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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外花圃中的几株木樨树，金黄色的碎花缀满
枝间，浓郁的桂花香在鼻翼萦绕，撩人心弦又惹人喜
爱，这乍一看平淡无奇却倾吐奇芬的小花，竟不由得
让我神思有了远意。

在大西北长大的我，对桂花的最初印象，还是
源于王维那首《鸟鸣涧》：“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
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这诗中有画的“诗
佛”，瞬间就将我带入一种“香林花雨”的美妙意境
中：在夜晚寂静的春山，月亮刚刚露出一丝亮光，
就惊动了在树上栖息的小鸟，它们在春涧中不时
地鸣叫着。微风拂过，桂花从枝丫间纷纷飘落，轻
轻地从肩头滑过，花瓣飘坠时发出丝丝芬芳……
那妙曼的禅境之美，远离喧嚣的自然天籁，犹如聆
听《云水禅心》般，将人剥离凡俗带入一种清幽怡
然的雅境中。

“暗淡轻黄体性柔，情疏迹远只香留。何须浅
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梅定妒，菊应羞，画栏
开处冠中秋。骚人可煞无情思，何事当年不见收。”

这位千古词后，用这首绝妙的《鹧鸪天桂花》，可谓
道出了桂花的馥香自芳。“暗淡”、“轻黄”，那么不起
眼的小花，它情怀疏淡，远迹深山，却将浓郁的芳香
四处飘散。这色淡香浓、迹远品高的桂花，被李清
照推崇为“花中第一流”。这一生酷爱梅花也极喜
菊花的千古才女，却盛赞桂花才是“秋之冠”。她竟
为桂花叫屈，据说当年屈原作《离骚》时，遍收名花
珍卉，可唯独桂花不在其列。因此她说这位先贤情
思不足，竟把香冠中秋的桂花给遗漏了，实乃一大
遗恨。

“月缺霜浓细蕊干，此花元属玉堂仙。鹫峰子落
惊前夜，蟾窟枝空记昔年。破诫山僧怜耿介，练裙溪
女斗清妍。愿公采撷纫幽佩，莫遣孤芳老涧边。”这
首苏轼的《八月十七日天竺山送桂花分增元素》，却
是以神话传说道出了桂花乃仙界之花，而非人间凡
品，可见东坡先生对此花的赞誉。想当年，月宫中桂
枝一空，它竟然飘落至灵鹫峰下。连诫衣已经破损
的山僧都爱怜桂花的耿介不俗，称它可和白练衣裙

的溪边浣女争奇斗艳。也希望人们能够采撷它用来
装饰佩戴，千万不要让这孤傲超俗的花儿终老涧
边。话虽如此，但这让我情有独钟的花儿，每次驻足
在它的花枝边，细嗅之间，从来不舍得去折枝采撷，
生怕惊扰了它，或损伤了桂树。

桂花从古至今被多少文人墨客称颂和喜爱，辛
弃疾的《清平乐·忆吴江赏木樨》后四句“大都一点宫
黄，人间直恁芬芳。怕是秋天风露，染教世界都香”，
更是直接道出了桂花的“花小、色黄、香浓”的特征。
美好吉祥、芳直不屈乃是木樨之花语，此花就犹如世
间那些其貌不扬，却总是利益他人，灵魂芳香无比的
品德高尚之人。

这个清晨，我在诗词的世界中和古人一起静悟
桂花馨香，窗外，缕缕花甜引来鸟鸣啁啾，正如我的
友人程先生说的：“桂花一开，便开出了许许多多芳
香诱人的人间思绪；桂花一香，便香出了许许多多平
平仄仄的情感韵律。”这让人钟爱有加的小花，真是
芬芳了岁月，也滋养了心灵。

香冠金秋木樨花
□ 李仙云

童年的一幅场景总是出现在我的梦里：老屋旁
边一望无际的稻田里，深绿色的稻子开始步入“壮年
期”，烈日当空，微风轻拂，鼻孔里钻进阵阵清香，那
香有泥土的土腥味道，有水乡水流的香甜味道，还带
着草木特有的汁液味道以及稻花的乳香味道。在稻
香面前，我是彻底地陶醉了，禁不住走近它们，细细
观赏，静静聆听……

国庆前的一天，我到乡下老家一趟，傍晚闲下来
的工夫，特地请父亲和我一起到稻田边走一趟。父
亲笑着说，你还没有忘掉这个习惯，从小就喜欢在稻
田边转来转去，闻闻稻香就能当饱了。现在是“搁田
期”，稻谷差不多成熟了，稻香一闻一个醉。听父亲
一说，我才知道，稻谷已经收浆，就快要开镰收割
了。搁田就是将稻田里的水排出，是调动稻子的生
命潜能，在最后阶段再加一把劲。

跟着父亲，穿过村庄，后面就是一望无际的稻
田，傍晚的空气变得清新起来，就像滤去了许多杂
质，稻香也淡淡地随风送来。一闻到稻香，父亲突然
来了劲，加快脚步，在稻田边走走停停，还不时地弯
下腰，伸手搓下还带有淡淡绿色但已经粗粝的稻谷，
他在判断稻谷的饱满程度，不时地凑到鼻子前闻一
闻。我也习惯性地摸着长长的叶，它的背面有些许
毛毛的刺，就一下想起以前跟着父亲薅草的情景。
那个时候放暑假，缠着父亲带自己去秧苗田里除草，
除草是辛苦的活，不带任何工具，只用自己的双手将
杂草拔去。有一种叫稗子的杂草，样子和稻子差不
多，仅仅是叶子有些区别，它背面的叶片是光滑的，
没有毛茸茸的小刺，但我总是分不清，有时错把秧苗
拔去。父亲发现后，除了责怪就是心疼。没有办法，
我自己摸索了一个最有效的方法，一旦分不清的时

候，就闻一闻它们的味道，这个方法还挺管用。父亲
很惊讶，说我有这个特殊的功能，真和稻香有缘分。

我和父亲索性在田埂边坐了下来，眼前的稻子
也静静地排成队簇拥着我们，夜幕在头顶轻轻地笼
罩着，我们不说话，四周的蛙鸣也突然停了下来，包
括稻田里的各种生灵，似乎都竖起了耳朵，因为我们
一起听到了稻子们静静的心跳。而稻香如它们伸出
的一只只小手，轻轻地抚摸着我，一直伸到我全身的
毛孔里。

父亲告诉我，水稻的一生从育秧到插秧，从灌水
到除草施肥，无不浸透农民的汗水。是啊，正因如此，
水稻身上丝丝缕缕的香才如此执着。它用一生的时
间，将自己浓缩成粒粒金色的谷子，再变成白玉般的
米粒，然后进入我们的身体，一直钻到我们生命的每
个角落，并且如一条河流不可阻挡地向前奔流……

稻香十月
□ 戴永瑞

犹记深秋时节，红衰翠减
物华休，整个世界的底色变成
了冷色调。在这样清冷的色调
中，突然有满山红叶火一般燃
烧在你的眼前，你一定会惊叹
起来。那些红叶，有枫叶，有黄
栌叶，还有一些叫不出名字的
红叶树。棵棵红叶树，仿佛披
一身红裙的虞姬，有种凛冽傲
然、果敢决绝之美，那么英气盎
然。在万物肃杀的季节，这种
美哀而不伤，没有悲悲戚戚，有
的是磊落飒爽之风。

红叶的热烈红色，已经在
视野里消失很久了。春天百
花 争 艳 的 时 候 ，处 处 姹 紫 嫣
红，红色的花朵随处可见，而
秋 天 一 到 ，很 多 花 都 无 踪 迹
了。花朵是娇弱的，习惯在春
风暖阳里盛开，多半是禁不住
瑟瑟秋风的，而红叶经过了清
露寒霜的考验，变成花朵一样
的红色，用来填补季节色彩的
空白。它们以绝美的姿态迎
接深秋的到来，也迎来自己生
命的高光时刻。

还是加缪说得好：“秋天是
第二个春天，每一片叶子都是
花朵。”这句话尤其适合红叶，
每一片红叶真的就是一朵花。

且不说枫叶形状美观，本身就有花形，最有观赏价
值。就是那些最普通寻常的红叶，也是可观的风
景。它们经过了寒潮冷雨的锻打，在一场场秋霜中
变得艳若红花，重新焕发出生命力，彰显出生命最美
丽的姿态。红叶是深秋盛开的花朵，一片叶是一朵
花，千万片叶是千万朵花。秋天的红叶可比春天的
红花规模大多了，红叶树棵棵相连成片，片片相连成
海。放眼望去，漫山遍野都是红叶。如果是在晨露
未晞的清晨，红叶上点缀着颗颗晶莹的露珠，更显红
叶的灵动诗意。“霜叶红于二月花”，红叶这深秋盛开
的花朵，真的比二月花还要红艳美丽。

我以为，红叶比二月花美，更在于其气质和神
韵。花朵是娇气的，鲜嫩的，活泼的，就像是小女孩
一般，靠着撒撒娇就能得到宠爱。花朵的美太短暂，
青春匆促，韶华易逝，空留落花流水的嗟叹，而红叶
完全没有一点娇气，就说红叶的红色吧，一点不像红
花那么单薄软弱，反而像烈酒一般厚重而有味道，值
得人回味。红叶的背景是深秋，其氛围是肃杀的。
因为有红叶，深秋便少了几分萧瑟和冷寂，多了几分
生机和热情。因为有红叶，你会觉得深秋也有暖意
和温情，是值得珍爱的季节。红叶有成熟练达之美，
就像经历沧桑之后的女子，神态平和，不卑不亢，智
慧通透。

没有人不爱深秋的红叶，那里面有经霜后的傲
骨，有历劫之后的坚韧。古往今来的文人墨客，留下
了那么多写红叶的诗词。“梧叶新黄柿叶红，更兼乌
桕与丹枫。”深秋的色彩鲜明的就像一幅油画，而红
叶是这幅画的灵魂。红叶入诗入画，成就了很多不
朽的作品。晚秋凉意生，红叶正灿烂。

“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枫林醉。”行走在
红叶树之间，人立即被翻滚的红色淹没，仿佛陷入深
秋精心设计的埋伏圈，让你不得不沦陷其中。铺天
盖地的红色，热烈奔放，人也被感染得胸怀激荡起
来。层林尽染，漫山红遍，有时这样的红色多少有些
突兀，就像是沉寂的原野上突然有人高歌起来，歌唱
大地的深情和生命的蓬勃，让人忽然间无比振奋。

红叶是深秋盛开的花朵，燃烧出一季华彩，绽放
出一生芬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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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
国
梁

一叶知秋 李昊天 摄

总有这样的感觉，当田间的风拂过脸颊，我仿
佛与青涩的禾苗、成熟的稻子，有一种擦肩而过的
亲切。

我的家乡，在盐都的西乡。九岁在外婆家一个
叫芝麻墩小村入学，在农村供销社工作十几年，家乡
的稻田，在我脑子里所留下的印迹，至今仍然是那样
的鲜活。我家乡的田野是敞开的，平展，旷远。敞开
的田野，几乎与村舍、河流连成了一体。

还记得上世纪 60 年代，那时的芒种是最忙的，
连布谷鸟都唱着“割麦插禾”的歌，由此催得家家户
户进入“双抢”的紧张状态。“双抢”是那个时代的流
行语，连鸟儿们都记住了，更何况于人。如今，那蓄
着浅浅一层水的稻田，是由一台台机械栽插而点绿
的，而过去，插秧是向大地膜拜最为形象的姿势——
手捻秧苗，在弯腰迅速插入水田中的那一刻，父老乡
亲就与大地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这段时间，再苦再
累，心里也是美滋滋的。因为，秋分时节，金黄色的
稻田，镶嵌在晴朗天色下，是他们梦中稻田的景象。

盛夏的稻田，那一丛一行生发的绿，像天上的
云彩一样扩散开来，很是养眼。但也是安静的。飞
起又落下的白鹭，让田野的画面产生了动感。一只、
两只、三只……大多时候在悠闲地啄食，有时也“呱
呱呱”地叫着，它是对翩然而至的同伴一种呼应，也

是对稻田茁壮的长势一种点赞。
过了立秋和处暑这两个时节，深绿色的稻子，

开始步入“壮年期”了，微风中飘来稻花的乳香味，给
那些经验丰富的老农送上一条讯息，此时，特别要关
注“搁田”这样的细节——让稻田缩水，释放其内在
的潜能，稻谷慢慢收浆，促使穗穗颗粒更加饱满。

转眼就到二十四时节的秋分，庄稼人准备开镰
了。一把带着庄稼人指纹的镰刀，与同样带着庄稼
人指纹生长的稻子，将会在稻田相见，这是再一次喜
悦相逢。是喜悦，也是感恩。因为，稻田也有颗金子
般的心。

有一次，黄昏时分，我走到了田边，看见晚霞从
天光中洒下来，铺在还没有收割的稻田上，光彩夺
目，仿佛是涂上了一层迷幻般的油画色彩，令人陶
醉。那情景，直到现在，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今年秋分，金秋收获时刻，也是中国农民第五
次迎来“丰收节”的盛大节日，我一个接近耄耋之年
的人，有幸再一次来到了家乡的稻田。秋风送爽，稻
田金黄。稻田里，稻穗羞答答地低垂着脑袋，像待嫁
的新娘等候着白马王子来摘下她的面纱。一台收割
机前面的一排剪刀随即像理发推子一样咬合着绅士
般亲密地向稻子拥抱过去，稻株被齐根剪断，机械手
把它们送到左侧的传送链上，稻穗嵌入机器内部，稻

株在传送链上滑行，滑至传送链结束处，脱粒工作完
成，稻草随即被粉碎机打成一、二寸长的秸秆撒进稻
田，留作下一茬庄稼的肥料……

今年，非同寻常的一年——克服不利形势夺丰
收。看到那位操作收割机的同志临时停机休息，我
立刻走了过去，见缝插针地与他交谈起来。他说：今
年水稻亩均产量，仍在 1100 斤—1200 斤上下，跟最
好的年成，差不多。之前，我查找过的相关资料显
示，如今盐都的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已经超过 61%，
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 72%，累计建成高
标准农田 60.44 万亩。新机械新模式扎根田间，新合
力新动能不断积蓄，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农业快
步迈向高质量发展。自然而然，我把这一位称之为：
二十一世纪的新农民。

有的情境，是需要深度体验才能进入的。说着
说着，朋友的脸上，笑容灿烂，像绽放的花朵。他说：

“米袋子”稳、“菜篮子”丰、“果盘子”靓，农业根基
牢，“三农”形势好。过去，农民躬耕的身影，是乡村
特有的音符。今天，科技在农业发展上也显示了巨
大的威力。

朋友的话，如秋日的暖阳在心头氤氲、荡漾、升
华。他说在嘴上，笑在心里。更精彩的画卷，正酝酿
在稻梦人的心中。

家 乡 的 稻 田
□ 邵玉田

国庆当日下午，从一派繁华
的商业街头一脚跨进竹林大饭
店的盐城民俗博物馆内，老盐城
街巷往昔的烟火气，便从身边的
喜庆、热闹的节日氛围中穿越出
来，像一首怀旧的老歌一样扑面
而来。

随同龙冈中学紫薇文学社
组团，和一群穿着校服，手举国
旗，脸上身上处处洋溢着青春气
息的花样少年一起，我走进了烟
火气沸腾的竹林大饭店。走进这
方“回味盐城”为主题的天地里。
孩子们满眼里充满新鲜、好奇和
开心，而对于 70 后、80 后的人来
说，更多的是体味、感怀和内心里
五味杂陈的情绪。在普天同庆祖
国 73 周年华诞的日子里，我们比
学生们更能从这浓缩版“老盐城
风情”的地方，感受着盐城经济的
日益发展、社会的全面进步，人民
的幸福安康。

生活在蜜罐里的孩子，对老
盐城人的一切都感到新奇。在
一个“巷道小院”内，从农具里的
箩、匾、筛、筐、笆斗，到厨房里的缸、坛、罐、团、升，再
到条台上的马灯、罩子灯、镜箱，还有丝瓜瓤、石磨、石
碾……他们都饶有兴趣。生活中或许从未接触过这些
农家用具用品的他们，这里摸摸，那里瞅瞅，眼里闪烁
着新奇的光芒，而这些，曾经与我们朝夕相处的老物
件，留下了多少人的记忆啊。

老盐城原来是这样子的吗？通过老照片墙一张张
的图片，孩子们由衷地发出感慨。“一条市河变成了建军
路，后来建军路上有了忠字塔，又有了大铜马，盐城向海
发展的篇章日新月异”。解说的小姐姐总是抄近路，站
在老照片墙前，三言两语就把盐城的迅猛发展概括了，
而许多老照片却实实在在地勾起了我的回忆。与父亲
第一次从轮船码头踏进了鱼市口，扶着栏杆跨上了登瀛
桥，然后尽管舍不得，父亲还是在竹林大饭店为我买了
一碗鱼汤面，还有一盘凉拌干丝。我吃得狼吞虎咽，坐
在一旁的父亲却只是默默看着。多年以后，我的孩子又
会怎样回忆今天我们来过“竹林”的情形呢。

在“电影院、录像厅”的售票窗口体会一下购票，
在“邮局”将一封书信用糨糊小心翼翼贴好，揣入绿皮
邮筒中寄出，在“照相馆”正襟危坐请摄影师“拍一张照
片”，在“歌舞厅”放着双卡录音机蹦一回迪，在“教室
里”体验一下坐在学桌前上学的情形……孩子们在体
验中一边拍照，一边向解说员和家长们发出种种疑
问。多年以后，这批孩子的孩子们也会或许也像他们
一样，对现在的生活状态充满好奇吧？

盐城方言更是引起了孩子们的兴趣。“还有几个月
就高考了，今天老师还带我们到这么热闹的竹林大饭
店，你们要大差不差的，要懂得感谢老师，不能嘘嘘啪啪
的，认真看，好好写，争取得个奖给老师看看。”一位高三
的学生用方言造了一个长句，真的还挺顺溜的。其实，
我倒觉得过去的生活与现在的生活，和方言与普通话有
得一比。安身立本，要学好普通话；留住乡愁，方言也不
能丢。同理，我们都愿意过上今天幸福美满的生活，但
过去的时光里的美好记忆也永不会被磨灭。

在“竹林”短短的两三个小时里，我们在今昔对比
中回味盐城，回味过去，回味发展，而这些学生们更多
的是追寻逝去的民俗，感悟社会的进步，留住属于家乡
的情怀。在“竹林”，我们找到了记忆和乡愁；跨出“竹
林”，盐城街上人流如潮，商业繁茂，桂香阵阵，天高云
淡，今天，真是个属于我们的好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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