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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深了，秦岭山野的秋色最美，五彩斑斓。
金秋，大地母亲敞开她那博大的胸怀，呈现出一

派丰收的金灿灿的景象。大豆、苞谷、苹果、鸭梨
……争着赶趟儿，一展迷人的风采！一群姑娘披着
飘逸的秀发，调笑在金色的果园里。那红彤彤的苹
果压弯了腰，映红了姑娘的脸，让人难以分辨出哪个
是金花哪个是银花？一曲丰收的山歌荡漾在苹果树
梢上，清亮、悠长……

最惹人眼的是黄澄澄的原野，一片透亮。秋风
乍起，大地润色。山野变得多彩了，墨绿的松针、
鹅黄的橡树、橙黄的黄腊木、火红的枫叶……不用
调和的多彩画卷，深深地刻印在你我心中。丰收的
田野一望无边的是响着爆米花声的脆黄，人们的眼
睛也泛着多彩的光！大娘、大伯那眼角的皱纹也舒
展开了，白羊肚手巾擦把那额头上的汗，望那天边
多彩的云，丰收的喜悦全搁在了那颤悠悠的扁担扛
上了肩……

看哟！田野上，那挥动镰刀的庄稼人真像个娴
熟的理发师，理平那秋天长出来的浓密的胡须，好让
那霜降的白霜更干净地进入。走在田野上，望那遥
远的地平线和夕阳和庄稼人的背影一道黄了。坐在
田埂上歇息，点燃一支烟的庄稼人，吧嗒、吧嗒地吸
烟。坐在院落里忙碌，是那精明的庄稼女人，梳理着
手中的苞谷串子，挑拣着场院里的大豆，预备着来年
春耕的种子……风吹过那片田野，庄稼人的快乐随
风一起舞蹈。

这金色的、灿烂的、多情的季节，让我的思绪飘
向远方。想起这个收获季节在乡村小学教书的日
子。一天紧张疲劳的工作，累得人抬不起头来，杂七
杂八的事儿一股脑堆积在面前，又是处理学生之间

的鸡毛蒜皮，又是接待家长来访……
太阳西斜，放学了，送走最后一个做完作业的孩

子，回身走进“宿办合一”的房子，自知饥肠辘辘，打
开煤油炉，做自己喜爱吃的饭菜，油烟弥漫着整个屋
子，呛人的气味从窗户纸缝隙散发。这时，村道里响
起了牛羊铃铛的声音，晚归的牛羊撒着欢儿进圈，晚
霞隐没在山梁那边……

灯下，批改作业，读到一篇生活气息浓厚的作
文，画上红圈圈，做上记号，然后得意地笑出声来。

唯有星期天，快乐的日子属于我们几个单身的
男老师，相约去学校门前高高的山岭上看景望远。

山坡上的野花多姿多彩。纯净的天空，清新的
空气，满坡的彩林，满坡的生机，随风飘来的清香弥
漫在人的心头。我们踩着绿色的云朵，狂奔在云雾
间。躺着睡、仰着睡，无拘无束，任凭湛蓝的天泼洒
醉人的蓝，任凭幽幽的风吹拂欢快的心，我们欢呼，
我们歌唱，我们宣泄，我们倾诉……

云朵在我们头顶飘移，我们从来没有这么欢快
过，我们从来没有这么张扬过，我们忘记了自己，也
忘记了别人。

站在高高的山巅，远望茫茫的天边，想象着那遥
远的天际，心在澎湃；俯视沟沟岔岔的田野村庄，炊
烟袅袅上升，婀娜多姿。弯曲的小路在蠕动，线条迷
茫，色彩斑斓。村庄在我们的眼里像个小小的火柴
盒，方方正正，这儿摆布一盒，那儿摆布一盒，间或有
重叠的痕迹，隐藏在山洼沟岔。居于高山俯视炊烟
缭绕的村庄，我们似乎闻到烤玉米棒子的清香，闻到
红薯熟透了的香味儿，知饥饿来临。

深秋的山林里，有的是充饥的食物。爬上藤
蔓环绕的树上摘熟透了的八月炸、五味子、山野

毛桃、棠梨子，吃得我们直流口水。嘴角染成了
紫色、红色，心也被染成了紫色、红色，大家你看
我，我看你，都把心底的快乐埋藏起来。山林里
鸟儿啾啾，窃窃私语。我们不懂鸟语，但从鸟儿
飞来飞去的样子可以判断——鸟儿嘀咕我们抢
它们的食物。

夜晚下山，俯视山川上下忽明忽暗的灯火，仰望
天空忽闪眨眼的星光，我们心旷神怡轻飘飘地走路，
一不小心崴了脚，相互搀扶下山，你笑他笑，小心踏
步。过小河，踩独木桥，摇摇晃晃，轻轻地跨过，才发
现一身的冷汗，又是笑声连连。

晚归，做饭炒菜，我们吃香喷喷的大锅饭，你露
一手，他露一手，有的是西凤酒，不醉也该醉，划拳、
行酒令，闹腾在爬满青藤的河边小屋，鸡鸣三更，狗
吠几声，鼾声起伏，月光泼洒，满屋银辉。

野山、秋林、小屋，写满了幽幽的酸甜苦辣的文
字，我们却读不懂。我们只晓得庄稼地里，一行行禾
苗葱绿而生，郁郁疯长，收获金色的果实，却不知道
庄稼地里汗水流溢的是啥滋味？我们只晓得山坡野
林，一片片山林葱葱郁郁，布满荆棘杂草，蕴藏花香
鸟语，却不知道万物生长依靠的是适者生存的道
理。是耶非耶？夜郎自大，唯有年少。

蓦然回首忆当年，弹指一笑间。没有一个重复
的故事，也没有一个重复的秋天，一切都孕育新生的
收获。那是生命的相约，那是心灵的相约。在这金
色的、灿烂的、多情的季节，你不必拘束不必担忧不
必揣测，尽情敞开容纳的心胸，去迎接山川的亲吻、
河流的亲吻，放飞思想的源泉，抒发真挚的情怀。秋
山美，秋色美，秋意浓。秦岭深秋美如画，霜叶红于
二月花。

秋 山 绝 美秋 山 绝 美
任任 文文

翻开《商州记忆——王时叙〈商州山歌〉演释》
（简称《商州记忆》）一书，其中深挚的赤子之爱随
即扑面而来，纵是对商山洛水陌生的读者，也会感
到一份超越了地域之限的沉甸甸的乡土情怀。作
者黄元英先生是大学教授、民俗学专家。《商州记
忆》是他“演释”清代商州诗人王时叙104首“商州
山歌”形成的文化散文著作，从中可以领略200年
前商州的山水风貌和人文风情，进而唤醒人们沉
潜心底的故乡记忆，抒发现代人别具滋味的心灵
追怀。

王时叙的“商州山歌”清新浅近，通俗易懂，数百
年的沉淀又使其蕴含丰富的文化信息。黄元英教授
细读深研，抉隐发微，对“山歌”中所关涉的商州山
水、人文历史和风物民俗进行“还原”再现，通过“根
根梢梢”的牵拽梳理，演而释之。“演”以连类比事，

“释”以豁然贯通，可谓是繁花生树、枝干明晰，意蕴
多姿、要旨精准。作者仿佛进入到一种特殊状态，或
自由翱翔，或翻转跌宕，从故乡山水、人间烟火里搜
寻恒常的情理与哲思，记录下美好的“商州”记忆。
字里行间充盈着故乡情结、家国情怀，以及现代社会
人民大众对精神家园的深情关切。

《商州记忆》是作者对《商州山歌》留存的商州
“标本”的历史回望和现实思考，他徜徉于“商州山
歌”建构的特殊时空，描摹故乡山水，追溯生活传
统，以轻学术的风格完成二次创作。通过考察故
乡山水胜迹、民俗风物在数百年间的变与不变，参
悟生活之道，发掘故乡之美，旨在涵养文化根脉、
厚植家国情怀，传承诗意栖居的美好愿望。从这
个角度讲，《商州记忆》是作者献给美丽故乡“商
州”及其历代建设者的深情赞歌。这赞歌并非激
昂高亢的，而是浅吟低唱式的。打动人心的也不
是其内敛低调的风格，而是作者强烈的生命介入
意识产生的精神力量。他没有飘浮在生活之上，
始终置身于生活长河，沉浸在生活底层，用心观察
家乡人的日常起居，在庸常琐碎的事务里发现生
活之美，在岁时节日的循环往复中感受人与自然
和谐共振的节律。久而久之，他的生命就和故乡
融为一体，其有关故乡记忆的文字也因此打上

“我”的烙印——独特的观察视角、深入的民俗体
验，散发出别具个性魅力的文化气质。作者对于
故乡民俗格外敏感，常常在不经意间勾连牵扯出
民俗与生活传统、民俗与精神文化之间的隐秘逻
辑，挖掘出涵养在故乡民俗之中的生活智慧和人
文精神。在作者“演”与“释”的过程中，能感受到由诗到史、由点到面、由
源到流，以及由故土之思到人类精神家园的思维动向。

文中记述有两个视角，一个生活视角，是对商州“山歌”歌唱的山水
胜迹、岁时节日以及生产生活场景的还原再现；另一个是文化视角，是
对商洛民间生产生活进行系统而深入的文化观照。这两者相辅相成，
互为表里。104篇文章，分可独立成篇，合则浑然一体，可以系统全面地
呈现家乡民众生活的肌理。作者善于从日常之中发现世间大道，甚至
从极琐细的看似无意义的生活细节里捕捉到蕴藏其中的深层意义，看
似轻松的文字背后是作者爱乡之深沉、学养之厚积、眼光之高远。作者
一定是深深地沉潜过、融入过，因而才被故乡山水意趣和民俗风情温柔
地抚慰、长久地浸润，最终外化成淳朴亲切的文字与骨肉相连的深情。
由此而言，这部书的问世，既是作者长期积淀的学术成果，更是对故乡
之恩的深情报答。因为挚爱故乡而痴迷故乡民俗风情，因为痴迷故乡
民俗而专注于《商州山歌》中的诗意乡愁。正如作者后记中自述：“乘着
王时叙的‘古船’，在时间长河里‘溯洄从之’，追溯民俗传统，对接古今
商州，也是在寻觅、勾勒自己生命里的故乡。”这便找到了一条多少人求
而不得的精神返乡之路。

作者聚焦“商州”，但眼光投向了远方，是在更高层面上对商洛山
水风物、生活传统进行统观与透视。作者在远与近、大与小、边缘与核
心、主流与旁支的追溯探寻中，思考人与自然、人与时间、人与人，人自
身的生存、生活、生命，以及地方民俗文化与民
族传统文化的内在关系。那淳朴灵动的文字背
后，牵引着沉甸甸的情感和思想。当然，这是需
要下功夫的。单就文中梳理有关民俗的源、流
而言，作者展开从古到今的“地毯式搜索”，把历
史留下的有关商州的人情物事都纳入研究范
畴，然后爬梳剔抉，提出观点，又用散文的形式
呈现出来，建立起了一种新的地方民俗文化研
究样式，成为商洛地方文化研究别具特色的学
术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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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岁那年，父亲要送仿熊去秦岭深处师父家学艺。
师父接过父亲手中厚重的礼物，回过身来摸了摸

仿熊的手脚和腰板，笑着说：“难得你们如此心诚，这孩
子天赋也不错。在这儿学艺要帮我家干活，我家有百
十亩地哩，先让孩子犁地时跟在后面把土疙瘩收拾收
拾吧！”

仿熊父子俩不敢有二话。
百十亩地翻来覆去，仿熊天天有活，师父又没给农

具。年轻气盛的他只好上手，不是捏就是捶或者用脚连
踢带踏，时间一长也习惯了。师父却视而不见，好像忘了
仿熊来这儿的目的，从不说教功夫的话。

三年过去。一天，师父唤仿熊上前，年节快到了，你
也该回家看看父母家人了。回去和你父母商量一下，愿
意回来的话，师父欢迎。不愿再来就算了，以后无论走到
哪里都要懂得忍让。

三年不见，看到已十五岁的儿子变得像个小牛犊似
的，父母别提有多高兴。吃过饭后，父亲问仿熊：“师父都
教了些啥？”“啥都没教！”想起三年来，一直跟在牛屁股后
面和土疙瘩打交道，连功夫两个字都没听说过的他回话
间，一气之下拳头不自觉地捶在饭桌面子上。

这轻轻一捶不要紧，几寸厚的硬实木桌面竟从中间
散开了。

仿熊父子顿时醒悟，短短三年的工夫竟如此厉害！

过完年，仿熊父亲就备了更厚重的礼物，连同前三年
加上后三年的学费，迫不及待地到师父家进门就拜，谢师
父高教真传。

从此，师父教他每天从坑里靠脚尖和脚心板的力量
立定弹跳而出，由浅到深，每五十天增加一点深度。

麻纸柔韧性好，师父每次取一百张麻纸钉在墙上，
让仿熊每天放松去打，不可心急用蛮劲。不论成百上千
次击打，只要这张麻纸不烂就继续打，每天打烂一张麻
纸为止。

除过“千张纸功”和轻功训练外，师父还给他配合了
系统的洪拳套路和拆招训练。

刚开始的百日之内，每天早晨起来腿都肿得像个瓦
罐，他揉揉再用师父给的药水泡泡，咬紧牙关。终于，腿
不肿了，手也不肿不疼了，成功慢慢向他招手。

就这样，夏练三伏，冬练三九，从不间断。
三年后，仿熊弯腰屈腿，收腹缩身，“嗖”的一下，从地

上一跳便落在墙头或立于房上。出拳亮掌，破空声声。
离开了师父，句句教诲牢记在心：扶正安良，尊老爱

幼，守正自律……
春天，人和动物都处在青黄不接的季节。今儿狼把

这家的猪、羊叼走了，明日那家的鸡、鸭被狐狸吃了……
“妈呀，大呀！快来！”清晨，在自家院里练功的仿

熊听到孩子失声呼叫，他来不及思索便跑出家门，循

声望去。
狼正咬住一个五六岁小男孩的手，尾巴不停地打着

孩子屁股，赶着小孩向它引的方向走，任凭小孩哭叫抓扯
都无济于事。

仿熊飞步就到跟前，欲抓那狼尾巴。狼见人来，丢了
孩子，对着来人回头就是一口。

仿熊不愧是习武之人，一收一绕间从上向下顺手便
捏住狼脖子提了起来，只听咔嚓一声，狼的脖子被捏坏
了，四肢在空中蹬了几下，瞬间没气了。

他赶紧抱起小男孩一边安慰一边赶往医院，所幸的
是孩子伤势并无大碍。

十九岁那年仿熊改了名字叫武林。
他和几位青年学生一起去延安，参加了八路军，走上

了革命道路。
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使他走向成熟，他在战斗中逐

渐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战士、侦察排长、侦察连长。后来，
他转业到地方成了一名人民警察。

不久后的一天晚上，天下着蒙蒙雨，他外出办案
回来。刚走近一个墙拐角，一黑影突然迎面窜出，手
持匕首向他心窝刺来。他本能地一个内合脚打在那
人手腕上，不及转身接着便是一个侧踹。只听那人哎
哟一声，接着匕首掉在地上，身体飞了出去，四脚朝
天，仰面倒地。他愤怒地上前
大喝一声：“瞎了狗眼，竟敢
暗算我！”仔细一看，才知道
这家伙因犯罪受过公安机关
严厉打击，伺机报复，这样的
人自然没有好下场。

武林一心一意当好人民警
察，兢兢业业，直至退休。

武 林
程志刚

中秋前夕，我和家人一块回
到乡下老家，刚转过邻居家房子
的拐角，就看到我家院子里高高
伸出枝头的石榴树顶端的红石
榴摇头晃脑……

我 家 的 小 院 是 我 和 老 伴
一 砖 一 瓦 、一 砂 一 石 建 起 来
的，在我眼里小院里的每一片
砖瓦都有故事，每一株花木都
像我的亲人，它们是我和妻子
白手起家的见证者。后来，我
们举家搬到县城居住，但小院
里点点滴滴的往事几乎每个
夜晚都会挤进我的梦乡，小院
成了我魂牵梦绕的地方，藏着
我挥之不去的乡愁。

小院很不规则，住房东边原
来有一块空地，起先养猪修了圈
舍，后来拆了盖起两间两层小洋
楼，在洋楼和灶房前面打了一口
水井，井旁边栽了一架葡萄，攀
爬在住房屋檐下的废旧钢丝绳
上，每年的葡萄结得很繁密。这
不，秋天一到，它们就耐不住寂
寞，一串串葡萄从茂密的绿叶里
探出来，迎着太阳，绽放着晶莹
剔透的黑红色和暗红色的笑脸，
给人以恬静安详和温润的质感。

葡萄的斜对面站着一棵壮
实的小矮人似的杏树，尽管我年年剪枝打压，但它每年
结的果子还是繁如谷絮，个大，味道甜美。和杏树并排
的是一棵木瓜树。那是我老父亲住进小院后栽的，起
初我也没太在意。几年后的一个春日，我下乡采访顺
路回家，猛然看到那树居然开花了，粉的、白的、红的花
色相间，煞是好看。每到深秋季节，高悬枝头黄澄澄的
大木瓜，与秋日明净如洗的蓝天白云叠加一起，映衬出
了蓝天之幽，白云之洁。同时也给小院带来了浓郁的
芳香，增加了不少喜庆气氛。睹物思人，如今父母过世
好几年了，每每看到这棵木瓜树我就想起一生勤苦、任
劳任怨的父母，脑海里浮现出他们慈祥宽厚的样子。

木瓜树不远的地方长着一棵高大的核桃树，是一株
优质矮化核桃。这棵树不负厚望，早早挂果，且每年果实
累累。核桃果鲜嫩油脆，远方的朋友吃过一次后便念念
不忘，说要带一个大麻袋摘多多的青皮核桃，送给她的朋
友们，让她的朋友一起分享我家核桃的美味。

夸赞了这些果树，不能再啰唆了，要不然那如同
站在高垛社火芯子上的红石榴就闹意见了。石榴树
是老伴从棣花集上买回来当观赏盆栽的，栽在一个
小花盆里，后来长得盛不下了就移栽到院里。端阳
节前后，小院的石榴开花了，翠色欲滴的石榴树间
点缀着一朵朵火红火红的花儿，薄如蝉翼，又极尽
热烈奔放，可爱极了。到了中秋前后，那一个个粉
绿中带着嫩黄，嫩黄中染着红霞的石榴高高地站在
枝头，有熟透了的裂开一道口子，玫红色饱满透亮
的石榴籽争相亮相，掰开尝几粒，那甜味浸满整个
口腔，回味悠长。看着在蓝天白云映衬下那高站枝
头的石榴，我心生喜爱，它给八月的农家小院带来
了喜庆吉祥！

我的小院，一个充满温馨祥和的小院，一个结满欢乐
与故事的小院！

农

家

小

院

刘
春
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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