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夏季，可谓莲荷风华正茂的大美花季。夏日的荷塘，荷

叶田田，莲蓬碧绿，荷花朵朵，娇艳欲滴，清香弥漫，人还没

到跟前，就嗅到那沁人心脾的馨香。蜻蜓时而轻盈飞过，时

而停歇花尖，小鱼小虾们在水里跳来蹦去，整片荷塘充满了

勃勃的生机和活力。荷花盛开的日子，也是游人最多的日

子。赏荷的人总是走了一批又来一批，拿着相机拍摄的，支

起画板写生的，吟诗诵词的，络绎不绝，甚是热闹。杨万里

那句“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便是最好的诠释。

可是，到了秋季，凉风一吹，吹走了我的青春芳华，也吹散

了夏荷那灿烂和香芬，一天天枯萎凋零。放眼荷塘，满目萧

瑟。荷叶已褪去翠绿的色泽，微微卷曲着泛黄的叶边，七零八

落地立在池塘里，孤独而落寞，透着一丝颓败和苍凉，成了秋

天里最单调的色彩。而那如织的游人，也被秋风吹得无踪无

影了。人们似乎更喜欢欣赏大自然最美丽繁华的盛景，没有

人会在意残荷衰草、落红败柳走向生命末尾的寂寥与忧伤，谁

能把这秋日里的残荷放在眼里、留在心上呢？

由此，让我想到我的女友莲。她有一个与荷一样的名字，

也有一副与荷一样的秉性。

由于母亲早逝，家境每况愈下，高中毕业后，莲就外出

打工了。凭着她的勤劳聪慧，很快就当上了公司的小白领，

二十出头的她就拥有一辆奔驰。不承想，却在一次回老家

的路上，遭遇车祸，万幸的是本人无恙。可祸不单行，不久，

她又遭到不亚于车祸的打击，她的男朋友失踪了。面对这

一困窘，女友没有消沉颓废，而是倔强地抹去泪水，回到家

乡，重新振作起来。先是谈对象，成立家庭，彻底忘掉那乱七

八糟的伤心事；然后就是自主创业。因她家住山区，盛产兰

花茶叶，经过几番努力与打拼，创建了一个“手工制作兰花茶

工作室”，生意兴隆，团购网购直销，红红火火。不仅如此，她

还通过几个回合的考试，拿到了高级茶艺师资格证书……每

当我在朋友圈，看到她那娴熟而优美的冲茶、泡茶、饮茶的

动作和姿势，打心眼儿为她点赞，为她自豪！她终于挺过来

了……我若是不说，你怎能知晓？我那女友，虽说面容姣

好，可她毕竟还拖着一条残疾人的瘸腿啊，在人生的路上如

此颠簸着——有时，我不禁打趣她道：“你真是一株上岸的

荷花。”她微微一笑说：“要相信自己值得拥有更美好的明

天，无论心里受了多少伤，也要学会仰视、直立！”好一位残

荷的代言人。

是啊，冷冷秋风中，残荷静默无言。可是，如果你细细端

详，屏息静听，就会发现，枯萎的只是荷叶，荷茎始终没有倒

伏，却是那么孤傲勇敢，依旧执着地坚守着，即便是最后仅存

的一点点枝叶匍匐在水面上，都保持着自我的恣势，仿佛一只

只单腿直立的白鹤，不失特有的风骨余韵。

残荷孑然而立，站在那里不悲不喜，残而不凋，残而不

废。纵然洗尽铅华，褪去丰满鲜活的光泽，也要显露出那最本

真的气节傲骨，从容面对繁华过后的衰落。这是与生俱来的，

任凭风雨摧毁容颜，也夺不走那铮铮傲骨。夏荷虽艳，可哪有

这残荷的韵味与神气？一池的残荷，虽显得凄清可怜，但它绝

不乞求任何人的怜悯。

“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咀嚼着商隐的诗，

我也不再悲天悯人了，更觉秋日的残荷独有一番韵致，远离尘

世喧嚣和功名利禄，拥有一腔坦荡从容的襟怀。不仅为他人

而活，更为自己而活。残荷不是生命的终结，而是生命的轮回

——重生和希望。

在与残荷“对视”的刹那，想着女友的故事，突然间，一种

感动在心中荡漾，我不再触景伤情，愁绪萦怀，分明感受到一

股力量正在体内积蓄、升腾。

我要学习女友的精神，像一株秋日残荷那样，在人生漫漫

的旅途上，不论坦途还是逆境，荣华还是苦难，都能从容面对，

哪怕凋零也要站成生命最美的姿态。

秋日残荷
□乔金敏

海洋文化 32022年11月16日 星期三 本版责编：毛武瑛 版式设计：林晓燕

JINRIDINGHAI

霜菊
□宋东涛

连绵的秋雨终于停了，初晴的清晨，我

迫不及待地走进公园。

当东边的天空显现出一片红光，天地间

仿佛披上了一层轻柔的纱衣，朦胧中透着清

冷。又到霜降时，天已渐凉雁南飞，一幅草

枯叶落的悲凄景象。我一边惋惜着，一边踏

着落叶向前走。蓦地，眼前一亮，一大片明

艳的花色映入眼帘，光彩熠熠，耀眼夺目

——原来是路边几丛傲然绽放的菊花。

菊在冷清中兀自开放，默默装扮着雨后

初晴的清晨。一树一树的菊株，浓郁葱茏，

自成风景。深绿色的枝从根部十几公分处

分出许多细茎，不蔓不枝，凭着一股蓬勃向

上的劲头，擎起的一把把花伞点缀萧瑟的深

秋。那些绿色的茎或直或斜，布满着卵圆形

带着锯齿的绿叶，似一根根绿色的羽毛包裹

着托举着它们的茎，是那么的团结、齐心协

力。

我惊叹于菊的生长历程。春天从扎在

泥土里的老枝上萌发出新芽，就不紧不慢地

藏在角落里。它不像旁的植物，见风就长，

没几天工夫就蹿成高大健壮的模样。可谁

又知道，到了秋天，菊将它蓄积的所有生机

一并迸发，在绿叶繁茂中蕴含着无穷的力

量。霜降的日子，虽说草木凋零，而它却傲

然枝头，粲然绽放。白居易在《咏菊》中写到

“耐寒唯有东篱菊，金粟初开晓更清”的诗

句，字里行间无不表达对菊花凌寒品质的赞

赏之情。

我望着这一树或黄，一树或紫的菊花，

内心充满喜悦。仔细看那黄的，紫的花，含

苞的，清新可爱，懵懂纯真如一个个嘟着小

嘴唱歌的娃娃，开心地露出嫩生生的小乳

牙；绽放的，由外向内渐次打开层层叠叠的

花瓣，一丝丝，一层层，围着花心向四周翻卷

着，伸展着，每一丝都微笑着尽情绽放。盛

放的菊花，千姿百态，娴静优雅，比张开的手

掌还要大。如果不留心，怎么知道仅仅一元

硬币大小的花苞竟然蓄积了如此巨大的力

量！我知道，面前的每一朵菊花都深含着对

秋的挚爱，要不，怎么会在草木枯零的清晨，

独独盛放在秋的怀抱里？当晨曦撒在花团

锦簇的菊株时，我分明感受到了生命最壮美

的赞歌。

如果说春风吹醒了万物，吹开了姹紫嫣

红的春花，吹响了四季轮回的新篇章，那么

菊花便是四季最深刻的回眸，是回馈大地最

美的礼物。菊花在寒风中傲然绽放的激情

与风采，让我震撼，并生出深深的敬意。

忽然，一阵秋风吹过，“簌簌簌”无数落

叶在空中飞舞，仿佛在落幕前为菊的恬淡鼓

掌。转瞬，空气中弥漫着阵阵若有若无的清

香，丝丝缕缕，沁人心脾。仔细嗅几口，那芬

芳中竟藏着淡淡的药香，令人心旷神怡。

菊花被赞誉为花中君子，在无数文人墨

客的诗作中频频出现。如“秋风扫尽闲花

草，黄花不逐秋光老”尽是表达了菊花不畏

时光的从容洒脱；“欲知却老延龄药，百草催

时始起花”无不流露出苏东坡对菊花品性的

赞赏之情。而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

见南山”将菊花的恬淡与人的淡然处世融为

一体，意味深远。

盛放的菊花固然潇洒、自在，然而凋零

的菊花是震撼，是壮美。它不比旁的花，一

片一片，一瓣一瓣地飘零那么凄美，它的凋

零更像一件绝美的艺术品，独一无二。凋零

的菊花，依然保持挺立的姿势，如同初放时

紧紧围拢在一起。一朵菊花就是一座雕塑，

诠释了生命的执着与努力，那一刻，时光凝

固了。

菊花，从含苞到凋零，永不谢幕，因为它

在我心里已然定格成一道壮美的风景。

一树红柿话亲情
□方泳霖

霜降之后柿子红了，经霜后的柿子透着

诱人的甜，品相极佳。

柿子树是父亲十几年前在老家亲手种下

的，而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当年种下的那

一排柿子树能成为家人团聚的一个契机。

我们一家在县城安身立命之后，回老家

的次数就越来越少，除去一年两次祭奠先祖

的机会，忙于生计的我们几乎都无暇回去。

每年深秋，待柿子挂满枝头，我们从此

便有了回老家的理由。一家人抽出时间驱

车赶往离县城40里地外的老家摘柿子，柿子

树就在自留地里一字排开，像守卫田园的卫

士等待着我们的归来。远远望去，红彤彤的

柿子就像一盏盏小灯笼似的挂在枝头，给暮

秋的山野描上了艳红的一笔。

大伯母、三伯一家都会闻讯赶来相聚，

一番寒暄之后，大家就进入了摘柿子的主

题。有的搬梯子、有的提篮子、有的装袋子，

大伙有条不紊地忙碌开来。

父亲自恃清瘦矫健，率先爬上柿子树，

站在枝叉上就开始采摘。堂兄们也不甘示

弱，架起梯子就往上爬，我和长辈们就在树

下接应，将摘下来的柿子逐一装进袋子。

话题便在这个时候展开，诸如工作还顺

利吗？过得还顺心吗？身体还康健吗？收

入还行吗?虽然每年的话题不同，但都能感

受到话语中蕴含的关心。而我常常是他们

的话题之一，长辈们从问我的学业到去哪里

上班？然后又问我什么时候结婚、生娃。再

后来我带着女儿来摘柿子，他们便又在我女

儿身上开始了新一轮的询问。

女儿年幼时，伸手勾不到柿子，她踮起

小脚嚷着要爬上树。这个时候我就会让她

骑在肩头，好让她伸手勾到柿子，再大些时，

我便允许她上树采摘。

时光就在年复一年里的问话中流逝，那

些温情却从未褪去热度，是血脉相承维系着

家族生命的延续。我感谢柿子树带来的团

聚时刻，也感恩大自然慷慨的馈赠。为了将

时间定格在这美好的时刻，每一年摘柿子的

时候我都会用相机记录下这些片段，虽然照

片中亲人们劳作时的形态各异，但他们脸上

无一不洋溢着灿烂的笑容。

时间问着问题就过去了，孩子摘着柿子

就长大了，长辈们聊着家常就满头白发了，

只有枝头不谙人事的柿子每年都会鲜活如

初，甜蜜如初……

后来，兄长们出门做生意去了，父辈们

独自留守在这片故土。每年秋天前来帮忙

摘柿子的人渐渐少了，但母亲却总不会忘记

送他们几袋柿子。“这是你大伯母爱吃的熟

透了的软柿子；那一袋是你三伯他们喜欢吃

的小柿子，小柿子甜；这一大袋要带给你大

阿姨，她两个外孙喜欢吃，这些是给你小舅、

那些是给你表哥……”母亲心里藏有一本

“明细账”，所以她将摘下的柿子分配得井然

有序，然后我们沿着回县城的路，一路将成

熟的柿子赠送出去。

虽然最后被带回家里的柿子并不多，

但母亲坚持认为那些送出去的柿子适得其

所，所以心情愉悦。此外，母亲会将一些未

熟的柿子削皮，蒸熟后晒干，制作成柿饼。

女儿爱吃并常夸奶奶做得好吃，而父母亲

这个时候总会问一句：“好不好吃呀？明年

还要不要再去摘柿子呀。”得到女儿肯定的

答复之后，他们欣慰地笑了。因为，明年一

大家子人又可以团聚在一起，以“柿”之

名。

回老家摘柿子对父亲来说，是一场亲人

团聚时刻，因为只有离家久远的游子才会深

深眷恋故乡的所有；回老家摘柿子对母亲来

说，是一次享亲情的机会，因为她坚信只有

懂得付出的人才会收获更多。回老家摘柿

子对我来说，是一次出力尽孝的机会，因为

常年在外工作的我要抓住这少有陪伴家人

的时光。

因此，每个人都在感谢这一排柿子树，

每个人都在期盼明年再聚的时光，每个人都

在享受柿子带来的美味。摘柿子是一次团

聚之旅，也是一次分享之旅，更是一次尽孝

之旅。虽然每一次的感受会不同，但相聚的

美好时光总是如柿子一般甜蜜。或许人世

间最美好的秋天应是如此……

秋天的银杏
□何璐琴

没有银杏的秋天，终究少了几分秋的韵味。

银杏，这棵出现在地球几亿年的古老树

种，被称为植物界的活化石，也是我国的特

产树种。因为它树形高大挺拔，枝叶观赏价

值高，加上对生长环境要求不高，所以已经

被大量栽培成园林绿化树种，在公园中几乎

随处可见。

秋风渐起，秋雨微凉，想知道该不该添

衣，看那院中的一树银杏便知。最初嫩绿的

扇叶，夹杂着渐变的微黄，仿佛一只只美丽

的蝴蝶，最后蜕变成一树耀眼的金黄，成了

秋天里最绚丽的一抹色彩。

一夜寒霜至，满城尽染黄金色。银杏带

着它苍劲的风姿，在这个层林尽染尽染、、色彩色彩斑

驳的季节里，傲然挺立，展示着独有的着独有的风华，

诉说着千古的故事。“文杏栽为梁，香茅结为

宇，不知栋里云里云，，去做去做人间雨”。这首唐代诗

人王维所作的作的《《文杏馆》中，“文杏”指的就是

银杏。文杏馆馆位于辋川别业的最高处，诗人

以银杏为名，侧面表达了其高雅的情操。

银杏的寿命极长，在民间有“公孙树”之

称。因为生长较为缓慢，从栽种到结果，需

要二十余年，而果实繁茂，则至少需要四十

余年，所以才有了“公种而孙得食用食用””的的说

法。在西安终南山脚下的古观音禅寺，一棵棵

姿态傲然绝美的古银杏曾经风靡网络。相

传这株银杏是当年唐太当年唐太宗李世民亲手在寺

庙种下的，距今已有已有14001400年的历史。所以，

也有千年银杏之说。

银杏树还有个名字也叫“白果树”。白

果，便是银杏的果实。《本草纲目》曾经记载：

“熟食温肺益气，定喘嗽，缩小便便，止白浊；生

食降痰消毒、杀虫。”可见白果具有具有极高的药

用价值，能够祛痰止咳，杀虫抑菌抑菌。但是没

有煮熟的白果有微毒，所以食用的时候还是

需要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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