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都
市
慢
生
活

特
别
策
划

07
2023年9月22日

星期五

□主编：郝 良

□编辑：王万礼

□美编：杨蕙菱

邮箱：
3213456266@qq.com

春华秋实，春种秋收。时序到了秋
天，庄稼次第成熟，大地上呈现一派五彩
斑斓的丰收之美。

通常，丰收的景色是黄色的，例如稻
子。到了秋天，稻子成熟，叶片由墨绿转
为橙黄，沉甸甸的稻穗，籽粒饱满，低头弯
腰，以虔诚的姿势叩谢大地养育之恩。一
田一田的稻子连成片，汇成海，远远望去，
一派金黄，宛如巨幅水彩画卷。联合收割
机把田野当作沙盘，一趟趟地切割、吞吐，
专心致志地创作沙画。站在田埂上，感受
机械化作业的轰轰烈烈，脸上洋溢着丰收
的喜悦，一股豪情油然而生。

脱下来的稻谷摊晒在晒场上，也是金
黄的。晒场像一只没有沿口的平底锅，摊
开的稻谷犹如“蛋饼”。晒至晌午，庄稼人
拿着木刮板，在“蛋饼”上推出一道道“波
纹”。微风习习，庄稼人忙着扬场。铲一
锹稻谷向空中抛去，一道抛物线横空而
出，灰尘、碎屑被风吹远，饱实的谷子纷纷
降落，如春雨溅叶，如春蚕食桑，“沙沙”作
响。拣一粒稻谷放进嘴里，“嘎嘣”一声断
成两截，嘴里还留有米粒的余甘。庄稼人
知道，稻子已晒干，可以归仓了。

金黄色的还有玉米。掰下来的玉米棒
摊在晒场上，晒干水分后，玉米脱粒机派
上了用场。机器轰鸣，玉米棒从入口喂进
去，吐出时就成了光秃秃的芯棒。脱下来
的玉米粒堆成小山，黄灿灿的，如一座金
字塔，看着让人喜欢。也有将玉米棒用麻
线串起来的，或将玉米棒的壳绞成串，挂
在屋檐下凌空横架的竹篙上，如编钟，将
民房装扮成黄金屋，让人心生喜欢。

除了黄色，秋天丰收的颜色还有紫
色、绿色、黑色、白色、红色。紫色的是月
亮菜，从木叶动秋声的初秋，到草木渐枯
的寒秋，裹一身紫红色的旗袍，齐刷刷挂
在篱笆上，明亮了路人的眸子。绿色的是
绿豆，豆秆砍下来摊晒在晒场上。阳光照
耀，豆荚渐干，站在晒场上侧耳细听，隐约
听见绿豆荚爆裂的轻响，“啪”的一声，蹦
出圆溜溜的绿豆粒。这时连枷派上用场，

“砰砰砰”地挥舞连枷，豆粒滚落一地。抖
去秸秆，晒场上留下一片绿。圆滚滚的绿
豆摊在晒场上，或摊在屋顶平台的簸箕

里，成为晒秋版画里重要的构图元素。
黑色的是芝麻，收割下来的芝麻秆摊

在篾盘里晾晒，用短木棒轻轻一敲，黑蚂
蚁似的芝麻“沙沙沙”地落了一层。别看
它外皮黑，里子可是白的，吃起来可香了，
餐桌上的汤圆、麻饼少不了它做馅，超市
里的芝麻粉、芝麻油，都是它的代表作。

白色的是棉花。棉花的采摘期长，从
初秋到初冬，棉桃依次成熟，炸裂，吐出洁
白的花朵，如一只只白蝴蝶，栖息在棉秆
上。人们将它们摘下来，摊在门前的簸箕
里，摊在晒场的尼龙纱网上，远远望去，犹
如一簟簟蚕宝宝，如一朵朵白云，如一座
座雪山，给人一种圣洁之美。摸一摸，柔
软而又温暖；闻一闻，满是阳光的味道；瞟

一眼，心里早已乐开了花。
最喜庆的要数红色。红红的高粱，高

举着火把，站在秋天的田野里。收获后的
高粱经过脱粒，摊在农家晒场上，犹如燃
起了一堆篝火。赶在霜降前摘回来的辣
椒，一时吃不完，就用细线将它们穿成一
串，挂在墙上风干，留作冬日里火锅的调
料，随用随扯。一挂挂长长的辣椒串，如
一副副火红的春联，又似一串串喜庆的鞭
炮，一眼瞟去，心里似乎燃起一团火，浑身
顿时暖洋洋的。

秋天里，丰收的颜色还有很多，譬如
红薯紫，柑橘橙，黄豆乳黄，马铃薯肉白
……数不胜数。丰收的颜色，五彩斑斓，
喜气洋洋！

秋天像一幅巨幅油画，铺展
在天底下。

田畴金黄。仔细看，一坵坵
四方形、长条形、不规则的稻田，
像积木拼在一起。或浅黄，或深
黄，相邻的积木呈现出高低不同
的层次，但一律被黄色统领，铺向
天边。这油画似乎有抽象派的韵
味，表达着共同的主题。

远处，有机器在闪光，人影在
晃动。那是收割机一边吐出秸秆，
一边吐出稻谷，掀开稻浪后，露出
微黑的田泥。田野尽头是村庄，是
升起的炊烟，还有鸡鸣和狗吠。仿
佛油画掺入了驳杂的颜色，在秋阳
笼罩下，祥和而辽阔。

婶 婶 正 在 屋 前 坪 里 晾 晒 稻
谷，半亩见方的水泥坪，每个角落
都被稻谷覆盖。见这么多的稻
谷，我问她是不是收割完了。她
说，还不到一半。她一边用竹耙
翻动谷子，一边唠着家常，说她儿
子这几天就从深圳回来，她要过
七十岁生日了。我记住了婶婶生
日，到时一定回来参加生日宴。

母亲要我去摘丝瓜，每天能
摘一篮子。她现在丝瓜吃腻了，
全部用来喂鸡。我有点惋惜丝瓜
的廉价使用，这可是我最喜欢吃
的蔬菜。池塘边的丝瓜棚有一人
多高，绿色的叶片，点缀黄色的丝
瓜花，蜜蜂、蝴蝶、萤火虫以及叫

不出名字的昆虫，在花叶间飞舞
或停驻花蕊。粗一看，还以为金
黄的花里掺了杂质。围着瓜棚转
了一圈，花叶间躲闪着大大小小、
不计其数的青灰丝瓜，有蜷曲的，
有卧棚架的，也有悬空的。不一
会儿就摘了一篮子丝瓜，外加一
个大胖墩冬瓜。

伯母挑一担空米箩，放在晒垫
旁，准备收晒垫里的花生。“麻屋
子，红帐子，里面睡着白胖子”想起
小时候猜的谜语，俯身从晒垫里拿
起一粒，剥开麻屋子，去掉红帐子，
白白的花生米躺在手心。送进嘴
里，爽爽的，脆脆的。看她满头银
发，挑着担花生回家，身后跟着一
条黄色的小犬。她四个女儿出嫁
在外，家里就一人一狗，四五十只
鸡，二十只鸭鹅。人有点孤单，但
日子绝不寂寞。

去摘辣椒的路上，看到苍翠
的油茶树上结满了油茶籽，驼红
的油茶果压弯了枝头；红薯藤爬
满了地，覆盖着地面，不露一丝土
的痕迹，却可以想见肥硕的红薯
正挤胀着黑色的泥土；后山的桔
树林，青色的桔子闪烁在枝叶间，
在阳光的渲染下，正一点点金黄
起来。土里的辣椒，不因秋天而
衰败和颓废，正打着红灯笼迎接
我的采摘。

在初秋的下午，在铺展的巨
幅油画里，返乡游子再一次洞悉
了故乡的幽微和斑斓。是那些留
守故土的老人，他们用不再年轻
却有力的臂膀，绘就了美丽的山
乡秋景，承接历史，赓续未来，他
们筑起的后方堡垒，也成就了年
轻一代的光荣和梦想。

秋日尚热，起了个早，带着
家人去了不远的金山寺。

金山寺已然是茂林修竹，斑
驳的光影平添了几分幽静。拾
级而上，凉风习习，很是惬意。
此时还有秋蝉的欢唱，映衬着
古寺小道，更是禅意横生，“蝉
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是也。
遥想近千年前，这里就掺杂着
幽深与繁华。幽深者，暮鼓晨
钟洗净芸芸众生的浮躁之心；
繁华者，荔枝古道带来络绎不
绝的商贾。如今，登临山顶，极
目远眺，既有传统农业的欣欣
向荣，又有高速、高铁的时代新
宠，不可同日而语也。

驻足回望，万亩荷塘已有莲
蓬株株，倘若要看晚开的荷花
还得近观才行，清香弥漫而来，
自然想起乱入荷塘开心采莲的
景致来，正所谓“采莲南塘秋，
莲花过人头。”极目远眺，更有
看不到边际的稻田，那就是有
着“梁平坝子新宁田，种好一年

管三年”盛誉的宝塔坝子，土壤肥沃,物产丰富，
十足的天然粮仓。这宝塔坝远观犹如一艘大船，
宝泉塔如同船舵朝向县城方向，据说建塔的一个
目的就寓意着屙金吐银，使宝塔坝五谷丰登、堆
金积玉。日上三竿，原路返回，遇见生于斯长于
斯的一位老太爷，他有条不紊地向我们描绘了自
己的新生活，在现代农业机械的帮助下，毫不费
力就让稻谷满仓，闲暇时就爬爬金山寺、游游万
亩荷塘，旅游旺季时还可以把农家特产销售给游
客，小日子一天比一天好。

“宝塔坝，百里见宝塔；宝塔坝，烟村十万
家。十万人家同一社，十万把银锄种庄稼”，诗人
梁上泉曾勾勒了传统农耕的宝塔坝景象。如再
把金山旅游和现代农业融合进去，便可谓“金山
禅林，宝树芳莲；宝塔耸峙，田城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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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白鹤在天空飞过
飞向远山僻静的树林
我孑然一身
躲进稻穗的心脏里
谪听秋收的私语
泥土的芳香漫过全身

在黝黑的脸上
阅读汗水
在晚风的吹拂中
触摸蛙声的潮汐

季节的馈赠伸手可摘

每一片屋檐
都是我栖息的家

渴了喝水
饿了
无论端哪家的碗
上一盆陈年旧事
下几杯酒
翻翻记忆
晒晒家谱
什么新仇旧怨
都在秋收的喜悦里
淡淡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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