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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别秋天
曹建龙

轻轻撕下秋天的最后一页日历，指尖不禁微微

颤抖。时间如白驹过隙，忙碌间，秋天已悄然过渡

到立冬，只留下伤感的古诗与我作别。心中的不

舍，如潮水般涌来。

阳光依旧和煦，凉风中带着丝丝秋意。步入熟

悉的土地，我挖红薯、摘霜茄子、收割金黄的南瓜，

处理着晚秋的馈赠。辣椒树已落光叶子，仅剩的辣

椒如同火红的灯笼，点缀在枝头。

然而，再美好的秋天也有尽头。父亲回到家

中，轻轻擦拭着割禾的工具，眼神中透露出一丝不

舍，然后整齐地将它们收藏。接着，他拿出冬天的

工具，细心打磨、修理，迎接冬天的到来。饭后，他

又一次踏上田地，与庄稼深情告别，神色中满是眷

恋。

母亲也不甘落后，接过冬天的接力棒，忙碌在

厨房和屋檐下。她将红辣椒穿成串，挂在屋檐下；

将红薯藏入窖中；将萝卜切成条晒干，准备腌制。

萝卜的香味，已飘进冬天的门槛。

田野里，动物们已不见踪影，植物也悄悄与秋

天告别。落叶树只剩下光秃秃的树枝，在寒风中摇

曳。秋天的花儿早已凋零，只剩下满目的萧然，等

待春天的到来。

立冬，这座深秋与冬天的桥梁，奏响了冬天的

序曲。告别秋天，走进冬天，阳光依旧温暖，风不太

寒冷。出门到田地，无需斗笠、蓑衣，挖地种菜、摘

菜平土，汗水浸湿了衣背，但劳动中却充满了悠闲

和满足。

我踩着落地的枫叶，它们如同秋天的信使，将

秋天的消息传递给大地。冬天雪一覆盖，这些叶子

就会化为肥料，滋养着花草树木。到了春天，枫树

又会焕发出勃勃生机。

我站在溪边，看着清澈的流水潺潺流淌，留恋

着这样的时光。站在田边，看着裸露的泥土，它们

在静静等待着春天的到来。

站在阳光下，天不冷清，风带着阳光的味道。

远山迷雾朦胧，我仿佛看到了母亲在晚秋里忙碌的

身影。她曾对我说：“秋天走了，冬天来了，希望和

幸福也会紧跟着而来。只要心中有爱，就有力量面

对一切困难。”这句话温暖着我的心房。

冬天来啦！我得打个电话回去，告诉年迈的父

母要记得添加衣服。回望秋天，硕果都已归仓，丰

富着我们的味蕾。因此，我要感谢秋天，感谢它给

予的满满惊喜和收获，感谢它让我们在忙碌中感受

到生活的充实和美好，感谢它让我们在离别中学会

了珍惜和感恩。

季节轮换、岁月更迭，这是大自然的规律。秋

天走过的路、看过的风景、听过的声音都已嵌入我

们的记忆。接下来的日子，我们还要继续走、继续

看、继续听……带着对秋天的眷念，勇敢地迎接冬

天的到来。

晚秋之美
何小琼

十一月初，晚秋。晚秋有萧条之美，古人说伤

美悲秋。于是，这两个字有了婉约之美，它出自《南

史·刘之遴传》：“兼晚秋晷促，机事罕暇，夜分求

衣，未遑披括。”此时，漫步在外，总能听到有叶落的

沙沙之声。而霜是晚秋的一个产物，秋之凝霜，萧

萧叶落，盈盈姿态，绵绵秋日，缠绵深长。

相比春的明媚，夏的激情，秋是沉稳的，孤寂

的，又是内敛的。难怪宋代的秦观在《宿金山》中写

道：“我来仍值风日好，十月末寒如晚秋。”晚秋，总

有淡淡的忧伤愁绪，但又不缺优雅的风情韵味。正

如《戚氏·晚秋天》中写道：“晚秋天。一霎微雨洒庭

轩。槛菊萧疏，井梧零乱，惹残烟……”深秋微雨，

菊残叶疏，轻愁熏烟，引人入胜。

晚秋时节读晚秋的诗，要在夜深人静，秋雨绵

延时更有韵味。并且还要是年老时，太年青品不出

其中滋味，也配不上窗外淋淋沥沥，如泣如诉的曼

妙秋雨。一杯香茗，一卷好书，茶香书香，便有了情

调。如此时，品读南北朝诗人庚信的五言诗《晚秋》

便是美妙之极。听的是专业朗诵，配的是有着淡淡

忧伤的乐曲，一句一字，悠然低沉。还有专业的剖

析讲解，着实是美的享受。

音乐缓缓弥漫，朗诵古诗的声音温柔沉稳：“凄

清临晚景，疏索望寒阶。 湿庭凝坠露，抟风卷落

槐。日气斜还冷，云峰晚更霾。可怜数行雁，点点

远空排。”数十字，在那充满情感的声线中高低起

伏。勾勒出当年作者悲凉的心境，和忧郁的心绪，

映衬着晚秋那萧瑟的场景。让如今的听众体会到

当年作者无奈，但又不甘的心境。

晚年，晚景，晚秋，三晚合体，让人体会到诗人

当年的境遇。景致萧条，坠落的凝珠沾湿了庭院。

风起卷起槐叶。夕阳西下，深秋寒风乍起，层层山

峦笼罩在迷雾中更显阴霾。而夜色朦胧中，那孤寂

的大雁正飞翔在远空，渐行渐远。随着朗读的声音

层层递进的讲解，音乐悠悠。无不让我感受到那种

晚秋的凄愁之美。此情此景，仿佛诗人正踏着岁月

的长河，长衫翩翩，凝思仰首而来……

夜深，雨声念旧，再续一杯香茗。忽然想起几

十年前流行的一首《晚秋》，黄凯芹的歌声那么深情

温润，当年是传唱大江南北的。歌词有着淡淡的忧

伤，深情爱意舒发得淋漓尽致。当年年少，听不出

韵味，如今再听，已是物是人非。当我懂得时，已非

当初人。

“曾停留风里，看着多少的晚秋，如何能跟你

说，别潇洒的远走，含愁凝望你，要分手是时候，那

心间，多少泪水未让流。何时能解开心中，多少苦

与忧，何时能解释，心中空虚的借口，情谜围住我，

你此际又回眸，问情怀可永久相拥有。朦胧缠着那

份爱万缕，明晨离别盼望爱仍留，共你常一对，相爱

结伴随，却总怕醒觉随梦走……”

晚秋之美，无论是古诗中，还是歌曲中，皆是曼

妙之美，让人难以忘怀。

秋风的魔法
黄红彦

秋天是一位化妆师

风，是她轻盈的画笔

在广袤的大地上自由挥洒

轻轻勾勒

绿叶披上橙红的绮裳

再添几抹

橙红渐变为深红，似海洋起伏摇荡

从南到北，满眼树木

都在默默等待秋姑娘梳妆

一棵，两棵……

她的身姿于林间轻盈跃动

为每一棵都细腻雕琢别样秋光

万里山河在她笔下绽放

处处洋溢迷人的风姿与欢畅

它们仿若在轻诉秋的篇章

展现着秋的璀璨和绚烂的锦帐

五彩斑斓，是自然的绝美吟唱

是秋姑娘赐予大地的珍藏

在这缤纷的秋色里沉醉徜徉

领略生命的蓬勃和自然的神奇力量

秋天的怀念
杨世庚

从小我就喜欢故乡的秋天，多年来初心始终不

改。故乡的秋天承载着我儿时全部美好回忆，每年

秋天如期而至时，那些美好的回忆便纷纷在脑海中

浮现。

故乡坐落于穷乡僻壤的深山里，那里交通闭

塞，地势险恶，是典型喀斯特地貌地形。可就是在

这群山环绕中竟有一片静谧而辽阔麦田。每年秋

天一到，麦子熟了，金灿灿的，从高处俯瞰，一丘丘

麦田就像是一幅以黄色为基调的油画铺在大地上。

儿时上下学来回都要从田埂上经过，秋收之

后，上下学最快乐的事便是在田间捉蚱蜢了。坦白

地说，我和表哥都是捉蚱蜢高手。我见过几个初出

茅庐的捉蚱蜢新手，每次捉蚱蜢时，非但蚱蜢没有

捉到，最后还搞得一身泥。

当我在课本上读到闰土教鲁迅先生怎么捕鸟时，

我深有体会。因为不管捕鸟还是捉蚱蜢都需要讲究

技巧和策略。就蚱蜢而言，首先得清楚蚱蜢这类昆虫

听觉是十分敏锐的，其次是蚱蜢动作尤其灵敏。所以

在捕捉过程时，不能离蚱蜢太近，这样容易打草惊

蛇。若是想用双手直接捕捉是十分困难的，当然我也

见过一些初出茅庐者，用整个身体扑向蚱蜢的。

我和表哥绝不会这样干，而是采用出其不意的

策略。我们会先轻手轻脚、慢慢靠近蚱蜢，等距蚱

蜢还有二三米时，趁其不备便把早已摊开的衣服扔

过去。衣服一旦盖在它身上，便会让其插刺难飞。

当然这样做也有失误的时候，因为有可能衣服会扔

偏，或让风吹走，但多少情况下是成功的。记得小

时候，我和表哥每次回家，手上常常是提着几串蚱

蜢回去的。

喜欢秋天的另一个原因——秋天是一个适合

读书的季节。夏天过于奥热，冬天过于寒冷，春天

又过于绚丽。唯有秋天，不仅气候舒爽，还带着一

丝萧瑟，这样的环境最容易让人心境平复。小时

候，家境不富裕，为节省一些电费，家中自然无福消

受电风扇或空调这样设备。所以每年夏天，一边读

书一边被热得汗流浃背时就特别渴望秋天快点来

临。秋风一到，一切困难便引刃而解了。

儿时放学回家，落日西沉时分，我常爬到大伯

家那幢用火砖砌成的洋房上。父亲不知从什么地

方弄来了《林海雪原》《一千零一夜》《安徒生童话全

集》等斑斑古旧的书籍，我就一边躺在凉丝丝的水

泥地板上一边废寝忘食地读那些书。那时看似读

的是“闲书”，可如今看来，正是那些“闲书”让我面

对生活时受用无穷。读累了，我就把书充当垫枕，

久久凝视碧蓝如洗的天空，然后对浩渺的天空产生

各种奇妙遐想。

时间如白驹过隙，如今算来，离开故乡已有十

多年之久。虽身在异地，但还是会时常怀念起在故

乡点点滴滴:怀念儿时在麦田间追蚱蜢的自由自在

奔跑；怀念在楼顶毫无杂念地读书；怀念故乡清爽

怡人的秋风。怀念与故乡有关的一切。

稻穗垂下了头

田野宛如金色的海洋

闪烁着丰收的璀璨光芒

收割的镰刀

“刷刷刷”在垄间欢唱

沉醉的汉子

心灵随稻香飞扬

一堆堆稻米

绘出江南的旖旎风光

稻谷熟了
黄红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