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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扇新凉
打开秋天的门
一阵清香
送来秋天的韵
踏进秋天的门
迎面是秋风的邀请
满目是秋天的韵味

秋天的门里
没有了娇嫩欲滴
多了份成熟稳健
秋风顽皮地
在田野里打着滚儿
秋雨稳重地
在叶片上打着成熟的鼓点

秋风执笔
雨丝作彩
调和出季节的颜色
五谷飘香
瓜果满枝
喷薄出季节是味道
秋虫鸣叫
秋蝉唱晚
弹奏出季节的和弦

踏进秋天的门
就踏进金色的旋律
踏进秋天的门
就走进风景如画

乡间秋雨

秋雨，早秋的雨
在多情的乡间随意飘摇
滋润着日夜疯长的瓜果梨枣
卸下了农人忙碌一夏的疲劳
在多情的村庄
在温情的农家
絮语呢喃

秋雨飘过田野
浇灌出五谷的香气
秋雨飘过山野
涂抹出红色的彩妆
秋雨漫过村庄
农舍在秋天里诗意

秋雨的颜色是多彩的
不然，怎会有

高粱的大红
谷子的金黄

乡间的秋雨
温润着庄稼人湿漉漉的惬意
趁着秋雨短暂的小憩
谋划农家沉甸甸的秋事

八月

从酷暑到凉爽
从青涩到成熟
一个夏秋相握的日子
在八月里生动

八月是心灵手巧的工匠
精雕细琢着万物的模样
谷子弯腰
高粱抽穗
葫芦满架
果实上色
一切的一切
都出落成季节里
最优美的姿势

八月
有秋蝉鸣唱
那是对夏的留恋
和对秋的向往
知了声声
喧嚣的残韵
悠远了季节的时光

八月
有雨拉开秋的帷幕
赶跑了酷暑
酿造了凉意
被秋雨洗过的八月
天空一片瓦蓝
白云如丝
轻灵得让人心疼
飞鸟盘旋
优雅得叫人心醉

八月
从夏日的璀璨里脱颖而出
拥抱着秋日的靓丽
出落成季节里一幅
精美的水墨丹青

□魏益君

踏进秋天的门（外二首）

宋神宗熙宁六年，苏轼在立秋日，
与钱塘县令周邠、仁和县令徐畴一起，
祷雨于上天竺寺，夜宿灵隐寺。上天竺
寺，在灵隐寺南，群山环抱之中，有下天
竺、中天竺、上天竺三座古寺，均供奉观
音大士。那一夜，苏轼彻夜不眠，文思
愁绪，诗情如泉水涌动。于是，他提笔
写下了一首立秋诗，名叫《立秋日祷雨
宿灵隐寺同周徐二令》。

苏轼写的是首七律诗，首联为“百
重堆案掣身闲，一叶秋声对榻眠”。那
诗里的百重堆案，是说公务文书之多，
公事繁杂劳心，让苏轼很无奈。诗里的
掣身闲，是苏轼说自己，撇下公事，去山
寺祷雨，以求得一时空闲。我想那祷
雨，在当时也是为了百姓，并不是完全
的旅游休闲，也可以理解为执行公务。
也就是说，是为官的苏轼，另一种为民
勤政之举，有点公私兼顾，快乐工作的
意味。那天，苏轼在灵隐寺夜宿时，他
说他仿佛听到了一叶秋声，伴他对榻而
眠，让他的内心，忧思感慨，难以平静。

苏轼此诗的首联，是写意交待，诗
情不足。可是，接下来的颔联，就截然
不同，那诗情如水波荡漾，诗意如影随
形，行云流水，让人如沐其间，心神安
详，思绪绵密无涯。我读此颔句，感觉
在子夜天宇，有银针飒飒落地，看到了
天籁的影子，听到了诗心沉吟的神韵。
那颔联，就是写得妙呀，“床下雪霜侵户
月，枕中琴筑落阶泉”。那诗里的雪霜，
喻指月光，侵入户内，藏在床底，是什么
样的感觉，是诗心的灵动，情趣盎然。
诗里的琴筑一字，喻意泉声，那筑字，本
为乐器名，在此诗句里出现，锦上添花，
让夜不能寐的苏轼，睡在枕上，却听到
了泉声如琴，琴声似泉。

此诗颈联：“崎岖世味尝应遍，寂寞
山栖老渐便”。那诗意和诗情，转到感
叹身世，交代命运，表达心绪，陈述处世
立命的生存哲学。世事坎坷，五味杂
陈，尝尽了之后，也就不足为怪了。正

如一个老人，寂寞地栖息山寺，回望一
生，是是非非，沧海桑田，都成过往云
烟，只能释然从之。那诗里的一个便
字，就是适应之意。那便字，不可小觑，
它是苏轼人生的大境界，是洗尽铅华，
尘埃落定，也是诗人返璞归真，必然要
接受的生命归宿。那“便”字，又让我想
到了随便之意，那诗人苏轼，也许正有
此意，人要活得云淡风轻，就得学会随
遇而安，接受现实。

我敬仰苏轼，尤其崇拜他的诗里，
有活着的血液和灵动，他不只一味地个
性抒怀，总在诗里，表达出人性共通的
理想，生命体恤的风光，人生洞悉的光
亮。正如这首诗的尾联写道：“惟有悯
农心尚在，起瞻云汉更茫然。”此句，让
诗人在个性的世界里，释放出来，诗情
沉重而昂扬，那起瞻云汉的忧国忧民之
心，跃然文字之间，成为悯农的感叹，一
息尚存。在此句里，出现茫然二字，我
以为那不是绝望的茫然，那是云汉逍
遥，银河灿烂，是苏轼内心最隐秘，也是
最深沉的眺望与渴望。

有人告诉我，苏轼为尘事焦虑，睡
不着，那不是庸俗的烦恼，而是身心的
沉迷与关爱。他借助写立秋诗，释放情
怀，表达心智，是常人看不到的平凡快
乐，也是关注尘世烟火味的快乐，是修
为的凡俗之乐，吸取的力量，是精神的，
也是人文的。记得宋玉有一句：“悲哉
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
从此悲愁，成了中国千古诗人，写秋的
宿命情怀。也有诗人，是喜秋的，比如
刘禹锡的“我言秋日胜春朝”，毛泽东的

“一年一度秋风劲”，那秋的悲情，不复
存在。还有诗人，写秋时，亦悲亦喜，杜
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有“八月秋
高风怒号”的悲怆，也有“安得广厦千万
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歌唱。而
苏轼的这首立秋诗，与诗圣杜甫一脉相
承，有悲有喜，表达出对民生疾苦的深
切关怀，成为千秋传颂的经典之作。

□鲍安顺

苏轼的立秋诗

书读得累了，于是，抬脚走出斗室，
顺着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无目的地向
前走着。

说无目的，其实是有的，就是前方
不远的湖畔。

走完住宅区的水泥路后，接着的是
一条土路，逼仄的。路的左边是一碧荷
塘，路的右边，也是一碧荷塘。路就是
从荷塘之间伸出，像是荷塘的脊椎骨。

路的尽头是湖，永远清凌凌的湖
水，荡漾在黄昏的时光里，微风吹起满
脸的笑意。湖的尽头是夕阳，这枚硕大
无朋的天地之果，在坠落之前，总是恋
恋不舍地在湖的边缘徘徊。像远行的
人，在即将隐入地平线之前，总要留恋
地回头眺望。又像是一位恋人，在张望
着心上的人儿，不舍离去。而她的辉
光，洒落在湖的边缘，充满了神奇的魅
力。

这些景象我是熟悉的，因为我在这
里度过了数不清的黄昏。

沿湖遍植着一种树——垂柳。这
是一种常见的植物，放眼望去，一株接
着一株，在地头，在湖畔，在小院……这

种平民的植物，你栽也好，你插也行，你
把它植在哪儿，它就把根扎在哪儿。任
凭严寒冬雪，任凭风吹浪涌，从不挪移
半步，默默地生长，默默地落叶。每当
春风掠过，万绿丝绦争先恐后一夜爆
出，鹅黄色的芽儿，一个挨着一个，整齐
而又缜密，投射着无限的生机。你置身
其中，不仅明目清心，你还不得不感叹
造物主的神奇。

唐代诗人贺知章见此情景，不禁赋
诗曰：“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
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
刀。”诗人深深地抓着了杨柳的特征，把
她比着美女的化身。高高的树干，就像
她亭亭玉立的风姿，下垂的柳条，就像
她裙摆上的丝带。在这里，柳就是人，
人就是柳，两者之间仿佛没有什么截然
的区别。诗中没有一句“杨柳”和“腰
肢”字样，然而这早春的垂柳以及柳树
化身的美人，却给诗人写活了。我们和
柳树的缘分实在不浅。小时候，我们常
常赶在翠柳初绽之时将柳枝折下，编成
头饰戴在头上，和小伙伴们穿村走巷，
引起大人们的注目，心里好不快活。

夏日，走在荷塘中间的小路上，路
边的青蛙纷纷跃入水中。这些可爱的
小动物，在水中潜游不了一会又浮出水
面，作静止状，顽皮地朝你眨着诡谲的
眼睛。有的还蹲伏在不远处的荷叶上

“呱呱”地叫上几声，仿佛在告诉同伴：
注意，有情况。水鸟们则在层层荷叶的
掩护下，寻觅着果腹的鱼虾，见有人走
动，不作惊飞状，而是匆匆地钻进更深
的翠绿里。鱼儿的唼喋声，忽明忽暗。
蓝蜻蜓、红蜻蜓，在初绽的粉荷上挑逗
着光阴。

冬日，呈现在眼前的则是一片枯枝
败叶的景象。从枯荷上，我们读出了时
光的残酷。青蛙和蜻蜓，这些鲜活的生
命，早已不见了踪影，面对一阵紧似一阵
的朔风，我们不由发出感叹，但这只是无
奈的感叹，谁有办法能将时光倒流呢？

岸边有垂钓的老者，雕塑似的，两
只眼睛却在全神贯注地注视着鱼漂。
此刻，纷繁的世界离他很远，生活中的
烦恼和忧愁离他很远。当他顺着钓竿
抓住“战利品”时，那隐藏很深的喜悦，
才从紧蹙的眉宇间流露出来。

我只能远远地看着他，我怕惊扰了
他。看着他的坚守，看着他的自信，看
着看着，一种景仰油然而生。这些风烛
残年的老人，面对人生的黄昏，依然一
副悠然自得的神情，他们把垂钓当做人
生最后的乐趣和追求，他们相信，在韧
性的追求里，总会收获意想不到的惊
喜。

不远处，农人和牛不紧不慢地在田
间劳作。一边是金黄色的稻浪，一边是
白晃晃的水田，稻秧的嫩绿从他们的手
上和蹄印间生长出来。他们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地耕耘着赖以生存的土地，用
汗水宣泄着对土地的忠诚。而土地，则
对他们回报以金黄色的丰收。

夕阳已完全沉入湖底，黑夜收走了
她的最后一缕霞光。蓝宝石般的天空，
已被星星占领。

兴致勃勃地走进湖畔黄昏，走进物
我两忘的境界。须臾，又心地坦然地从
如梦如幻的暮霭里走出，虽然两手空
空，但心灵受到了一次净化、一次启迪。

远远地，斗室的小窗下的那盏灯亮
了，不用说，那是妻张望的眼睛。

□周宗雄

湖畔黄昏

盛暑溽热，徜徉故园水乡觅清凉。
静伫菰蒲水岸，苇丛葱茜，残照濡染，水
香漫漶，内心波光旖旎。水乡人家傍水
而居，门前竹桩码头，古雅风情。

竹桩码头，抑或石码头，周遭水色淋
漓，水香氤氲，菰蒲菱荇散发的清香，浣衣
村妇搓衣的皂香，发髻上栀子香，唼喋鱼
儿窜出水面的腥香，渔船上麻虾呛蟹香，
河水糅合了浸泡水中植物草本的清香。

水岸边泊着黑黜渔船。渔船周身
斑驳，伤痕累累，旷古的静谧。渔姑面
容姣好，拣鱼挑虾，动作娴熟，流盼的眼

神映着清凌波光，妩媚静美。
蹲在水岸狭长的圩堤上，看远处田

塍上农夫牵着水牛，肩扛犁铧，逆光剪
影里，身后是蜂蝶乱舞，水墨蜻蜓，线条
奔射万缕霞光，令人走进古朴典雅的明
清小品里。

清晨，天色饱满，诱人。水岸边，人
们汰洗衣服，洗脸漱口，洗涤碗筷。村
妇趿着拖鞋站进水里，河水浸没粉白小
腿，麻利地搓洗手中裤褂。

树荫下，有村妇在裱袼褙、纺石棉、
结渔网。老者古铜色，躬腰打盹，搓草

绳、压草箔。有汉子在水边摸螺蛳、罱
河泥、绞河草。柳条凳上有黄发垂髫下
象棋，如入宋代范宽的画境。

孩子们河边嬉水。突然纵身一个
猛子扎下水，不见踪影。半晌他会摸起
一把螺蛳浮出水面，甩着头，冲人扮鬼
脸。有时会摸到一只破碗，咿呀怪叫。
汉子们在木船上搓澡，洗去一身的汗渍
和疲惫。

霞光濡染，浣衣村妇衣裳色泽和云
霞交融的一刹那，蕴彩涵光，色泽丰盛，
如印象派的画作。棒槌，此消彼落，水
珠迸溅，贴着水面传得很远。糅莒的声
浪犹如一条旖旎的襟带，自远处逶迤而
来，鲜活了水岸码头。一码头的村妇都
在忙，不停地搓，揉，撩水，挤干，再入
水，拖，拽，感觉那衣衫一入水，铺展开

来，像极了戏台上的宽大水袖，青石码
头就是她们的小小舞台，而青碧碧的河
面，连同岸边的杨柳、水中的藻荇、芦
苇、鹅鸭还有傍河民居，小石桥、桥下扁
舟，则是偌大的背景。

水岸边木桥上蹲满纳凉的人。木
桥苍老，静默如牛。手摇芭蕉扇，喁喁
私语，很有一番逸人风致，感觉夏夜幽
微、静好。蛙声清透磊落，荷风轻抚，明
月星光，表里俱澄澈。萤光冰蓝，给人
以灵感和遐思。

残暑晚初凉，轻风渡水香。大家觉
得在水岸边纳凉，在水码头上汰洗衣物
干净爽利，家长里短，别有一番闲情雅
致。水香水色中，得水菱和香蒲滋润，
与纯净河水亲近，与恬淡田园亲近，乡
情浩荡。

□宫凤华

轻风渡水香

因为洗的次数多了
水的涟漪也泛起了墨的味道
小鱼为你染了肌肤
小虾为你去逃亡

因为注入了一汪清泉
划破了整池的墨色
进化了小鱼 吸引了小虾

水与池

我N次轮回
成为云化为雨
有幸坠入你的心窝

你却不能拒绝墨的惊艳
抹黑我的全部

花为你凋零
柳为你枯黄
我将为你再次飘零

□余 飞

洗砚池有感(外一首）

正气浩然天地间，
红旗漫舞颂清廉。
无私无畏胸怀广，
为党为民品志坚。

一片丹心尘不染，
满腔碧血铸时贤。
河清海晏开新纪，
盛世龙腾万象妍！

□陈 坤

七律·廉洁颂

佘美丽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