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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白果树（外二章）

姚彩霞

一座村庄，依偎在一棵老树苍劲
有力的怀抱，感受着村里人世世代代
的喜怒哀乐和悲欢离合，以及年复一
年的繁衍生息。 村庄就如老树庞大的
根系盘根错节， 而住在村庄里的人
们， 如枝杈上一片片筋脉相通的叶
子，相惜相怜。 无须誓言，无须承诺，
为着一个村庄， 老树坚守着一丝寂
寥、一缕乡音，固守着一份千秋情缘。

青黄交接的季节， 雾霭沉沉，因
为一位九十岁高龄老人的葬礼，老树
再一次接纳了一群人的冒失闯入。 这
群人已不能从斑驳的枝干上撸下季

节的悲喜焦愁、试图从根须里探听被
岁月掩埋的秘密。

和葱茏的春天里走近它的感觉

截然不同，此刻，有霜冷对晚秋的慰
问，有霜叶对晚秋的衷情。

再一次邂逅，已储蓄了三秋的忧
虑和两冬的伤感，慢慢地将沉醉的目
光投向它的茂密挺拔和那一树的暗

绿金黄。 尝过无数个春暖冬凉，总有
一缕日月的光芒，穿心而过，生命的
轮回中，扇形的叶片簌簌落下，凋落
的是点点潮湿的心绪，溅起的是历史
的片片风骨。

围着浓荫旋转，隆起的根系布满
追寻的脚步，六人合围，臂膊再修长，
长不过千年不朽的传说。

一种传说站立了千年，依然心声
朗朗。 白果树下形形色色的人燃香叩

拜，苍茫中，千千万万根红绳虔诚地
系于飘向梦境的尘缘。 树下的黑衣女
子，拾起飘然落下的叶子。 夹进书页
里的那片， 把秋意的精髓都吸了进
去，她能读出一叶知秋的诗意、哲理
和被岁月遗落的金黄么？

我们于两千多年之后一次次仰

望， 每一次都有不同的叶片落下、不
同的眼眸怜惜、 不同的手掌触摸、不
同的心情倾泻，不变的却是那苍干虬
枝里峥嵘的情怀， 任凭日月更迭、风
雨横斜。

在叶氏庄园

终于把这座庄园又交给了秋天，
灰砖黛瓦又斑驳了几分。 或是故事太
长，或是时光轻浅。 再一次迈过高抬
的门槛，仰视砖木雕刻的门楣，谈论
岁月的幽深。 四处打量珍兽镇脊的过
往，砸落的旧时光，返照在飞檐斗拱
上，一直漫过镂空的窗棂。

雕梁画栋，庭院深深 ，被陈列成
经年的卷轴，次第打开的还有瘦成回
廊的诗篇、沉淀清秋的楹联。

大红灯笼一挂，喜气就充盈了厅
堂的每个角落。 被烟火气包裹着的老
物件和穿越光阴的故事，就是乡恋最
美的凭证。

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 关于
庄园主人无数美谈，熔铸在秋思浩荡

和谈笑风生里，正四处汹涌。
忠厚的石阶排兵布阵，磨砺老宅

的家史。 水运发家的辉煌被折叠，退
隐于沙河一岸。 一河碧波，荡漾一脉
相承的祖训，荣耀的日子被“中原小
故宫”收藏，一藏就是四百年。

一方水土，蓄满秋阳 ，任由时光
调制出岁月静好。

访阳城遗址

翻开乾隆四十八年《商水县志》，
清代商水监生王端有诗《过蒙恬冢》：
“苍毫始造志芳名，北守藩篱绩未成。
溵水城南存故址，茫茫赍恨望长城。 ”

时间的折痕中 ， 早已长满了苍
苔。 探寻的目光穿越历史的余晖，缓
缓走进陈胜故里，走进阳城遗址。

扶苏寺村头的秋阳是朴素的，脚
下的土地是朴素的，晒粮人心底的满
足是朴素的，村头挺拔高峻的雕像是
朴素的。

远古吹来的风，吹在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的牌子上， 也是朴素的。
连同为我们讲述这段历史的老者的

脸庞和语言，都是朴素的。
几句平常的问候，几段平和的追

诉，包含了村里人朴素的守望。 村里
的日子，盛大如日出，又朴素到平静
无波。

而朴素的事物都自带光芒。

扶苏寺的牌楼是一道时光的门，
门里尘封的是阳城遗址的片片印迹。
当年，刻有“扶苏司工”字样的陶器残
底出土， 像一张古老的照片捕捉到了
唤醒它的光芒。千年的酣梦被惊醒，再
不见巍峨的城墙， 不见四面八方的膜
拜，宴会上的歌舞升平早已埋入墓坑，
肃立的编钟还在击打着千年的跫音，
斑驳的苔痕记录着一个朝代的兴衰。
阳城两千多年的历史，将一个坑盛满。

沿着扶苏寺村的护城河行走，河
道上漂浮的莲叶绿如当年。 当年的城
池和金銮殿， 早已藏进历史的瓦砾；
当年揭竿的旗帜，早已和天上日月云
霓的光芒融合； 当年秦阳城人的后
代，今天已和万亩高标准农田里的小
麦同色……

阳城，一幅朴素的长卷 ，尽情挥
洒勇士的豪情。 一支毛笔，依旧在遗
迹的光阴中朴素描白，不止要书写江
山、激扬文字，还要写尽历史的抑扬
顿挫，写尽人间的悲欢离合。 翻阅无
数古籍，一页页薄薄的纸张，记述着
我们耳熟能详的忠勇，被誉为“中华
第一勇士”的笔祖蒙恬，其造笔的佳
话已然在阳城流传。 那一尊代表忠义
信勇的雕像，或只是历史留下的一个
背影，任凭后人瞻仰了几千年。

站在希望的田野上，土地是阳城
这一部史诗中不可或缺的韵脚 。 凭
吊，缅怀，时空交错，昨天与今日。 ①8

树 懒
萧彭玮

一

在认识树懒以前，我就已经是半
个树懒了。

妈妈生气地责骂我 ：“垃圾都不
倒……书放得乱七八糟也不收……
袜子到处乱扔……”妈妈愤怒的气焰
让我一时低下头，耷拉着无精打采的
脑袋，清理垃圾，收拾书本，捡起不知
在床底躺了多久的袜子……可是转
身，我就变回原样。 妈妈恨铁不成钢
地长长哀叹一声。

已是半个树懒的我，凭着运气升
入初中，看着书立里挤得结结实实的
课本、 铺满书桌的本子与练习册，身
体里的树懒，似乎又长大了一些。

逃离书桌，我沉浸在快乐的小说
阅读里， 哗啦啦翻动一页又一页，看
到时针指向十二， 才想起要剥花生。
算了算了，该吃午饭了，下午再剥吧。

但是心里隐约知道，下午也不会
去。 就像六年级的时候，那天一早就
出门看戏，跟朋友到处逛，买零食，玩
游戏，戏台上的红脸黑脸，一句听不
懂。 出门时还惦记着没写的作文，可
是回到家，天已经漆黑。 妈妈端来饭
菜，我一边吃一边盯着时钟，秒针像
心里的恐惧一般，走得越来越快。 马

上就到九点，一个字也没写。 我想多
吃一会儿，不要那么快吃完，害怕面
对作业。 可是最后一口粥，终于还是
咽进肚了。

翻开作文本，握起圆珠笔 ，写了
题目《秋》，又写了“虽然、但是”的开
头，手就僵住了，一个字也写不出。 时
针滴答滴答溜到十一点，我急得眼睛
发热，呜咽出声。 妈妈从床上爬起来，
用锋利的眼神瞥着我。 她说一个字，
我写一个字，写完已是凌晨。

妈妈既关切， 又火气直冒， 说：
“以后不许这样！ ”

可是树懒却在慢慢生长。

二

只要不出力，做什么都行 ，似乎
这就是树懒的特点。

妈妈和我完全不一样 ， 吃完午
饭，她一刻不歇息，又去剥花生了，还
拽上我。 可我剥了一会儿， 就手指酸
胀，腰弯得很累，于是转转眼珠子，嘻
嘻笑着说：“我还有作业……”妈妈点
了一下头。 我蹦跳着跑回卧室，开心
地躺在床上，把作业丢到九霄云外。

等我睁开眼，已经傍晚了。
淡红的光穿过窗户 ， 洒在被褥

上，似乎在宣告黑夜的降临。 我胸口
一阵冰凉，发紧，又沉重，还有古诗没
背，明天老师会逐个检查。

这时，门口传来妈妈的声音：“睡
醒了？ 作业写完了？ ”

似乎每次都在最后一刻，才知道
焦灼，才知道时间的金贵。 又要来不
及了，我耷拉着沉重的脑袋，心像要
跳出喉咙，又怕妈妈责怪，声音像蚊
子一样小：“还没……”

妈妈眼睛忽而一闪，她望着窗户
里的光芒，声音蓦然变得如夕阳般温
柔：“我帮你看着太阳，去写吧。 ”

被褥上的光芒渐渐倾斜。

三

看着太阳，太阳就不会落下了？
我翻开语文书，坐在床沿的光芒

里， 盯着纸上一个个明晃晃的文字，
聚精会神地读着：“青青园中葵，朝露
待日……”妈妈说她会在太阳落山
前剥完花生，说完又去院子里了。 我
觉得不可能完成， 因为花生还有很
多。

脑海里一半是诗句，一半是妈妈
的背影。

光芒倾斜到桌角， 越来越红，像

烈火一样。 我读了一遍又一遍，磕磕
巴巴尝试背诵， 终于从头到尾背下
来，又继续闭目背诵几遍，已经熟练
许多。 我睁开眼时，桌角只剩下最后
一抹光斑。 我惊异地张大嘴巴，自己
跑过了太阳！

我心里躁动着 ， 像打了一场胜
仗，欢快地收拾书本，可这时候，桌角
的光斑，倏然完全消去了。

夜幕终于拉下来了。

四

院子里 ， 妈妈还在弯腰剥着花
生，背影在深蓝的夜里像叶子一样摇
曳，妈妈输给了太阳。 然而她满面欣
喜地站起来，扭扭僵硬的腰，乐呵呵
地对奶奶说：“又是忙碌的一天，明天
继续剥……”

明天，妈妈还会早起。 她说绣球
花爱喝水，只要一天不浇，就会枯黄，
也许生命也会这样消亡。 妈妈的背
影，越来越深地刻进身体。 我渐渐发
现，自己拥有了神奇的能力，就像妈
妈和第一缕阳光的约定一样，我学会
了和夕阳约定，在太阳落山前，迎着
美好时光， 散发与它一样美丽的金
黄。 ③22

散文诗

随笔

龙湖岸边处处美
张然

在一片天空下，龙湖静静地躺在
淮阳这座魅力小城的怀抱，静静地徜
徉在三川大地腹部，犹如一颗璀璨的
明珠，映照着淮阳这座城市的历史与
文化。

湖岸边 ， 簇拥着的荷花如诗如
画，芦苇在风中摇曳，仿佛在诉说着
古老的故事。 这里，自然与人文相得
益彰，为我们的家乡描绘出一幅美丽
的画卷。

龙湖岸边，美景无处不在。 夏日
的荷花盛开，或红或白，或粉或黄，或
含苞待放，或热烈奔放，宛如一个个
婀娜多姿的少女， 在湖面上翩翩起
舞。 绿意盎然的荷叶，承载着晶莹剔
透的水珠，显得格外娇嫩。

芦苇丛中， 鸟儿欢快地歌唱，时
而展翅高飞，时而低空掠过。 一草一
木、一虫一鸟，都在这片水域上演绎
着生命的美好。

在湖边的步道上，人们三三两两

地聚在一起，有的悠闲地聊天，有的
专注地钓鱼， 有的尽情地欣赏美景。
每个人都享受着这片湖水带来的宁

静与和谐。
步道旁， 间或可见零星的小花，

它们在微风中摇曳，仿佛在向往来的
行人微笑问好。 在这里，人们与自然
和谐共处，生活变得舒适惬意。

日暮时分， 龙湖更是美得如梦如
幻。夕阳西下，湖面上的荷花与芦苇被
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辉。 湖边的建筑
倒映在水中，如同美丽的镜像。

此时此刻， 无论是漫步在湖边，
还是驻足远望，都能感受到大自然的
无尽魅力。

与此同时，淮阳上下也正经历着
翻天覆地的变化。 城市的发展日新月
异， 新建筑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
这些建筑以现代化的设计理念和风

格，给城市带来了焕然一新的面貌。
夜晚的淮阳 ，华灯初上 ，霓虹闪

烁，与湖景相映成趣，让人陶醉在这
座城市的现代之美中。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淮阳的文化活动日益丰富多彩。 定期
举办的各种文化活动， 如文化艺术
节、民俗文化展览等，不仅增进了人
们对本土文化的了解和认同，也为城
市注入了新的活力。

这些活动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

们关注和参与，让淮阳的文化底蕴得
以充分展现。

历史是城市的灵魂，淮阳有着悠
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从龙湖
岸边那些古老的庙宇和历史遗迹中，
我们可以感受到这座城市的厚重与

沧桑。
然而，正是这种历史积淀 ，赋予

了淮阳人民坚韧不拔的精神和开拓

进取的勇气。 他们用双手和智慧，将
这座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

这片土地上的人们， 热爱生活，

热爱家乡。 他们用热情和执着，为淮
阳的美丽与发展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无论是湖岸边欣赏美景的游客，还是
城市中奋斗的人们，都在参与这座城
市的华丽转身。

龙湖岸边处处美，淮阳上下焕新
颜。 这不仅是对家乡美景的赞美，也
是对家乡人民的致敬。 在这片美丽的
土地上，我们共同成长、共同繁荣。 让
我们继续用双手和智慧，守护这片美
丽的家园，为淮阳的未来谱写更加辉
煌的篇章。

在赞美龙湖的美景和淮阳的发

展之余，我们不禁要思考：这座城市
的未来将何去何从？ 是继续保持其自
然与人文特色，还是走向更为现代化
和高科技的道路？ 这是每个热爱淮阳
的人都需要思考的问题。

无论如何，我们都希望这座城市
能够保持其独特的魅力，继续焕发勃
勃生机。 ③22

故乡的秋天（外一首）

田 军

推开故乡的门

我看见了秋天

在乡间小道

我看见了，晨露闪烁在草尖
在秋阳高照的午后

我看到了，枝丫间高歌的秋蝉
在虫声唧唧的夜晚

我看到了， 故乡片片金黄的
秋天

故乡的秋天

干净、朴素、香甜
玉米、高粱、大豆都露出金灿

灿的笑脸

红薯、花生都撑破了地皮
棉花、芝麻都咧开了小嘴
一切的一切皆等待分娩

我的父母，我的乡亲
开心地笑，憨憨地笑
笑得如灶膛里的火

幸福而安然，热烈而奔放

知秋

在故乡的门口

我捡起一片金黄

想寂寞的云彩，和
辽阔的天空

叶落在了宽阔的马路上

被早行的环卫工人

轻轻拢起

不知去了何方

叶落在了十字路口

随汽车的尾气一起

悬在了半空里

似雾又似风

叶落在了小河岸边

悄然地

听淙淙流淌的溪声

这世界多么安静

叶落在了校园里

被调皮的青春

轻轻地

夹在了一行诗中

叶落在了一只鸟的肩上

鸟儿欣喜若狂

幸福地

把它搭在巢穴上

叶落在了树根的周围

她亲切地

拥抱着亲爱的母亲

无限地打开自己

多么辽阔的大地啊

风儿一阵又一阵

与舞蹈的叶儿一起

追赶着阳光，和
世界上所有的幸福③22

霜降（外一首）

卞彬

秋风不定时地

从树上摘下一两片叶子

作为蚂蚁最后泅渡的船只

从此岸到彼岸

候鸟的翅膀

只是轻轻一划

便从蝉鸣声声的夏

度到了辽阔的秋

离离野草在秋的深处

一片片泛黄成

我无法收割的文字

草尖上的露珠

是昨夜蟋蟀的鸣叫

紧紧包裹初升太阳的暖

包裹我仰望天空的角度

《诗经》里的蒹葭
长成了我的老年

它们在风中摇曳着

我白头的往事

那轮落日

还是童年时的灯笼吗

在即将到来的黑夜里

提着它

是否还能找到回家的路

我真的不知道

如果有霜花落下

我是该先伸出左手

还是该先伸出右手

河水中裸露的石头

一如坚硬的思想

我的兜里没有船票

登不上那轮弯弯的月

立冬

该走的都已经走了

包括蝴蝶和蛙鸣

包括田间的稻草人

和草丛里的蟋蟀

甚至雁阵

都成了淡淡的云烟

只有片片黄叶

飘零成风中的往事

轻轻地落在冬的阶前

河水不说话

它已瘦成一条长长的丝带

被风吹向更远的远方

枝头上停留的几只麻雀

是这个季节最后的叶子

它们不时抖落的一两声鸣叫

砸向我最深的寂寞

老槐树光秃秃的枝伸向天空

依然留不住远去的云朵

墙角处

菊花倾诉的语言已经风干

寒冷还没有到来

我不想把你的名字取出

作为这个冬天温暖的火焰

霜还没有开成霜花

还没有取走

草色里的最后一丝绿

如果有雪

林间就会长出美丽的童话

长出关于狐狸的传说

长出长长的脚印和欢笑③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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