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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文菲，本名华书芬，舞阳县
北舞渡镇人，个体经营者，省杂文学
会会员、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漯河日报·水韵沙澧》文艺副刊特

约撰稿人。喜欢读书、写作，作
品散见《漯河日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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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韵沙澧》 文艺副
刊是漯河文学文艺爱好者的

精神家园。本刊的宗旨是一如既
往地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多、更

好的精神食粮，为传播先进文化不
遗余力，并在这个过程中推出更多的
新人新作，为我市的文化建设备足后
劲。因此，我们将对那些有创作潜力
的沙澧写手加大扶持力度，对水平
较高的作品将集束刊发；也会不
定期推出各类体裁、题材的专

版，甚至会推出个人专版，
并为其举行作品研讨会

等。敬请关注。

沙澧 写手

■贾 鹤
对华文菲印象深刻，是在水韵沙

澧读书会举办的一次读书分享会上。
她说的这样一段话打动了我：“年轻的
时候，我是一名个体工商户，为了生
计没有时间读书。现在，孩子们大
了，我也光荣地成为一名全职主妇，
却偏偏爱上了读书和写作。很多人总
是问我：读书和写作是为了什么？我
也曾经多次问自己：到底为了什么？
最初是为了让自己的内心更丰富，后
来是为了影响孩子们，现在是能让我
的晚年生活不乏味。”她真诚的话语让
我感动，眼中闪现的光芒让我震撼。
已至不惑之年的她，没有把自己湮没

在生活琐事中，而是以书为伴、以文
为友，让自己活得很阳光。这几年，
她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创作了一批
充满温情的心灵散文。

她的文字朴实、诚恳，带着家常
的温情，就像认识多年的老友，踏
实、妥帖。比如她在《老花镜》一文
中对母亲的描写：“一个星期天，我突
然发现母亲的鼻梁上架了一副眼镜。
红褐色的镜框很是普通，但母亲戴上
便有了几分知识分子的模样。我好奇
地问母亲：‘娘，你咋戴了眼镜？谁买
的啊？’母亲淡淡地说：‘是老花镜。
你们上学了，没人帮我纫针，恁爹就
给我买了老花镜。’我缠着母亲取下
来，自己戴上试试，却觉得头晕眼
花，连走路也不会了。母亲的话意味
深长，我听后如吃了一口青苹果般酸
涩。我们不帮母亲纫针，不是她不需
要了，而是儿女们靠不住了……”这
样不动声色的述说，却有着强大的共
情力量。岁月无情，我们往往浑然不
觉。而生活会在某一个意外又自然的
瞬间，让人从亲人身体的无声变化中
瞥见时光流转，然后对世事和人生有
更深的感怀。但这种感怀又不是悲伤
的或无奈的。她在结尾用同样温情的
文字给自己的感叹作了完美的注解：

“如今，我的老花镜也时时陪伴着我，
看书的时候得先寻找它，外出时要随
身携带。老花镜带给母亲缝补的专
注、带给我看书的专注。专注的神态

是美的，那种美是自然流露的成熟之
美。希望自己蕴含父母的慈爱，戴着
眼镜看待世界、看待孩子、看待身边
的林林总总，放大美、清晰爱，让岁
月静好在有生之年缓缓流淌。”这样的
文字阅读起来让人非常舒服，一看就
知道作者是一个心中有爱的人。

她的文字善于抓住生活的小细
节，从细小处体现自己对生活的满足
感和幸福感。看华文菲的微信朋友
圈，那精心烹制的美食、看过一本好
书的感悟、坚持健身打卡的自律、和
朋友把酒言欢的欢喜等，会让人感叹
她竟能将琐碎的生活过得如此有滋有
味、活色生香。从中也可以看出，她
是个热爱生活的人，是心存满满幸福
感的人。而心存幸福感的人会以充满
爱的眼光看世间万物，山川草木、花
鸟虫鱼、冰霜雨雪都是自然的馈赠，
是一场心灵的盛宴。她在 《雪夜情
怀》里这样写道：“城市接纳了雪的调
皮，也接纳了风的肆虐。接纳就是爱
的体现，有了爱，关系就变得融洽起
来。两旁的高楼里透出星星点点的灯
火，我知道，那每点灯火里都藏着一
个故事，每扇窗子里的主人都在讲述
着自己或快乐或忧愁的故事。”这些文
字的背后，站着一个对生活有点点感
悟的慧心女子。她没有被柴米油盐湮
没，也没有被日复一日的琐碎磨去光
华，在照顾一家人衣食起居的同时，
还能把自己的精神世界打理得井井有

条。她一定经过了漫长的心灵跋涉才
找到了自我提升之路。她在《读书有
感》一文中详细列出了自己一年来计
划要看的书以及怎样实施读书计划，
思路清晰，目标明确。静心读书，让
她沉静，能更加从容地审视自己的生
活，书籍让她在平凡的生活之外找到
了理想和热爱，让她心中有爱、眼中
有光。

她努力做生活的歌者，用文字表
达自己的家国情怀。她在《父亲的墨
斗》一文中，用一只小小的墨斗来折
射出父亲正直、认真、踏实的秉性；
她在 《说不尽的家国情怀》 一文中，
将奶奶的讲述和自己的所见所闻所
感，汇聚成心中说不尽的家国情怀，
并把这些情怀化为文字，让自己的后
代和更多的人去体会、去感动；她在
《幸福的年味》一文中，以过年方式的
今昔对比反映出了时代的变化，得出
了“富裕的生活像一把鞭子，把过去
浓香的年味赶到了记忆里。我在记忆
的夹缝里回味着童年那绕心的幸福年
味”的生活感悟。

华文菲的创作偏重散文，偶写诗
歌，很有质感。从她发表的部分作品
可以看出，她对某些宏大的题材把握
还不够，写作时容易面面俱到，语言
也不够凝练。这或许与她的文化底蕴
不够深厚有关，但勤能补拙，相信假
以时日，她一定会到达心中那文学的
春天。

心中有爱 眼里有光
——华文菲散文印象

■张素娟
今天一大早，妹夫兴高采烈地

送来了7条大鱼，说昨晚沙河过鱼
了。他去晚了一会儿，捕了二十多
斤，村里的满囤叔用渔网捞了五六
十斤呢。看着几条活蹦乱跳的大
鱼，我记忆的闸门慢慢被打开……

老家人祖祖辈辈依沙河而居。
村民们心中有着抹不去的过鱼情
结。记得30年前，似乎每年夏天河
水都会上涨，等到上游水库放水的时
候，连同水库里的鱼儿一起顺流而
下，在某个众人盼望的时刻，满载希
望的河水就会流到家门口的河段。

于是，大家期盼着、等待着。
忽然有一天，“河里过鱼了”的消息
像长了翅膀似的传进沙河两岸男女
老少的耳朵里。接下来的场景，不
是身临其境根本难以想象：老的少
的、男的女的，带着各式各样的捕
鱼工具，长的短的、圆的扁的，还
有馍筐子、菜篮子，只要是能捞鱼
的都带上，一窝蜂似的到了河边。
有时候正赶到半夜时分，大人们怕
惊动了孩子，会悄悄地起床，打着
手电筒向河岸奔去。如果有人因为
其他事错过了一年一两次的过鱼，
每每会遗憾很长时间，好像是遗忘
了一次自己的生日一样。

我只见过白天过鱼的情景。河
里鱼头攒动，岸边人声鼎沸，胆子
大的会游到河中央，看准了一条大
鱼追着它去捉。这是个挑战眼力、
挑战体能、技术含量高的活儿，搞
不好鱼捉不到还会有生命危险。大
部分人只能在近水岸边捕捞。我们
小孩子也拿个馍筐子或菜篮子捕

捞，在最浅水处能捞出来几条巴掌
大的鱼儿也是欢呼雀跃、极具成就
感的。偶尔几条调皮的小鱼会跳到
岸边的草丛里，孩子们一拥而上，
像开战了一样笑着闹着找着，谁先
找到就仿佛觅到了巨大的宝藏——
他会把鱼高高举过头顶，一蹦三尺
高，故意惹得其他的孩子仰着头围
在他身边跟着往上蹦，好像要从他
手里把鱼抢过来似的。夕阳的余晖
映着灿烂的笑脸，反射着汗珠子的
亮光，像画儿一样，又像是梦中仙
境。

等到带着鱼的水流高峰过去，
人们三三两两地带着战利品，像得
胜的将军一样走在回家的路上，嘴
里还兴高采烈地谈论着谁弄了一条
几十斤的大鱼、谁差点被水冲
走……那表情、那神色，无比兴
奋、无限满足！捞鱼多的人家会把
鱼送到亲戚朋友家里，也会送给家
里没有劳力的邻居们，分享幸福的
喜悦。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河
里过一次鱼，差不多像过了个年似
的，人们可以借此打打牙祭、刺激
一下味蕾，让可怜的胃过把瘾。

傍晚时分，小村上空弥漫着生
鱼的腥味和炸鱼的香味，炸鱼块、
水煮鱼、酸菜鱼、鱼头豆腐汤等，
每个胡同里都传来孩子们的嬉闹声
和大人们的欢笑声，这声音和香味
绘成了一幅美丽的乡村图。

如今，住在几十层的河景房，
虽然还是傍河而居，但心与水和鱼
的距离却越来越远了，更多的期待
是收入能够年年有余、工作能够如
鱼得水、孩子能够鱼跃龙门。

过鱼

■余 飞
村子过去是个寨，是寨就有寨

墙。修寨墙需要土，挖土的地方就
成了深深的寨壕，壕里就有了环绕
村庄的水。有水的寨壕和高高的寨
墙将村子围住，只留四门供人进
出，住在村里的人就很安全。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寨墙没
了。但有水的寨壕仍然围着村子，
里边的水绕着村流，却流不出去，
里边就生出许多鱼虾。我小时候最
大的乐趣就是到那里钓鱼摸虾。

寨壕的水不流动，最多就是在
雨季补充些雨水，所以里边的鱼都
长不大，且多是些野生的泥鳅、草
鱼等。同时，由于两边多水草，草
丛覆盖的水边就生出些鳝鱼来了。

我们这儿把鳝鱼叫黄鳝。村人
很有可能是根据这像泥鳅却又比泥
鳅长的家伙的颜色给命的名。这东
西在南方的稻田很多，一是稻田里
都是松软的泥，适合它生长。二是
南方人喜欢吃鱼，只要是鱼就能大
快朵颐——况且这叫鳝鱼的家伙不
但没有乱刺，而且肉质鲜美，据说
营养十分丰富，因此就十分招人待
见。寨壕里有鳝鱼生长，应该是应
了村人“鱼是草籽繁生”的断言。
其实在那环绕村庄的寨壕里，其他
鱼类也都是野生，村人司空见惯，
所以没有人去探究那鱼是怎么出现
并生长的。鳝鱼之所以在这里生
长，大概是因为这不流动的水下沉
积了厚厚的淤泥，而淤泥恰恰是它
最喜欢的生活环境吧！

鳝鱼是什么时候开始在寨壕里
出现的？第一次吃鳝鱼的人是谁？
怎么吃的？这长长的鱼吃到嘴里是
什么味道？没有人知道，但我们都
知道这东西好吃，即便没有油只在
铁锅上炕熟，那香气也能让我们的
口水流到下巴上。

鳝鱼这东西不仅好吃，还全身
是宝。且不说它的美味诱人垂涎，
单单那止血、消炎的功效，就足以
让那些所谓的消炎药“脸红”了。

村人在田里耕作时免不了破皮
受伤。乡村医疗条件有限，像这些
破皮、流血的小伤当时是不可能跑
到卫生院包扎或作什么消炎处理
的。这就显出黄鳝血的神奇来了：
只要把涂了鳝血的纸往伤口一贴，
就不会发炎、感染。三五天下来，
不管多深的皮外伤都会愈合如初。
因此，那时人们只要逮到鳝鱼，第
一件事就是把它的头剁下，然后让
那汩汩淌出的血涂满整张旧报纸，
再在日头下晒干后放到家里珍藏以
备用。

鳝鱼用处多，却不好逮。用现
在的话说就是“逮鳝鱼是个技术活
儿”。这东西浑身黏液，极其光滑，

如用手抓，它能从人的指缝里逃之
夭夭。它在靠水边的草丛下打洞，
许多人不知道这洞有上下连通两个
洞口。你发现了鳝洞，不知道的人
一般就会从上往下掏，但上面一有
动静，聪明的鳝鱼即刻便从下边逃
跑了。

我们那帮小伙伴在逮它的过程
中常常铩羽而归。但失败的次数多
了，聪明的小伙伴们就总结出了经
验：发现上洞，先不正面突破，而
是用手探寻到水下的口；待下面找
准再伸手入洞，用力上捅。那鳝鱼
见下面被偷袭，就本能地从上口逃
生，岂不知上面早有一只手弯曲了
手指成钳状在洞口等着。受惊的鳝
鱼慌不择路，根本没想到上面还有
埋伏，如此出洞即钻入“魔”掌。
等待的人将中指拱起，待它入手，
即将食指、无名指一齐收紧，再顺
其力猛向外甩，一条鳝鱼便活蹦乱
跳落入草丛。

由于鳝鱼是从洞中所得，所以
我们通称掏黄鳝。只不过在掏的过
程中偶尔也会掏出条水蛇什么的，
很是吓人。

因为怕掏着蛇，我们就想办法
去钓。但那鳝鱼经常在洞里窝着，
像钓鱼那般用钩钓是不可行的。鱼
钩一般都是弯的，挂上蚯蚓吊在水
里让鱼儿自己上钩。但这样去钓鳝
鱼就不行了——弯着的鱼钩上蚯蚓
再新鲜，那鳝鱼也绝不会爬出洞口
自动吞钩。这就逼得我们不得不另
觅良方了。

我和小伙伴们想了许久，又仔
细观察了它的生活习性后，便有了
主意。

回家偷了娘做针线活儿的缝衣
针，一折两段，取一段用线拦腰拴
了，再用一根麦秸秆将挂了蚯蚓的断
针穿住，而线则顺秸秆捏在手里，那
鱼饵裹着的钓具就是直钩——直钩钓
鱼的传说，就这样实现了。

断针上挂了蚯蚓，再把秸秆带
线轻轻捣入洞口。洞中的鳝鱼见有
美食送到嘴边岂有不吃之理？于
是，张口就将那挂了蚯蚓的半截断
针一口吞下。这东西只要咬住东西
是万万不松口的。刚开始，断针虽
被它咬住，却尚未被完全吞进肚
里。这时我们并不着急，只是先轻
轻把那带线的秸秆抽出，再轻抽拴
了断针的线。此时的鳝鱼已将断针
吞进口中，越是拉线，它越怕到口
的食物再被夺走，就越往下咽。待
我们觉得那半截断针已被鳝鱼完全
吞进肚里，手中拉线的力量就猛然
加大，拴在中间的断针立马就横了
起来。于是，任它多滑的鳝鱼，也
只能被钓上来了！

咱聪明吧？

掏鳝记

■华文菲
停电的夜晚，业主们都在微信群

里打探停电原因，家有学生的业主更
是怨声载道。黑暗像一张大网，笼罩
着寒冷的冬夜。突然，有人在群里发
了一张图片：一盏用萝卜头做成的小
油灯散发着温柔的光晕。我的思绪瞬
间回到了童年的巷子，小油灯也从记
忆深处被打捞出来。

童年里的小油灯是儿时心中的太
阳。即使已隔数十载，每每回想起来
也还是亲切如初。小时候村庄的夜
晚，让夜鲜活起来的就是一盏盏小油
灯。千家万户，一年四季，小油灯颤
动的火苗让孤寂的村庄和低矮的房屋
生动许多，那昏黄微弱的光晕洒满屋
子，衬托出家的温暖。

我上小学时，条件比较艰苦，学
生要自备一个小板凳和一盏小油灯。
家里有哥哥姐姐的孩子拥有一盏小油

灯不是难事，因为他们会帮着弟弟妹
妹做小油灯。那时做油灯的原材料比
较简单：一个带盖子的空墨水瓶子，
一小块四方铁片，一根用铁皮卷成细
长空心的灯芯支架，一缕母亲针线簸
箩里的棉线。制作时，在四方铁片中
间钻个小孔，然后把棉线灯芯从支架
中间穿过去半寸高，再加上半瓶煤
油，拧上盖子，小油灯就可以用了。

有了自己的小油灯，我上晚自习
的态度也积极主动起来。吃过晚饭就
点上小油灯，和左邻右舍的孩子们三
五成群，边说边走，边走边玩，不足
一公里的路程也要走上二十多分钟。
一盏盏小油灯扭着腰肢从家里跳出
来，在黑暗的夜间慢慢划过。由于火
苗瘦小虚弱，经不起风，即使用手极
力遮挡，也总被风刮得忽明忽暗，经
常走着走着灯就被风扑灭了，小伙伴
们就你给我点、我给你点，一路上除
了点灯还是点灯。母亲说，站在巷子
口，看着星星点点的灯火从巷子里划
过，忽明忽暗，就像萤火虫在夜色里
飞舞。

来到教室，我们自动组合，三五
个学生面对面坐着，边写作业边玩油
灯。小油灯的光晕把教室涂染成了橘
黄色。老师只要离开教室，学生们就

坐不住了，借油的、借捻的、借火
的、借笔的、借纸的……教室里热闹
得像个自由市场。油洒了、灯灭了，
浓重的煤油味掺杂着几个调皮捣蛋的
男生说笑打闹声，让寒冷的教室变得
热闹无比。听到老师的脚步声，我们
就快速装模作样地学习起来。晚自习
结束时，有同学的头发被燎糊了，有
同学的眉毛被烤焦了，我们指甲盖里
藏着油灰，浑身都散发着煤油味。

二叔是做白铁活儿的，家里自然
很多铁的边角料。我看二叔心情好
时，就缠着他给我剪几个小方铁片、
做几个铁皮灯芯支架，好送给同学以
维系友情。

我床头的桌子上经常放一盏小油
灯。夜晚，昏黄的灯光把影子投射在
墙上，我经常玩“投影”游戏——用
手变幻出手枪、兔子、小鸟等图案，
丰富了单调的童年生活。

母亲床头的大木箱上总放一盏小
油灯，被擦得干净明亮。我便觉得母
亲是个爱干净、很讲究的人——我去别
人家玩时，看到他们家的油灯上总是脏
兮兮的。每天晚上，母亲把我们一个
个都打发睡后才有了属于自己的空
间。她坐在床上，戴着老花镜，在小
油灯下缝补着贫穷的日子。

元宵节，我们有往祖坟里送灯的
习俗。下午，母亲便开始制作萝卜
灯。傍晚，父亲便领着我的哥哥弟
弟，提上装着烧纸、供品、火柴和萝
卜灯的竹篮子去祖坟里送灯。家里大
门两边的门墩上也各放一盏萝卜灯，
每间屋子里、每台压井边甚至厕所里
也都要放。吃过晚饭，一群群男人女
人带着孩子来到护庄堤上看灯。男人
抽着烟聊着天南地北，女人说着来年
的美好。

20世纪70年代，最高档的灯具便
是提灯了。记得有一天下午，父亲从
外地买回来一盏提灯：一身铁骨刚
架，底座是一个装油的圆形盒子，和
上面的提手连在一起，中间是椭圆形
的玻璃罩，灯头能调节。看见它，我
便想到了一千零一夜里的神灯。那
时，我常在心里幻想着它会不会有一
天也变成阿拉丁神灯，好实现我心中
那一个个不切实际的梦想。

随着社会的发展，电灯普及了，
小油灯不知不觉便远离了我们。如
今，生活在都市里，我尽情享受着灯
火阑珊的温暖和明亮，但偶尔停电
时，思绪还会不由自主地转身，追溯
淳朴的童年，回味那温暖过稚嫩心灵
的小油灯。

人生灯火

诗风 诗韵

流金 岁月

红尘 百味

■特约撰稿人 陈猛猛
自从大二那年暑假支教期间吃了

一个多月的土豆之后，我看见土豆就
反胃，很少再吃。

那年暑假，我作为文学院“向阳
花”支教队的一员，和十几名支教队
员一块儿，到一所偏远的山区小学支
教。没有出发前，我还在心里憧憬着
美好的支教生活：山区处处山清水
秀，一群淳朴的孩子，我们十多个支
教老师化身火种，以燎原之势将知识
的种子撒播到每一个孩子的心田。想
到这些，我就心潮澎湃起来。

可坐完火车又坐汽车一路长途跋
涉终于到达目的地后，贫困山区的生
活条件让我心中的美好憧憬消失得无
影无踪。孩子们的校舍条件简陋，我
们被安排在一间由很大的教室临时改
装的宿舍里，厨房是学校附近老乡腾
出来的一间屋子。

为节省开支，需要有空闲的老师
轮班做饭。除了米面油这些必备的食
材外，好心的村主任给我们用三轮车
带来了两大袋子土豆，于是我们就顿
顿用土豆做菜肴。刚开始大伙吃起土
豆来感觉还不错，洗干净、去皮，切
成细细的土豆丝，在油锅里拌着青辣
椒爆炒，也算是挺不错的下饭菜。可
一个星期之后，天天吃土豆的生活让
支教队员们都受不了了，几个家庭条

件比较好的支教队员宁愿用馒头就着
辣椒吃，也不愿意吃炒土豆丝。他们
说，一看到土豆就没了食欲。支教结
束后，队员们都吐槽说这是把一生要
吃的土豆都提前吃完了，我则连再看
一眼土豆的勇气都没了。

前段时间，当看到电影 《长津
湖》中的志愿军战士在冰天雪地里啃
着无比坚硬的黑色土豆时，我的内心
久久不能平静。由于物资匮乏，稀
松平常的土豆成了战场上的保命食
物。这些既平凡又不平凡的土豆在
那时是希望、是力量。“为着后辈不
打仗，毅然跨过鸭绿江。”这让我不
禁想起了著名作家魏巍 《谁是最可
爱的人》中的那句话：“当你坐上早
晨第一列电车驰向工厂的时候，当
你扛上犁耙走向田野的时候，当你
喝完一杯豆浆、提着书包走向学校
的时候，当你坐到办公桌前开始这一
天工作的时候，当你往孩子口里塞苹
果的时候，当你和爱人一起散步的时
候……请你意识到这是一种幸福吧！
因为只有你意识到这一点，你才能更
深刻了解我们的战士在朝鲜奋不顾身
的原因。”

感恩舍生忘死的革命先烈，珍惜
今天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看完电影
《长津湖》，我又开始吃土豆了，且吃
起来是那样可口。

土豆记
■仲仲 信信

泥河洼的秋色泥河洼的秋色

走走，，到泥河洼去到泥河洼去
和庄稼一同踮起脚尖张望和庄稼一同踮起脚尖张望
呼吸宽广大地呼吸宽广大地
散发出的迷人气息散发出的迷人气息
像河水一样练习静默像河水一样练习静默
陪残荷翘首聆听飞鸟的呼唤陪残荷翘首聆听飞鸟的呼唤
和潜入水中的云朵和潜入水中的云朵
感受水轮机的永恒感受水轮机的永恒
还有大风车张扬的节奏里还有大风车张扬的节奏里
风儿柔润的颂歌风儿柔润的颂歌
到泥河洼去到泥河洼去
排空街巿的喧嚣排空街巿的喧嚣
釆摘季节的信物釆摘季节的信物
徜徉在无边的自然之中徜徉在无边的自然之中
虔诚饱满地瞻望虔诚饱满地瞻望
那些高高在上的旧荣耀那些高高在上的旧荣耀
纷纷飘落纷纷飘落

今夜今夜，，我想邀约你们我想邀约你们

今夜今夜，，我想邀约你们我想邀约你们
壮硕的玉米壮硕的玉米、、谦卑的谷子谦卑的谷子
倔强的芝麻倔强的芝麻，，还有顽皮的豆粒还有顽皮的豆粒
太阳落山时太阳落山时

妈妈唤你们回家去了妈妈唤你们回家去了
这无边的空旷这无边的空旷，，就留给了余晖就留给了余晖
留给了雾霭留给了雾霭、、留给了我留给了我
多想和你们一起多想和你们一起
割青草割青草、、烤红薯烤红薯、、捉迷藏捉迷藏
给稚嫩和纯真镀上轻盈的月光给稚嫩和纯真镀上轻盈的月光
秋天就像年轻的母亲秋天就像年轻的母亲
总是用成熟的词语调节着温度总是用成熟的词语调节着温度
今夜今夜，，月色溶溶月色溶溶
请接受我的邀请请接受我的邀请，，一起回到田野去一起回到田野去
唱一首随风远去的歌谣吧唱一首随风远去的歌谣吧

原野交响原野交响

多彩的音符跳跃着多彩的音符跳跃着
辛丑年的展开部里辛丑年的展开部里
打击乐和大提琴此起彼伏打击乐和大提琴此起彼伏
七月之水七月之水，，阻滞了成熟的路途阻滞了成熟的路途
霜降之日霜降之日，，机械依然在田间轰鸣机械依然在田间轰鸣
六旬老汉已经舒展了眉头六旬老汉已经舒展了眉头
自信的目光自信的目光
点燃厚积的荷尔蒙点燃厚积的荷尔蒙
田园交响田园交响
又开启了新的乐章又开启了新的乐章

原野秋歌原野秋歌（（组诗组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