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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样 情怀人在 旅途

岁月 凝香凝香

心灵 漫笔漫笔

舞阳农民画 画中游 梁 平 作

■仲 信
我想把“浪漫”二字贴在嘉兴的门楣上，不知道

它是否同意呢？
这是一个外乡人对一座城市的认可。在嘉兴小住

之后，我搜肠刮肚地想找一个贴切的词语送给它，反
复比较，觉得还是“浪漫”二字最好。

在嘉兴火车站，我一出站就看到了有轨电车。在
我的印象中，这种20世纪初流行于大都市的交通工
具早已被现代化浪潮所淘汰。在文化旅游业日盛的当
下，一些城市恢复一两条有轨电车是作为历史遗迹用
来衬托新的时尚生活的。这里的有轨电车不是被恢
复，而是以新生的姿态被纳入城市规划和交通系统，
成为独特的现代出行方式，是城市大交通的脊柱。

从嘉兴火车站坐车到纺工路烟雨路站下车，舒缓
的节奏、变换的景致，我体验着一种新鲜的浪漫。

嘉兴具备江南城市共有的特色，湖泊星罗棋布，
水网纵横交错。但这里的水承载了京杭大运河千里奔
波而来的北方方言，渗透了海盐塘百里逆袭的东海韵
味，更沉淀了太湖亘古不变的温婉柔媚。最懂嘉兴的
当然是嘉兴人。他们用花红柳绿和莺歌燕舞装扮了城
市的灵秀、慰藉了月河的苍老、映照了白云的自在、
陪伴了烟雨的迷蒙。宽阔整齐、舒朗柔和的城市规划
让人心中平添了几分轻松愉悦。

两天时间里，我乘坐了四次网约车。四位师傅都
是嘉兴人，一位老成持重，三位热情健谈。他们的表
达方式虽然不同，言语中对家乡的赞叹却是相同的。
生态宜居让这里的人们滋长了一种惬意、一种舒适。
他们说，现代大都市像高速旋转的陀螺，生活节奏太
快了。嘉兴处于沪杭两大经济体的中间位置，这里的
慢生活为大都市人休闲减压提供了好去处。

美食是一个城市最本真的记录。了解一座城市，
就从品尝它的各类食物开始吧。嘉兴美食以粽子、船
菜、卤味、糕点为代表，品类繁多、琳琅满目。单是
反复念叨那些老字号，就能让你的味蕾有无限的遐
想。五芳斋、陆稿荐、邹大鲜、种福堂……怎么就起
了这样的名字呢？又是什么人想到这些文字的呢？像
一层五彩的纱覆着传家的珍宝，神秘而梦幻。徜徉在
月河老街，我试图寻找答案，但随机品尝之后依然扑
朔迷离。

老街尽头，有两家门店的布局让我愕然。一家是
专营蒙古牛羊肉的烤肉店，另一家是对面的嘉禾小厨
娘。一个来自辽阔草原的蒙古大汉，一个唱着吴侬软
语的江南女子，分立于老街两厢，是同行冤家的对
阵，还是有缘千里的互补呢？

我用一个下午的时间参观了嘉兴博物馆。因为文
物外展，很遗憾没能看到那个让嘉兴人引以为傲的古
菱。有时候，没有见到也是一种缘，一种相思不可
得、牵念却依然的缘。一个无角的菱，在马家浜沉睡
6000多年，一定会有缤纷的梦想。它的出土给一座
城市带来无限欢欣。这古老与现代的相逢是命运的安
排，还是纯属偶然？

告别之前，我要仔细地欣赏嘉兴火车站这个新时
代的设计杰作。地面上是开阔的绿地，一个身穿白色
长裙的少妇和一个蹒跚学步的小男孩正手拉着手在草
坪上玩。他们像跳跃的音符，为这个大胆而神奇的作
品做着生动的注解。地下部分才是火车站全部功能的
集合，技术和艺术在这里完美融汇，构成它外观骨架
的是七座以玉玦为原型的现代建筑。玉玦是我国新石
器时代的一类重要玉器，见证了距今5000年的先民
曾经创造的灿烂文明。

在北上的高速列车上，我又想起了一百多年前的
南湖红船。如果时空可以浓缩，这岂不是中国近代史
上最浪漫的一幕？

禾城的浪漫

■垄上月色
秋天是一个凋零的季节，也是一个丰收的季节。

“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秋真是一位了
不起的画家，每一笔都涂抹得绚烂、热烈。

秋天是黄色的。“秋到长门秋草黄”——秋风乍
起，给万物穿上了金色的衣衫。由碧转黄、柔软蓬松
的秋草，庄户人家墙头的丝瓜、门口的菊花，一丛
丛一蓬蓬你不让我、我不让你，不向秋霜低头的任性
与泼辣，自有一番妩媚与风流。“携壶酌流霞，搴菊泛
寒荣。”在这个季节，支一张画板，涂两笔翠碧与金
黄，添上三只蜜蜂凑趣；采几朵黄花，邀三五好友，
来一壶青梅酒，再加几只肥蟹助兴——如此优哉游
哉，夫复何求？

秋天是白色的。“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
南归。”秋高气爽，天空明净高远，云儿洁白无瑕，像
是白色的棉花柔美动人。秋夜，披一身星光，加上晶
莹剔透的秋霜、秋露，再头顶一轮皎洁的秋月，伴着
水边白色的芦絮，真是“镜水夜来秋月，如雪”。如得
闲，兼披一蓑秋霜、撑一泓秋水，泛舟水上，听耳边
秋虫唧唧，看眼前月色溶溶。待夜风渐起，多少心
事、多少惆怅都会放下。

秋天是蓝色的。再没有哪个季节的天空蓝得过秋
天，再没有哪个季节的天空高得过秋天。这蓝，蓝得
深邃、蓝得纯粹，似无瑕的宝石，更似蔚蓝的大海。
蓝天如此深邃，万物都迷失在这无边的蓝色里，只有
路过的风和迁徙的大雁偶尔在天空写下几行诗句。“丹
林黄叶斜阳外，绝胜春山暮雨时。”挑个晴日，寻一处
有山有水的去处，一片绿树、一泓秋水，远山如黛、
白鹭翩翩，当真是“清溪流过碧山头，空水澄鲜一色
秋”，便纵是千种风情亦不及呀！

秋天是多彩的。再伟大的画家也调不出这样多彩
的颜色，再博学的诗人也描绘不出这样浪漫的神韵。
举目远眺，这红，夺人心魄；这黄，美得让人心醉；
这梧桐、这秋色，艳得让人不忍呼吸。秋有着金属的
质感、金子般的明媚。金黄的树叶落在地上、落在水
面，那样轻灵、那样优美，千万种色彩交织、绵延，
那是水和叶的缱绻，那是天与地的诗行。几丛芭蕉、
几片落叶、几点残荷，也别有一番韵味。

秋不同于春的温润、夏的热烈、冬的冷冽。秋是
成熟与单纯的分水岭，也是天真与世故的分割点。没
有经历过秋的人是不完美的，不懂得秋之内涵的人是
不成熟的。人生不过短短几个秋，开心生活吧！

秋色

■陈向锋
秋天是一个多彩的季节，天高云淡，丹桂飘香，

处处充满诗情画意。难怪文人墨客会在这个迷人的季
节里创作出不朽的作品来。

初秋，路边的栾树花开了，枝头上一片金黄。微
风吹来，一朵朵的栾树花散落一地。它们落在人行道
上、落在行走的路人身上、落在停于路边的汽车上，
像天女散花，为城市的街道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
线。十几天过后，栾树就会结出鸡蛋大小的果实，慢
慢由绿变黄，随着季节的演变颜色逐渐加深。等到全
部变红后，它们就像一串串小灯笼挂在枝头，远远望
去，红、黄、绿相间，成为秋天迷人的景色。

田野里，成熟的庄稼籽粒饱满，火红的高粱点缀
其间，玉米秆一排排地扛着金黄色的棒子。到了收获
季，置身田间，随处可以看到农民劳作的身影，一派
繁忙的丰收景象。

漫步秋天，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桂花香。这香气
沁人心脾，令人心旷神怡。桂花香了，中秋节也快到
了。秋天的各种水果也次第成熟，石榴、山楂、柿子
挂满枝头，饱满的果实压弯了树枝。这硕果累累的景
象是秋天独有的。

沙澧河风景区里，红枫、银杏、乌桕等是深秋时
节最美的景观树。红枫叶的红、银杏叶的黄、乌桕叶
的五彩斑斓构成了一幅多彩的油画。

这个季节，若约上家人或朋友去登山，待到山
顶，那层林尽染、万山红遍的秋色尽收眼底，美不胜
收。

刘禹锡说：“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
朝。”秋天的美景与春夏相比较别具一番韵味。枝头挂
着的红柿子，配上落日、晚霞，还有那一排排南飞的
大雁，这是多美的一幅秋韵图。

秋韵

■池玉枝
我跟女儿一起逛街，时而一左一右，时而一前一

后，一边走一边说，指指这家店、看看那家店，我的眼
睛跟着她手指的方向转动，人在她的视线范围之内。我
是路盲，分不清南北，在风光旖旎的异国街市里穿行，
缺少了熟悉的路标和参照物，便只管紧跟她，走到哪儿
是哪儿。我的心是笃定的，她的方向就是我的方向。

身边走过同向或者反向的人，胖、瘦、高、矮，或
时尚或简朴，赶各自的路、逛各自的街、想各自的心事。

玻璃门向外开，女儿右手往外拉门，身子微斜，倚
着门边，让我先进去。在衣架间慢慢挪步，手拨拉着
衣、裤、裙。看上眼的、心里喜欢的，取下来搭在左胳
膊上，拿到试衣间试穿。

墙上有一面落地镜，明光锃亮。她面对着镜子，穿
上一件及脚踝的长裙，我在后边撩起她乌黑的长发，拉
上拉链。裙子黑底蓝花，荷叶裙边，上面点缀一条同布
料的波浪形花纹，从胸前斜飘到下裙摆，花儿精巧，星
星一样摇曳在广袤的夜空，穿起来真好看。她换了同款
式不同颜色和花样的另一条裙子，以浅粉作为底色，铺
上米粒大小的鹅黄色小花，温文尔雅，青春的朝气扑面
而来。

黑色短裙缀着明晃晃的亮片，设计新颖，裁剪可
体，恰到好处。她侧转身看裙子后面，亮片轻微相触，
折射出银白色的光。我退步到试衣间的右角，看着镜子
里秀发如瀑、裙裾飘飘的女儿，欢喜溢满心间。她换上
一套短袖毛线紧身裙，袖口螺纹收口，颜色翠绿、鲜
亮、饱满。此时如果给青春一个定义，它就是一件凹凸
有致的翠绿色美裙。

我也试穿了几款裙子。镜子不会说谎，母女之间，
年轻的总是比年长的好看。镜子中的我身材瘦小，头发
花白干枯，嘴巴两边长出了无情的法令纹，脸色暗黄，
面部松弛，身体零部件虽还是原装的，组合起来却让眼
前的我改变了模样。时间宛若藤蔓，细致爬过身体的每
一处。它游走和眷顾过的地方成为检视生命渐显衰老的
明镜。

女儿让我试一下那条紧身裙，我摇头。我已经不再
穿黑色、灰色、咖啡色等暗色的衣服。穿衣不能太紧，
也不能太松垮，膝盖以上的裙子已经从我的衣橱里减去
了。我给衣裳加不了分值，需要用鲜亮、合体的衣服来
遮掩不足，以提亮肤色、提振信心。

女儿试穿一件，我说好看；再试穿一件，我还说好
看。“买哪一件呢？”她自言自语。我说：“在好的年龄穿
好看的衣裙，锦上添花。你要是喜欢，都买了。”她犹
豫：“今天的折扣不是最低，再等一等吧？”我说：“等一
等，可能就没有合适的款式和尺码了。”青春来不及等
待。有花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

到收银台结账，我掏出了我的银行卡。女儿朝我会
心一笑，把抽出半截的银行卡重新塞回绿色钱包里。女
儿搂着我的肩膀，附在我的耳边说：“妈，你好久没有给
我买衣服了吧。”一句话说得我眼含泪花。

慢镜头回放——曾经，我或抱着她，或骑车带着
她，或牵着她的手，给娇小的她买新衣服、新鞋子、新
书包，已是很久以前的时光了。当完成母亲对于女儿阶
段性的使命，我放飞了风筝，把她交付出去。后来，她
带着我去远方，旅行、度假、散心……

跟女儿一起逛街，感觉很微妙——逛的是街，又不
全是街。我们好像一尾鱼，在花红柳绿的日子里游弋，
在生活的斑斓海洋里寻觅。

逛街之乐

■赵会玲
我非常喜欢烧汤花这个名字，听着这三个字，心里就

涌起一股温暖和踏实。
这是家乡常见的一种花。春天播种，夏季开花，直到

深秋，它都在开花，花色以玫红色最多，形状像一个个细
长的小喇叭。喇叭中心是几根细长的花蕊，给人一种它要
冲天高呼的感觉。也总让人想起喇叭或唢呐，对着长空无
所顾忌地吹。

这是一种让人看着就欢喜的花。村里唱戏时，喇叭
和唢呐传递的就是欢快。尤其是唱到娶亲抬花轿时，那
声音格外嘹亮、喜庆，都吹到天上去了。热闹，生活才有
滋味——这应该是人们喜欢烧汤花的原因吧。它总是在傍
晚开花，正是农妇做晚饭的时候。在老家，做晚饭叫烧
汤。它的名字是由此而来吗？

我总会想起这样的画面——黄昏时分，暮色渐起，几
名围坐在一起的妇人在做针线，墙头或屋角的一株烧汤花
在渐渐西斜的光影里悄无声息地开了。细长的小喇叭吹奏
起来，似乎在催促她们回家。于是，她们真的就起身、捶
打着坐得酸沉的腰说：“烧汤花都开了，该回家烧汤了。”
于是各自散去。回到家里，备柴点火，洗菜烧汤，一时间
村子里热气腾腾、炊烟袅袅——这炊烟就是召唤，在外玩
耍的孩子该回来了、在地里干活儿的人该回来了。不多
久，一家又一家的人或坐或蹲在小院，吃着烙馍卷豆角、
喝着绿豆稀饭，其乐融融。

炊烟的气息混合着烧汤花的香气在暮色中弥散，我常
常陶醉在这美丽的场景。这是人与自然最高度的和谐，烟
火气与神仙气的相互交融。诗意栖居，不过如此。郑板桥
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陶渊明采菊东篱下，周敦颐爱
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林逋梅妻鹤子，不过都是一种情怀。
生命不分贵贱，情怀却可以共鸣……

一株烧汤花意味着什么呢？一户人家，不管是在他家
的墙头上、在大门口的砖堆旁，还是在墙角的瓦砾间、庭
院的花圃里，只要有一株烧汤花开着，就会有炊烟升起。
即便是粗茶淡饭，生活也有滋有味。

烧汤花默默地开，日子暖暖地过……

烧汤花

■安小悠
春日里，朋友给了我几粒鸡冠花的种子。刚好家中有

个花盆闲置着，于是我用铲子在花盆里刨了几个浅坑，随
手把花种丢进去，潦草地盖上土，浇点儿水就算完事。

既然种了它，就该对它负责。此后几天，我有意无意
地开始记挂它，关心它何时发芽。大约一周左右，五六个
绿芽便从深褐色的土壤里冒出来了。新生命总是令人惊
喜，我一改最初的态度，对它生出一丝怜爱来。

它在春风里薅着长似的，没多久就长了一拃来长，笔
直的茎秆、细长的叶子，静止时亭亭玉立，风起时灵动可
爱。我把它搬到正对书桌的花架上，看书累了就看它——
它比昨日长高了，又似乎没有。我是个心急的人，那时起
便盼它开花了。

鸡冠花多色红，也有黄色、白色的。鸡冠花有不少别
名，除了洗手花还有老来红，意即花开晚秋。古人为花命
名大都文雅，但鸡冠花俗了。难怪李渔一门心思要给它改
名。于是便为鸡冠花改名为“一孕云”，红者为红云，紫
者为紫云，黄者为黄云，白者为白云，五色者为五色云，
并对此极满意，直言“花如有知，必将德我”。在我看
来，反而玉树后庭花更妙、更有意境。

立秋过后没几日，鸡冠花便结苞了，随后花苞日渐增
大，攒着一股劲儿似的，一天黄昏时忽然盛开了。花儿毛
茸茸、红艳艳的，有一种娇艳的美丽，“皎若太阳升朝
霞，灼若芙渠出渌波”——当时脑中忽就浮现了这两句
诗。鸡冠花太像雄鸡的肉冠了，怪不得那么多诗句都这样
写它，“秋光及物眼犹迷，着叶婆娑拟碧鸡。”“五陵斗罢
归来后，独立秋亭血未乾。”真是形象传神。

记得有一年深秋我去西北时，在乱石瓦砾的戈壁滩竟
看见数棵鸡冠花，茎是红的、花是红的，没有叶子，整体
不像花，像从地底射出的带血的箭镞，像插在黄沙中燃烧
的火把，像天鸡羽化所凝的精魄，美得惊心。齐白石晚年
画鸡冠花，题诗曰：“老眼朦胧看作鸡，通身毛羽叶高
低。”真的，对花立愈久，愈会觉得鸡冠花之名徒改无益！

“尘世太匆匆，鸡冠花又红。”秋日，我打电话感谢送
花种的朋友，因为阳台上这几朵盛开的鸡冠花，让我又多
了一个爱秋天的理由。

鸡冠花

■韩 芳
每天睡觉前关窗户的时候，我总是伸头看看楼下那

棵树。我不知道它的名字，但对它有种莫名的亲切感。
记得老二出生的时候，出院回家后的整整一个月，

我天天会坐在飘窗上，看这棵树慢慢地从干枯到长出点
点绿，再到绿叶渐大。印象中它好像很高，最起码到三
楼那里，坐在窗台上我能清楚地看到叶子的变化。

歇产假的日子里，我怀抱小婴儿更是天天看它。有
时候也看两栋楼之间的电线，上面偶尔会停留几只小
鸟。当时，我的生活天地就这么大。孩子会扶着东西走
路时，我对那棵树不再关注，眼中只有那个蹒跚学步的
孩子。半年多时间里，我守着孩子守着家，不再接触外
面的世界，也不再关心单位的事情。

产假结束上班后，那棵树也渐渐被我忘记。直到四
年后，我的视线再次定格在树上。许是因为孩子不用操
心了，许是因为工作太累了，我的生活需要一个出口。

那棵树太繁茂了，一到夏天满树繁花。粉色的花朵
装点着整棵树，风景硬生生压过绿叶。老大小时候，我
就喜欢拍她站在树前的照片。如今老二长大，我又喜欢
拍老二站在树前的照片。有一张两个孩子和孩子爸爸的
合影被我做成摆台摆在书架上。我，一直是那个拍照的
人。

那棵树，一直望着我。
树的斜前方就是我家的停车位。有时车会往后停一

停，刚好和树齐平，并排站着。坐在车里，能清晰地看
到树上的花枝敲打着车窗。花朵也放大了凑到我的眼
前。落下车窗，忍不住伸手抚摸着它，好像握着亲密旧
友的手。

我家住四楼，这棵树直接长到北面阳台的高度。它
的作用是下雨的时候，我坐在阳台上捧本书，能够听到
雨滴落到树叶上的声音。繁茂的枝叶能够起到阻挡视线
的作用，让我在阳台上很安心。它太繁茂了，有一次家
人在楼底喊着扔钥匙，我把钥匙扔下去，就挂在了树梢
上。我们只好借来长长的竹竿把钥匙给挑下去。

这棵树特别招鸟。盛夏，有人家的车停在它下面想
借一借阴凉。结果第二天，车身上满是鸟儿的粪便，清
理起来特别费劲。知道这一点之后，我宁可车被晒着，
也不再停于树下。

楼下其实还有许多树。但我只喜欢窗前这棵。平淡
的日子里看一看这棵树，会让生活多一些新鲜和趣味。

楼下的树

■于贵超
当石榴和高粱点燃了九月红
梧桐和垂柳摇曳起微波
像这永不疲倦的土地
一茬茬收获，一回回播种
用教鞭丈量着生命的高度

谁不曾有过青春的亮色
谁不曾有过灵魂不羁的放歌
楼前木槿花开，秋燕飞向南国
虬曲的老槐是我的腰身
霜草的风骨是我的鬓色

脚下生根
无惧贫瘠、孤寂、风雨侵袭
心中有爱
哪怕衰老、病痛、岁月研磨

看惯了熹微的晨光
熟读五更昏黄的灯火
一首歌，唱到曲终人散
一条路，走尽繁华、落寞

也许只是枫叶摇红
却撑起一个季节的饱满
激情似火
也许只是晨露微凉
却汇成溪流潺潺、万里清波

呵！是谁的胸膛
跳动着文明不息的脉搏
是谁的画笔
为九月的缤纷着色
澄澈如水，壮美如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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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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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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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季
夏日远去，那些花
今天是近邻
明天就会成为远亲
这尘世永远如此
花开花的，叶落叶的
往事里的人
也觉出了满室清凉
打开记忆的闸门
秋风吹过来，街头落叶翻飞
秋风吹过来，拂去尘埃

初秋

这是初秋，很多庄稼
在等待成熟
我有足够的时间，用来回家
面对渐凉的河水
渐萎的小草、渐老的蚂蚱
我心怀悲悯，却一言不发
回乡的路多么干净
初秋多么干净
万物都走在回家的途中
我将背负着安静的石头上路
把每一天都过得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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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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