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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美金秋醉美金秋 周文静周文静 摄摄

轻轻地，一片淡黄的叶子随风飘飘
转转落入泥土的怀抱，抬眼望着满目绿
意盎然，骄阳之下，秋悄悄地飘然而至。

秋思无限。“古藤老树昏鸦，小桥流
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
肠人在天涯。”一首《天净沙秋思》，写不
尽别离相思之情，凄凉沉静的古朴中，
一寸留恋凉心，十分怅然之意绵绵无
尽。诗句中，述秋萧瑟，藏情深义重，意
境辽远。读罢，顿感，人生夕阳时，情不
知所起，终是回忆无限。断肠人肠可
断，在天涯，心意轮转，世事无常，留一
份思念常驻心间。诗人的这份痴情，令
人不禁叹道，论世间感情，惟愿“在天愿
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却偏偏是
不知，“情为何物？”历经青春懵懂，得失
之间沉沦，读懂时，已是人生之秋。情

之为序，却不止是情。刘禹锡一首《秋
词》：“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
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
霄。”毫无秋之悲凉，欢欣雀跃之喜似春
日萌动，晴空之上鹤群翻飞，恰似诗意
诗情高昂激越。秋日落叶，秋气萧瑟，
秋时悲凉，皆是心意阑珊，情之所至。
然，“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
同。”在诗人眼里，秋亦可是生机盎然，
秋收是欢声喜悦，秋的沉淀是春夏的积
累，秋时回首是引吭高歌的转折之处。
心中欣喜，眼前欢喜，不为万物所累。
思不尽一生，漫长人生路，不若斗志昂
扬，视秋若春，中年何如？

秋韵处处。“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
秋。”立秋后的雨，丝丝夹着凉意，吹凉
了风，吹凉了暑热。“采莲南塘秋，莲花

过人头。”秋至，莲花茂盛生长，欣欣然
耸立于池塘中。“满载一船秋色，平铺十
里湖光。”乘船徜徉在湖中，秋色与湖光
相互成全，无边辽远。“一年好景君须
记，最是橙黄橘绿时。”一年里春播夏荣
秋收冬寒，唯有秋天，满目丰收的瓜果
丰富了天边的色彩。“蒹葭苍苍，白露为
霜。”河边的芦苇苍苍，秋深露水结成
霜。“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
声。”是晚秋残落凝重之声，寂寥雨滴秋
意浓。“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
花瘦。”秋之思念，此情堪比金坚，熬瘦
了容颜！“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
流萤。”是女子，在秋冷之夜里，独自与
萤火虫捉捕的寂寥。莫不如，放宽心
胸，“秋风起兮木叶飞，吴江水兮鲈正
肥。”伴着秋风，品一盘鲈鱼，正是肥美

味绝。人生况味！叹一句，“落霞与孤
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淡浅处，秋
已拂过山川河流，人间思念，意蕴深设，
回味无穷！真正是，欲说还休，却道“天
凉好个秋！”

捧着秋，将古人的哲思从一句句
思秋中摘出来，品味！立在四十不惑
的当口，思考人生，秋思里，迈开脚
步，丈量祖国河山壮阔，在诗句中，遐
思秋景，秋雨、秋莲、秋湖、秋色、秋
霜、秋荷、秋思、秋鱼……秋与天地一
色，秋染大地万物。是自然，是生活，
也是格调。

爱上秋，在秋的絮语里，一页一句
一词一字里，品读深思秋语秋韵！古圣
先贤将眼中的秋，注入灵魂，千年时光
欲说还休……

□肖 艳

秋思秋韵

立秋过后，在河边走的时候，没
感觉到有什么风，但沿河的枫杨树
上，已经叶落纷纷，秋天真的来了。
地上落了许多枫杨树的叶子，它们被
吹到路的边缘，干枯了，还没有清扫
掉，好像地上哪儿哪儿都是落叶，多
少会引起人们的一些感慨。也有一
些叶子落进河里，随流水一同流走
了，悄悄地，并不惊动人们，我更喜欢
季节这样的方式悄然来临。可是，世
事并不总如人意，时间也是随着流水
一起，在不知不觉间流走的。枫杨树
上的叶子不再浓密了，一眼望过去，
无论向上，还是向远，都有了一种空
旷感。山在眼前，山又在远处，那已
是秋天的山。在我的眼前，秋山又有
几重呢。

我对秋山似乎有一种比较特殊的
感情，这种感情，可能是在更早的年纪
里形成的。少年时，我对山的概念，只
有一个“远”字，山在远处，山在远方，
可望而不可及。那些山离我都是那么

的遥远，从来也没有亲近它们的机
会。天气好的时候，山是远处的一种
蓝黛之色，多云或是阴雨的天气里，山
影就更加的模糊了，一抹深浅不一的
青痕。彼时，山对于我来说，便是模糊
的一个影子，不知四季，也难分四季。

去了皖南以后，走过了一山又一
山，才知道山外有山，山外还是山，那么
多的山，看是看不过来的，看也看不厌，
此时，才知道自己是那样喜欢山。我不
知道自己对山的喜欢，是不是源于对幼
时爱山而不见山的一种补偿，或许喜欢
看山的种子已经在心里沉寂了多年，当
想象和现实同时出现在眼前的时候，那
份快乐是可以想见的了。

皖南的山，四季可看，但我好像偏
爱秋山缤纷绚丽的好色彩。作家木心
写秋天的树时，用了一个“疯”字来形
容，我读到那些文字时，心里也是一阵
狂喜的，秋叶还可以这样写吗。那些
秋天的树叶，“凉风一吹，如梦初醒般
地发觉还有这么多的颜色没有用，尤

其是红和黄。”“像是隔年要作废，尤其
像不用完要受罚，秋滥用颜色了—树
上、地上，红、黄、橙、赭、紫……挥霍无
度，浓浓艳艳，实在用不完了。”而纵容
秋树秋叶的，是那些能包容和深藏好
颜色的秋山，它沉静内敛，好像秋山
就应该包容秋叶的绚烂一样，它微笑
不语，好像秋树秋叶的美与秋山无关
一样。

在皖南，山是随处可见的，或高或
低，或林木丰茂，或松石成趣，或绵延
而去，或阵列如屏障。总觉得喜欢看
山的人在皖南，是幸运的。可人在山
间，对于山，有时却熟悉得视如不见。
而对于我来说，在皖南，看山是一种日
常、一种习惯，抬眼处，满眼是山，满眼
欢喜。

在塔川，秋山绚烂至极。从田野里
一眼望过去，那些散落在田地间的秋树，
已经给了我们先入为主的印象，我从来
没有想象过秋树在田野的晨雾和朝阳
里，是如此的惊艳，它和那些从徽州老房

子的烟囱升起的炊烟合谋，制造了人间
的仙境。而朝阳并不留恋这些，它制造
了人间仙境，它也让人间仙境渐渐恢复
它该有的样子，眼前的一切渐渐清晰起
来，塔川的秋山，也渐渐明媚起来。纷繁
的秋天的树叶，在山间涂抹，那些山影便
有了层次，峰与脊，沟与谷，勾勒出了柔
和而又丰富的线条。直到此刻，我才恍
然大悟，才知道一个“重”字，对于山的意
义所在。重是小山重叠的重，是重重叠
叠的重，是一重又一重的重。

想起唐代诗人李益《喜见外弟又
言别》一诗中的句子：“明日巴陵道，秋
山又几重。”送别，历来是诗词的主题
之一，秋山重重渲染了离愁别绪的氛
围，而我眼中的重重秋山，却更像是对
季节的一种告别，一个一个的秋天离
我们而去，我们也将一个又一个的秋
天留在记忆里。或许，有些秋天我们
已经记不清它的样子了，就像远在几
重之外的秋山，只剩下一点模糊的光
影，可那些光影，也依然是我喜欢的。
重重秋山之外，依然是我关于秋山的
某些想象，就像记忆中的那些秋天一
样，是记忆，也是想象。时光所能留给
我们的，大概也只是一些零碎的记忆
和想象吧。

□章铜胜

秋山又几重

秋天的黄昏就像一张铺开的大网，
把许多的思绪都困在里面，网眼是一个
个深深浅浅的目光，审视着一束束打此
穿过的思绪。

来到湖边，我独自思忖：人生倘若
失去方向，无论是黎明亦或黄昏皆会黯
淡无光。坐在偌大的湖边，寻一棵柳荫
下遐想，秋风阵阵，涟漪如花，对岸错错
落落的景致和高高低低的楼房若有似
无，我的目光忽而有神，忽而呆滞，一些
奇思怪想便如飘忽不定的云飞来荡去，
黄昏就是在这样的时候一点点地到来。

这样的秋天的黄昏，总是让人有一
些惆怅，似乎曾经得到了什么，又丢失
了什么。似乎曾经丢失了什么，又想重
新寻找回来。似乎本来就没有什么，内
心不免空空荡荡……

水面的波纹渐渐变得平静，却被黄
昏的夕阳燃烧得殷红，大块大块地，在
水中弥散开来，有的像跌落在水里的彩
云，有的像正在盛开的花朵，有的像汩
汩流淌的血……不管像什么，都能让人
感叹，都会令你有一种说不出的惊叹。

此时，我的一双眼睛一定也被夕阳照射
着，我眨着眼睛努力适应光亮带来的不
适，看水中和对岸的景色更有一种炫
丽。在我的身上，也披着一层红黄融合
后亮丽的金色，它像一件薄如蝉翼的轻
纱，我有一种暖融融的感觉，内心却无
法平静。

我站了起来，伸了个懒腰，舒服至
极，柳树下的那块坐在屁股上的青石，也
闪出柔和的光泽。有两片落叶随着风落
下，在我的脚下停顿了一会，又微微抖动
了一下后再次飞走，它们落到了水里，就
像两只极小的船，在燃烧的水面上漫无
目的地飘荡，很快就会被燃烧。

天空有一群鸟儿低低地飞来，它们
是从我身后那片树林里飞来的，一边鸣
唱着，一边飞得更低，冲到了湖的中央，
盘旋着又飞回来，甚至从我头顶上飞
过。于是，我有了一些惊喜，恨不能自
己也长出一对翅膀同它们一起飞翔。
我想，飞在湖面的上空和在树林中穿梭
的感觉肯定很美很舒爽。

莫名地，我想起了梭罗的《瓦尔登

湖》，那是一片原始的不曾被人类“污
染”过的湖泊，梭罗远离繁华闹市在
那里呆了两年多，过着最纯朴的自给
自足的生活，收获了物质以外的最纯
的精神享受。瓦尔登湖的秋天是很美
的，那是一种纯净而又安静的美，是一
种能够洗涤人的内心的美。在读《瓦
尔登湖》的时候，我挺向往着也能去这
样的湖边过几天梭罗一样的生活，但
是，我知道那是一种奢望。眼前的湖
固然很美，可是没有那种自然甚至有
些肆无忌惮的原始性，它带给我的是
一种比较舒怡的美，却无法让我心灵
产生震撼。我不想苛求，我知道梭罗
的时代已经同我们远离。

我走在湖边的草地上，脚下软绵绵
的，连片的小草多数已经泛黄，但还保
留着柔软的弹性，虽然夕阳的光照有些
黯淡，照在草地上依然让它们显得有些
生机。一条瘦狗一路嗅着小心翼翼地
走来，见了我时身子弹了一下，绕到一
边，抬着头看着我，又低下头默默地走
了。我有些奇怪，这一类的狗应该都是

很机灵的，怎么有点像土狗一般的憨
傻？这样的想法随着狗的消失，便也很
快就在脑子里消失了。

我漫无目的地在湖边走着，风有些
疾了，还有丝丝的寒意，天也暗了，草地
变成了长长的一片模模糊糊的黄色，湖
里的水掀起了阵阵浪花，水的颜色变成
了浅浅的墨色，还有鱼儿在翻腾的浪花
中跃起。湖的对面有了星星点点的灯
光，扭头时，见草地上已经有三三两两
的行人，多是一副闲散的样子。不自觉
的，我脚下的步子加快了一些，想走到
这些行人中，希望能找出几张熟悉的面
孔，同他们说一说闲话，然后开开心心
地回家。

迎面相遇的和擦肩而过的行人，我
几乎都不认识，同他们有意无意的目光
对视中，我又觉得同他们都有些熟悉。
倘若，我加入到他们的行列之中，他们
一定不会拒绝，我们可能就会成为新的
朋友。

我没有这么做，还是独自一个人走
着。黄昏就在我的脚步中渐渐隐去，四
周变成了一片黑色。我从口袋里摸出
手机，想听一首班得瑞的曲子，踌躇了
半天，选择了一首《月光》轻轻点开。

在柔美的乐曲声中，我想让月亮送
我回家。

□杨勤华

秋日黄昏

“哇，树上好多松鼠吔——”，三岁
的儿子举着一个长长的竹篙，跟着大人
去打栗子，来到一棵高大的板栗树下，
小家伙眼睛一眨不眨地仰望着叶丛里
的一枚枚毛茸茸的栗子，舍不得下手：

“妈妈，会不会将它们打醒了？它们要
是全逃走了可怎么办？”

呵，原来小家伙将栗子当成了躲在
树上睡觉的松鼠，令人忍俊不禁！

我举篙便打，一枚枚青黄色的山栗
扑簌簌而落，见有一枚滚在自己的脚
旁，儿子忍不住弯腰去捡。说时迟，那
时快，此刻我想阻拦已来不及了，他已
用一只小手将栗子抓了起来，只听见一
声“哎哟——”，他仿佛被烫着一般松手
扔下。一瞬间，两串晶莹的泪珠从粉嫩
的脸蛋滑落。

从儿子的身上，我看见了自己儿时
的影子，成长的代价，如出一辙。

为了培育儿子的勇敢精神，我拾起
一块山石便砸，随着一团团刺球球裂
开，里面露出了一粒粒栗色油亮的籽
实，咬一口，有甜甜的浆果味道。抓一
把给儿子，儿子犹犹豫豫接了，也向嘴
里塞了一粒，泪水渐渐止住了。一会
儿，他也学着大人的样子，握住一块石
头，开始向栗子疯狂“报复”。

归来，橘红的晚霞笼罩山村，柿红
的夕阳在西山缓缓飘逝，乳白色的炊烟
里，尽是柴火的暖香与熟板栗的味道。
山栗子为大山所产，有着天然的秋味，
加之山里人又是做栗食的高手，山日静
好，赛似神仙。

晚餐时分，桑木桌上，栗子美食，满
满当当，有糖炒，有水煮，有煨汤，有糯
糕，儿子经不住馋，吃得一脸憨笑，仿佛
抢食的小猪，已将被刺扎的不快抛之云

外。不觉，一轮红灯笼似的满月悬在山
空，漫山的板栗树熠熠生辉。

饭毕，一家人沿着山道散步，露草
幽幽，秋虫呢哝，山影如画，淡寂之中，
不时有栗子滚落山道。儿子不禁问：

“怎么会有这么多板栗？”才问罢，一只
松鼠“唧”地一声从一株栗树跃至另一
株栗树，灰黄的影子宛若一朵蔷薇色
的梦。

外婆娓娓道来：这些小精灵，为了
过冬，就将栗子到处藏，石缝、山崖、树
洞、涧边……藏着藏着，有时竟忘了，
一到春天，这些种子就开始发芽，没几
年工夫，就长成了一棵棵树。困难年
代，山民就是靠着这一棵棵树、依赖产
下的板栗，度过了一次次饥荒。为此，
山鼠被山民奉为“山神”，谁也不允许
伤害它们！

原来，山中竟藏着这般的美妙的传
说、动人的故事，儿子听得简直入了迷。

今夜，我从千里之外回到故乡，一
个人沿着往昔的山道漫步。八年光阴，
一晃而过，外面的世界发生了惊人的变
化，唯有山中的岁月依旧。已是少年的
儿子，仿佛一只被光阴之箭追逐的小
鹿，正在一路飞奔。

忽然，“扑簌”一声，一团苍黄的影
子从枝头坠下，起初以为是一只松鼠，
直到低头定睛一瞧，哦，那是一枚山
栗。小小的山栗，毛茸茸，刺球球，宛若
一团怯生生的小刺猬，假装睡着了。

秋山空空，没有一丝风，世界安宁
如水。想不到，从喧嚣的城中归来，于
寂寂的山月下，一枚山栗仿佛一枚石
子跌入秋水，勾起了我对往事的追
忆。恍惚间，感觉那是一声问候，一缕
前世的缘！

□刘 峰

山秋板栗熟

余光中先
生在《何以解
忧？》里说：“旅
行的目的不一，
有的颇为严肃，
是为了增长知
识，恢宏胸襟，
简直是教育的
延长。”“但是许

多人旅行只是为了乐趣，为了自由自
在，逍遥容与。”

在贵州,无论你为怎样的初衷而
来，都会有这份让你在片刻间有着融
入、亲近大自然的愉悦，真正有
种山水之间自由自在、逍遥容与
的体验。

九月，我们在初秋时节来看
看贵州的那瀑、那流、那潭吧。

初秋，如同一个人的中年，
身上褪掉躁气，在激情澎湃之
中渐渐有了沉稳之象，变得张
弛有度，疏密相间。

此时，著名的黄果树瀑布最
能见证它的气度。气度与气势
不同，气势讲究力量与威势，气
度讲究风度与气韵。瀑布不再
是莽撞与慌张，它如一曲交响乐
在高亢处齐鸣，在低回中婉转；
它亦如奔腾的千军万马奋蹄嘶
鸣山谷，却又斜阳中一泻千里静
守山脉。

九月的黄果树瀑布不似深
秋之时的老气横秋，干巴得瘦骨
嶙峋残喘地挂在峭壁断崖上。
初秋的它依据着中年厚重，不是
以力量来咆哮，而是有着技巧地
翻滚着，撞击着，飞溅着。它与
群山叠嶂、深谷合鸣，熟稔地在
山涧唱响、舞蹈。

明代旅游家徐霞客在文字
里记载黄果树瀑布：“如鲛绡
万幅，横罩门外，直下者不可
以丈数计，捣珠崩玉，飞沫反
涌，如烟雾腾空，势甚雄厉。”
可见这处景观自远古奔腾而
来，源远流长。天然作合，大
自然造化，美自天成方才可谓
大美。

这时，荔波小七孔景区的
水，愈加体现出静水流深，不再
有青春时期的自满自溢。九月
的水穿过森林、石上，我们看到水上
森林，山涧瀑布,不会有七八月里水
没石径的茫茫一片，也不会有水急
路断的遗憾。人在石上走，水在石
中或林中游，各行方便。在这山水
城市的山水之间，见水见石见林见
人，才是最美组合。

这时的水更见沉稳，妥妥的一枚
美男子。为什么不说是俏女子？因为
贵州的水不是柔美，是雄壮是速度，它
美在俊朗明快。不似小溪里流水潺

潺，过于的缠绵和优柔。
初秋的水沉稳中更见坚定。它不

再是四处湿人身的招惹人，即便是留情
也懂得含蓄，相互地撩，郎有情妾有意
的互撩。你看，镜头里举目都是男女或
站在溪边或站在瀑布前，或用手或用脚
的与水戏嬉，人含笑水含情的模样。

水笑而欢，人笑而媚，互愉。
还有更深沉更稳健的么，有哦，潭。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
情”，这是李白在咱们徽地写的诗，如果
他到贵州看到卧龙潭，也会这么说。由
此想见能称之为“潭”的，必之深。

在贵州看到卧龙潭总会让
我想起九寨沟的海子，也是泛
着这样的深海蓝。可海子明明
是石上的浅浅窝。据介绍，因
为富有硫酸铜成份，所以能呈
现这样浓情。

但毕竟卧龙潭还是显出与
众不同。在四面环山绿树环绕
中，九月的卧龙潭没有深秋里
的俏丽，更没有那时的五彩斑
斓。它全是绿和蓝，单调不？
薄情不？

不，这种单调才显得浓厚
呢。那种五颜六色用以写情抒
情，太轻佻了些。秋季的绚烂
是最后绽放，只能远观不可近
赏。谁说“落红不是无情物”，
哪季落红不都要引发人们几多
伤感与悲秋？

因此说，绿才是属于真正
治愈色系，能够调剂游客心情，
永恒的深情色。

初秋的绿水，不似夏季的
那般浅显，轻浮。它呈墨绿，
再配以特有的蓝，深邃深奥，
会给人以一种神秘的交织。
这种感觉，不似看年轻男女，
喜怒写在脸上。它更像恋爱
中的中年人，有着掩饰的急
迫，有着暧昧的犹豫，还有着
看似经营的钻营，就是我们常
说的油腻那种。

但更多时候，我们喜欢看
这种不动声色中的沉静，这种
浓郁得象化不开的稠密。它
在静止中变幻着，从不同视
度，在不同光、影、景物的环境
因素下，显现出的不同景观。

初秋的水，就该是这样的特质，专情也
多情，不变应万变，才不枉从春走过夏
的丰盈，不辜负秋敛冬藏的沉寂。

到贵州，不写这水篇，感觉这趟没
来。它不似这里的山，大小横竖都是一
个个地丘隆起。那“云贵万重山，八山
一水一分田”，亮点全在水上。因此来
贵州看水不失是一种选择。人们常说
金秋时节最适宜看山，那么看水一定是
在初秋，它会带给你不一样的心情。不
信你去瞧瞧！

□
陈
玲
琍

九
月
到
贵
州
去
看
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