
来跑去，不时地将摘下的桂花放在鼻子
底下闻一闻，那香甜的味道让我陶醉不
已。

采摘回来的桂花，母亲会仔细地挑
选，去除杂质，然后用清水洗净，晾干。接

着，她便开始制作桂花糖。母亲将白糖放
入锅中，加入适量的水，小火慢慢熬制。
等糖液变得浓稠时，再将晾干的桂花放
入锅中，轻轻搅拌。那一瞬间，桂花的芬
芳与糖的甜蜜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弥漫
在整个屋子里。看着母亲忙碌的身影，我
心中充满了期待，仿佛已经品尝到了那
香甜可口的桂花糖。

终于，桂花糖做好了。母亲将它们装
入一个个小瓶子里密封好。这些桂花糖，
不仅是一种美味的零食，更是母亲对我
的爱。每当我嘴馋的时候，母亲就会拿出
桂花糖让我品尝。那甜甜的味道，瞬间在
口中散开，一直甜到了心里。

除了制作桂花糖，母亲还会用桂花
来泡茶。她将几朵桂花放入茶杯中，倒入
热水，那金黄的花朵在水中缓缓绽放，如
同一个个小精灵在翩翩起舞。桂花茶的
味道清香宜人，喝上一口，让人感到无比
舒畅。在那些忙碌的日子里，母亲的桂花
茶成了我最好的慰藉。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渐渐长大，离开
了家乡，也离开了母亲。但是，母亲做的
桂花糖和桂花茶却一直陪伴着我。每当
我闻到桂花的芬芳，就会想起母亲的身
影，想起那温馨的童年时光。

桂花，它不仅仅是一种花，对我来说
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它承载着母亲对
我的爱，承载着我对家乡的思念。在这个
喧嚣的世界里，桂花的芬芳如同一股清
泉，流淌在我的心间，让我感受到了那份
宁静与温暖。

又到桂花盛开时，我漫步在街头，那
熟悉的花香再次扑鼻而来。我仿佛看到
了母亲在桂花树下忙碌的身影，听到了
她那温柔的呼唤。我知道，无论我走到哪
里，母亲的爱都会像桂花的芬芳一样，永
远陪伴着我。

“这些桂花糖，不仅是一种美味的零

食，更是母亲对我的爱。每当我嘴馋的时
候，母亲就会拿出桂花糖让我品尝。那甜
甜的味道，瞬间在口中散开，一直甜到了心

里。”

母亲的桂花糖
李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