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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叶知秋秋味浓，枫叶落随晚来
风。”丝丝缕缕的秋风跨过山岗，越过草
原，蹚过湖泊，飞过故乡的天空，吹过行
人匆匆的背影。片片秋叶，悄无声息地
敲打着窗棂，敲打着岁月的钟声，也敲打
着四季轮回和沧海桑田。

秋，就这么羞涩着、扭捏着，乘着风
的花轿，款款来到了我的窗前，走进了我
的眼眸。秋！它不是萧条，不是凄凉，更
不是虚无缥缈……

秋，有丰富的色彩，它用痴情描绘出
一幅幅丰收的美景。硕果累累的果园、
满载着希望与梦想，让我心生欢喜。那
些飘零的黄叶和落日的余晖，却带着一
丝看得见的淡淡忧伤，仿佛在诉说着生
命的轮回。

秋，有着金属的质感，金子般的阳
光，古铜色的树叶，落在地上，落在湖面，
是那样轻盈，那样优美。丛林草色，更是
斑驳得可爱，千万种色彩，如万花筒般绵
延，一横一竖，谱写着大地的壮美诗篇。

秋是一幅五彩斑斓的画卷，红橙黄
绿青蓝紫，把肉眼所及的颜色一一呈
现。晨曦中的颗颗露珠，闪烁着清新脱

俗的光芒，夕阳下，万物披上了金黄的外
衣，此景此情，怎能不让人陶醉在这绚烂
的色彩之中呢！

岁月蹉跎，光阴荏苒。今天，跨过中
年的我，恰如仲秋，走过了天命之年，从
此，脚步不再匆匆忙忙、毛毛糙糙，心态
不再浮躁气盛。少了激情满满，却无意
间增添了几许诗意盈盈的知足与快乐。
懂得了从容淡定，成熟稳健，明白了换位
思考、将心比心。感知着人生的艰难，也
体会着别人的不易。知进退，懂取舍，用
行动，用无数次的南墙，读懂人生这本百
科全书。

池塘里曾经娇艳欲滴的荷花，曾经
粉如云霞、美如仙境、极富诗情画意的婀
娜身姿，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走向衰竭，
跌进暮色。取而代之的是一朵朵绿莹
莹、圆溜溜的莲蓬，那粒粒淡绿色的莲子
正携着秋风秋雨、带着秋阳秋韵，丰腴着
自己的智慧，充实着自己的未来。偶尔，
还可见几只蜻蜓、三五只蝴蝶翩翩起舞，
给这本就美得无与伦比的秋景，再添上
浓墨重彩的一笔。

成片成片的果园中，缀满枝头的

苹果、酥梨、猕猴桃正如待嫁的新娘，
偷偷撕开朦胧的面纱，打量着陌生的
世界，聆听西风送来迎亲的唢呐和欢
送的掌声。它们静静地听着风的脚
步，享受着雨水的最后沐浴，品味着秋
的静美、祥瑞，徜徉在秋高气爽，天高
云淡的岁月里。

走进田野，走在横横折折的阡陌之
上，那曾绿意深深的棵棵禾苗，此刻，正
将自己一生的成就，毫无保留地展示在
阳光下，展露在这个丰收的季节。高粱
醉红了脸，玉米露出了牙，热情饱满的谷
子，一穗一穗，如一张厚厚的绿毡子，风
一起舞，荡起层层涟漪，追着秋风的脚
步，一路向前奔跑……

村舍旁，地头上，随处可见的野菊正
开在兴头上，比赛般拿出自己多情的一
面，傲人的身姿。它们似乎不知道，冰冷
与风霜正在来时的路上，正在套上狰狞
的面孔。但倔强地盛开，倔强灿烂，就是
野菊的本性，也是使命。即使生命即将
结束，也要把灿烂留在大地，留给人间。

这些随风摇曳的小花，缘起缘落的
小花，让人不由得喜欢，不由得感动：不

管花期在哪季，在哪时，不管遇见多少风
雨，多少险阻，不管命运将自己的种子撒
在哪里，都会认真地开放，执着地展示自
己的美好，哪怕极其渺小，哪怕从来不被
蝴蝶、蜜蜂青睐，也不放弃“苔花如米小，
也学牡丹开”的高贵品质。

远处静谧的村庄，炊烟袅袅。玩兴
正浓的孩子们在村头大树下唱着童谣，
荡着秋千。几位老人围坐在一起，一遍
一遍诉说着那久远的故事，追忆着自己
的童年，落日把余晖涂抹在他们身上，演
绎着夕阳无限好的秋景图。

走在秋天，行在秋天，目之所及，
都是奔赴在路上的果实，都是秋风秋
韵的蓝天白云，都是承载着梦想与快
乐的笑容……

秋，是夏的延续，它以自己的浅淡和
浪漫提示人们：人生不只是有繁忙与追
求，还有诗意与远方，悠闲与逸致。在这
静美的时节，不妨放慢脚步，去感受此时
特有的宁静与美好，闲情与温存。

一片黄叶落到脚边，轻如一声叹
息。秋风起，落叶纷纷，那飘逸的弧线，
是去路，亦是归程。

拥 抱 秋 天
彭小宁

这是一个石头的世界。
在马家坪村，一点也不夸张。它地处

商南县的山坳里，被国家地质公园金丝大
峡谷包裹着，峡谷大名鼎鼎，村子也跟着
水涨船高。许多慕名而来的客人，是为了
来这里看石头，把导航终点定在汪家古
寨，去探秘隐藏于秦岭深处的历史坐标。

一进村口，每个人必须接受石头的注
目。不仅村口，村里村外，房前房后，都是
高高长长、整整齐齐的石摆。它们比村里
的房子要高，数量也比村里的人口要多。

车子舞动在水袖般的山路上，我的
心也随之飘摇不定。可一想到汪家古寨
的神秘，去探访石头城堡，心性瞬间坚定
了起来。向导老哥在前面带路，他用柴
刀一边扑打着露水，一边削割着藤蔓。
刚一歇脚，就滔滔不绝地讲起古寨的动
人故事和美丽传说，大家很受感动。看
着我们大口大口吞着新鲜空气，说这棵枯木做成盆景，定能化腐朽为
神奇；又说那朵百合花真水灵，那枝刺玫香，他扭着头笑。远处，山寨
在茂密的森林里若隐若现，大家相互鼓励着向寨顶进发。

当年建汪家寨的目的，是为了防匪患。寨子东南西北四面临空，
唯有一条暗道似连非连。入寨，必经吊桥。这吊桥，宽一丈不足，长
十丈开外，高百丈有余。旧时，匪临寨下，吊桥悬起，秦楚分明，进犯
之敌知难而退，寨子与寨子里的老少安然无恙。石寨的形成，是石头
的堆砌，是石头的展示，也是石头的升华。建寨时，为了不破坏当地
植被，石头全是靠人背、马驮，是从外村运来的。究竟运来多少石头，
谁也说不清。据传下来的口信：说是每天累死的骡马，可供建寨的
300 多位民工吃肉呢。伤亡不仅仅有骡马牲口，还有活生生的人。
汪家庄主是下足了血本，操碎了心。你看这些石头，大小不一，形状
各异。可在能工巧匠们的拼凑下，相互咬合着、排列着，严丝合缝。
你摸这些石头，有的粗糙，有的光滑，有的夹杂着花纹，有的则一片空
白。无论哪一块石头，都拼命发力，与千万同胞手挽手、肩并肩，一起
担负着保家护院的神圣使命。寨顶，有一块空地，绿草如茵，想当年
应该是一个练兵场。目及之处，多是厨房、卧室、粮仓、瞭望台、枪械
库、水池等设施的痕迹。可见，当年建寨时的设计规划合理，布局严
谨，施工过硬，才留下如此坚不可摧，易守难攻的石头城堡。

汪家庄园，说是石头博物馆，也不为过。拱门的石头，经过錾锤
的雕琢，横也受力，竖也受力，挑起数十米高的石墙，栉风沐雨几百
年，依旧身挺力足，精神焕发。从石门经过，有一种穿越历史时空的
梦幻之感。台阶的石头，横平竖直，线条流畅，忍辱负重，甘为人梯。
其立面青苔密布，苔藓点点，向人们昭示着雨露的润泽和日月的洗
礼。当我弯腰系鞋带时，竟然发现石缝间冒出几株苔花，阳光洒下
来，小花美丽极了。“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就是此刻最好的诠
释。柱子顶部的石头，最为精致，你看那鼓形、瓶形、兽形、六面锤形
上的人物、狮兽、莲瓣，形态各异，栩栩如生。雕刻手法上善于把浮
雕，透雕和圆雕相结合，更显高贵典雅，古朴大气。看似立柱撑起百
檩千椽万瓦，一柱擎天，其实，全凭柱顶石脚的包容与坚强。

路的一边是一户有石围子的人家，另一边是一道石墙，借靠石墙
用木头搭的圈舍里，不时传出“哞哞、咩咩”声。这个十分家常的场
面，有着令人倍感温馨的氛围。圈门没有上锁，只是用一截木棍别
着，以防野兽的侵扰。最为有趣的是木门上贴着三张红纸，分别写
着：“牛羊成群”“天天长肉”“永不打架”，从天真的字义上看，可能是
哪位半大小子的杰作。

走在山石铺就的小路上，每走几步，就能遇见古老的生活石器：
石磨、石碓、石碾、石臼……这里的一切，好像都是石头做的，也都与
石头有关。

在马家坪，每位来看石头、看山寨、看庄园的客人，临别时都不会
忘记带回一块或大或小的石头以作纪念，我也毫不例外。端详着手
上的石头，又想起了向导，多好的大哥呀！他语言朴实，为人诚实，身
板结实，多像这里的石头啊！不过，他是会说话的石头，会行走的石
头，他身上充满着坚忍奉献的品质，与这里的石头自然融为一体了。

奇
石
古
寨

田
培
信

我的出生之地，在地图上是找不着
名字的。因为它属于那种不起眼的弹丸
之地，还有一个土得掉渣的名字——
黄泥沟。

黄泥沟在镇安县西口程家川。如果
说程家川是一棵树的话，那么黄泥沟就
是这棵树斜长的枝子，而且是小树枝。
这根“树枝”不长，就两三华里。

黄泥沟名字土，但土得很精准。因
为这条沟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全为黄土，
一逢下雨走在哪里脚上全是黄泥巴，你
说它不叫黄泥沟又该叫个啥呢？

60 多年前太阳偏西的时候，我出生
在“树梢”上，即沟垴。在那座黄土构筑
的房子里，我呱呱坠地，坠在了黄泥土
上。从此，我与黄泥做伴，在黄泥里爬，
在黄泥里滚，在黄泥里摔打成长。

直到高考制度恢复后，我跳出了农
门，离开了黄泥沟。然而，无论我走在哪
里，我一直固执地认为，我是吃黄泥土长
大的。小时候，我吃过地里拔出的萝卜、
䦆头挖出的红薯、土豆，我还吃过成熟落
在地上的软柿、板栗、核桃以及其他叫不
上名字的山果，这些东西都或多或少黏
着黄泥土灰，尽管我曾竭力想把皮上的
黄泥土灰清除干净。至今，我还记得黄
泥土那种涩涩咸咸的味道。这种现在视
为不干净不卫生的东西，我从幼儿吃到

少年竟没有吃出什么毛病。我吃的那些
玉米、土豆、大豆、麦子都是从黄泥土地
里长出来的，没有黄泥土，我活不了，长
不大啊！

我们的房子也是黄泥土的杰作，它
的墙体完全是黄泥土筑造的，屋上的瓦
是黄泥土烧制的，屋内的土炕、灶盘也是
黄泥土垒砌的。整个屋子除了椽檩和不
多的家具，其余全是黄泥土做的。这种
土木结构的老屋，非常结实，不比那些砖
混结构的房屋差，沟里就有数十年完好
无损的土坯房呢！乡亲们总是自豪地
说，黄泥沟的黄泥土黏性就是比别的地
方的土强，我没有考证过，但我全信。从
小到大，我就在那几间结实的老屋里，风
雨无虞，寒暑不惧，心中总装着满满的安
全感、舒适感、幸福感。

我的祖辈、我的父老乡亲，对沟里
的黄泥土倾注了太多心血。我的祖父
是黄泥沟最早的拓荒者，据说他早年买
下 这 条 沟 的 土 地 ，进 行 了 开 垦 与 耕
种。1949 年后，黄泥沟的土地不再姓
姚而姓“公”，黄泥沟成了独立的生产
小队。沟里住了十来户几十口人家，
人不多，土地不少，但黄泥土是瘠薄
的，土层不厚，砂砾较多，且平地少，极
不耐旱。父老乡亲并没有嫌弃脚下的
土地，他们在坡上修石坎，在沟里修堤

坝、建大寨田，深翻黄泥土是乡亲们的
增收绝招。在农闲，甩起膀子，抡起䦆
头挖地深翻，用老黄牛犁地深翻，将土
层下的黄石片一浪浪翻起。金子或者
古铜般颜色的风沙石，松松散散，含较
高的氮磷钾，翻挖出来经过夏天暴晒、
冬天冰冻和风吹雨打，不久就化为小
沙砾与土层混为一体，成了肥沃的黄
土。多少年后，我才解开了黄泥土颜
色为什么那么黄之谜。黄泥土经过深
翻后亩产猛增，即使有旱涝天灾，也基
本保证了一沟人的饭碗。

也许正因为如此，乡亲们对黄泥
土地的感情是真挚而动情的。老家对
面的聋子干叔，养着几头老黄牛，冬春
两季套着犁铧吆喝着黄牛在田里孤独
地犁地，除了牛没有人陪伴他，他听不
见风声和鸟语，但他能嗅到黄泥土的
香，能看见他深翻过的土地像有纹理
的布匹一样好看。表哥王学贤，更是
一个种田好手，浑身的力气舍得用在
脚下的土地上，心灵手巧的他把种地
视 为 绣 花 ，他 种 的 庄 稼 别 人 无 法 超
越。步入花甲之年，他却患了肝癌，在
病入膏肓之际，竟然让人把他抬到田
里，跪着一把一把割完了自己种的成
熟麦子。他是多么挚爱、多么舍不得
膝下的黄泥土啊！每当乡亲们向我讲

述时，我的眼睛就潮湿模糊了。
斗转星移，时代变革改变着一切，

也包括黄泥沟。与其他地方一样，集
体 的 黄 泥 土 地 成 了 一 家 一 户 的 责 任
田。科学种田的推广，让古老的黄泥
土焕发出五谷丰登的生机，家家有余，
户户满仓，饿肚子的时代一去不复返
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城镇化的
推进，人与土地都在发生着巨变。黄
泥沟的后生们，或读书或打工走出了
黄泥沟，也走出了秦岭，足迹印在了省
城甚至天南地北。没有离开的乡亲，
大部分迁徙到黄泥沟外的川道了，盖
起了小洋楼，门前停着小汽车或摩托
车，日子过得不比城里人差。黄泥沟
除了少量的平地还在种庄稼外，大片
坡地栽植的树木现在已经长得郁郁葱
葱，绿云一般盖在山岗上，成了一沟的
风景。我回黄泥沟时，总要钻进林子
里走一走，脚下的黄土变成了黑色腐
殖土，扒开腐殖土，下边依然是我熟悉
的黄泥土。我一阵感动，厚道质朴的
黄泥土没有一丝改变，依然我行我素
地用另一种方式为人们做着奉献。

每回一次黄泥沟，我都要装一袋黄
泥土，用它培养我阳台上的花，每回一次
黄泥沟，我都会默诵“为什么我的眼里常
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故乡黄泥沟
姚元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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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头摄影 龙 倩

扇 面 陈红卫 作

淡黄色如雀舌状的茶叶随沸水的注入，上下
翻滚后慢慢平静，绿叶在杯中或舒展或沉浮，香
气飘散开来，轻啜一口，似如甘露，口齿之间，香
气四溢。那一瞬，我想我懂得了茶。

从小不爱喝茶，大概因为茶汤又烫又涩，抑
或是没冰茶饮料喝起来方便可口。爸爸喜欢与
人坐在茶桌旁，摆弄不同的茶具去泡茶，特别是
对产自商洛的茶叶更是杯盘碗盏壶齐上，一套动
作行云流水，似乎是在茶海上演一套手舞。只有
我知道缘由，因为妈妈的故乡是商洛茶乡，不仅
出好茶，还出泡茶好水！

小时候，对茶的兴趣还不如对茶盘上的“六
君子”小摆件有兴趣，随着年龄增长，加上家中茶
氛围的熏陶，让我对茶似乎多了几分情愫。疫情
网课之余，我少了喝冰茶饮料的渠道，多了看泡
茶、听茶道、品香茗的大把时间。

渐渐地，我不满足于只看人泡茶，自己也跃
跃欲试。征得爸爸同意，我就兴冲冲地坐在一排
整齐的茶具前，学着爸爸的样子，小心翼翼地拿
起茶具，在爸爸的提点、示范下，我重新认识了茶
道六君子，知道了它们的用途。接下来就是在手
忙脚乱中不是打翻杯子，就是烫伤了手，桌面上

一片狼藉……万分不服气之后的执着重复，着实让
我意识到泡一杯好茶远不是伤痛和破碎这么简单。

我开始更加认真地学习泡茶，在反复尝试中，
茶具与我熟络起来。它们在我手中有条不紊地登
台表演，最终完成一支神圣又典雅的舞蹈。一片
片似银针、似瓜片、似标梭、似田螺状的叶子在我熟
练的操作下，竟在沸汤中舒展得婀娜多姿，像一个
个尘封已久的精灵，带着大自然的春天飘出茶杯，
沁人心脾。

爸爸说，品鉴一杯茶，要观汤色、品滋味、闻
香气、查叶底，最终给出答案。从对茶由苦涩到
回甘的认知中，从茶叶在热汤里的翻滚起落中，
从茶具六君子佐茶成香中，我似乎也有了心得。
桌上茶海似学海，看着不大，却是无涯。泡茶用
的杯盘碗盏壶似是我们学习
成才必备的德智体美劳，要全
面兼修；而佐茶用具六君子则
是我们必学的语数外生物化，
不可偏废。其实，这也是爸爸
给我教习茶艺的引导。

（作者是西安万科城初级
中学学生）

懂 得
任奕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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