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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读苏轼的词《临
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夜
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
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
门 都 不 应 ，倚 杖 听 江 声
……”一个平凡的小事，朴
实的话语，描述了苏轼饮酒
归来，小童熟酣，敲门不应，
只于是倚杖听江声。走笔
至此，仿佛你的眼前看到了
一位襟怀旷达的人，心中也
凭添一缕闲情。

你有多久未曾沉思，望
月，听鸟鸣，闻江声？也许，
我们只是未有一颗“闲”下
来的心。喜欢读古诗里的
妙语，字字珠玑，诸如“闲敲
棋子落灯花”，一个“闲”字，
竟然可以把生活描绘得如
此美好。

闲下来的时光，是唯美
的，哪怕很短暂。每到周
末，回到乡下的小屋，我都
喜欢开始自己的宁静小时
光。此时，窗外是幽幽碧
野，山水相依，绿色葱茏。
我把手机调成静音，开起优
美的旋律。此时，是我放松
内心的时光。

静下来的时光，就是天
堂。我喜欢将湖边寻来的
石头“宝贝”，一一铺陈开
来，细细端详，我就开始为
它们设计漂亮的衣裳。这
些看似平实的石头，它们有
着悠长的生命，也许我们的
偶遇，只是它们生命长河中
的倏忽一瞬。我喜欢画石
头画。一块样子平平的石
头，被我涂抹一番后，仿佛
突然有了灵性和无穷的魅
力，随意摆在哪里，都会引
来赞叹的目光。这一次，我
在小屋门口发现了一块大
石头，搬起来足足有十斤
重。我把它请进家里，擦洗
干净，决定画一幅姑娘与荷
花。在湛蓝的天幕下，一个
婀娜多姿的姑娘，手擎莲
花，袅袅婷婷，美丽极了。

姑娘的肤色，我就选用了石
头本身的色泽，宛若小麦
色，健康时尚。当我“大功
告成”时，内心充满了喜悦。

推开屋门，院子里种满
了花。初夏时节，月季和玫
瑰交替开放，姹紫嫣红，香
气扑鼻。我喜欢看看这朵，
闻闻那朵，内心中充满了喜
悦。此时，我最喜欢做的，
就是剪几枝玫瑰，各种颜色
相互搭配，然后高低错落的
插到花瓶里，整个屋子里也
散发着迷人的芳香。至于
花器，高的，低的，胖的，矮
的，材质不同，模样各异，可
是只要放上鲜花，都美得不
可方物。我还把一只方口
玻璃瓶，也改为花器，虽然
只能插上一朵花，但是却显
和格外精致。

静下来的时光，我喜欢
重拾儿时的“爱好”，开始一
笔一划的练习书法。喜欢
将墨慢慢在砚台里研磨的
感觉。缓缓的，一圈一圈，
黑色的墨汁被研得越来越
浓，而在慢慢的研磨过程
中，我们也在内心中一遍一
遍修习着字贴上的运笔，内
心中早已“胸有成竹”。喜
欢缓慢写字的感觉，似乎一
笔一划，一撇一那间，都蕴
含着一种生活的禅意。只
要学会慢下来，才能享受生
活的美妙。

屋内禅乐飘飘，茶早已
泡好。这是一壶来自于云
南西双版纳的古树茶，我们
曾飞抵古树边，领略过它的
风采。如今，距离万里之
遥，依然可以品得到它的芳
醇。普洱茶，是一种穿越岁
月的茶，让人越品越明澄，
更加懂得生命的曼妙之美。

匆忙中，记得让自己的
脚步慢下来。记得“闲敲棋
子落灯花”，记得也可以“倚
杖听江声”……

初秋清晨，风微凉，天微亮，父亲去
荷塘摘荷叶，为得几罐上好的荷叶茶，
他要赶在太阳升起前，将新鲜的荷叶采
回家。

父亲种荷多年，夏天采莲蓬，秋天
挖莲藕，却不曾想将荷叶拿来制茶。直
到有一次，我在逛超市时，经过售茶区，
无意间看到了荷叶茶，觉得很新奇，随
手拍了张图发到微信群。父亲看到后，
回复道，“荷叶也能制茶？我们家的荷
塘里荷叶多得很呐！”听母亲说，当天他
就下荷塘采荷叶了，只是那时已深秋，
父亲在残荷中只寻得几片稍好些的晾
晒，因经验不足，保存方法不当，没过多

久，晒干的荷叶回了潮，色泽也变了，没
了荷的清香。

原来，荷叶采摘的最佳时节是初
秋。第二年初秋，父亲早早准备制荷叶
茶。他把采摘回来的荷叶洗净，在锅里
蒸几分钟，再放在太阳底下晾晒，得到
的干荷叶色泽翠绿，切碎，放入密封的
罐子里保存。年底，亲朋好友来家做
客，父亲乐呵呵地把荷叶茶拿出来招待
客人们。自此，每年的初秋，做荷叶茶
成为父亲最热衷的事之一，他还把制作
方法分享给左邻右舍。时节一到，他隔
着墙院喊一声，“去采荷叶咯！”，邻居答
道：“一起呀！”

喝不完的荷叶茶，可以放在枕头
里，软软的，淡淡的，枕着入眠，仿佛置
身仲夏夜之梦。

饮一口初秋的荷叶茶，浅浅淡淡，
给人一种误入藕花深处之感。季节流
转得太快，我们常常将与之相关的食物
保存下来，慢慢品尝，慢慢回味。

攒一碗荷叶茶，酿一杯桂花酒。桂
花的香味飘散出来，山野流动着秋天的
味道。我喜欢在清晨采摘桂花，露水未
干，花瓣微黄，落在掌心留下浅浅的印
记。将挑选好的桂花洗净，风干水分，
放入上好的米酒中，静待一个月，便可
见琥珀色的酒液飘着几朵小小的桂花，

酒质香醇、浓厚，尝之微甜。酿一壶一
见倾心的桂花酒，花香与酒香交融，将
你带入初秋的憧憬里。

初开的桂花，浅浅淡淡，摘来一些
入酒，一壶淡雅清香的酒，最解心中万
千秋思，古道西风瘦马，独留断肠人浪
迹天涯。苏东坡曾在《桂花颂》中说，

“以桂酒方授吾，酿成而玉色，香味超
然，非人间物也。”可见，爱喝酒的东坡
先生，对秋天一壶淡雅的桂花酒厚爱有
加。偶像苏东坡对桂花酒一见倾心，而
我，对他的诗词一见倾心。

初秋的味道，一抹浅浅微风，吹过
淡淡花香，漾起层层闲愁。

不知何时，爱上了秋天的夕
阳。

每每看到夕阳，都会想起小
时候读冰心的《寄小读者》：“每
天黄昏独自走到山顶看日落，看
夕阳自戚叩落亚的最高峰尖下
坠，其红如火！”是的，当太阳如
桔色的圆球缓缓西落，那色彩是
澄亮亮的桔黄。在逐渐暗淡的
天暮中，它典雅，柔和，像是一首
即将被吟诵的诗，淡淡的，即使
无人欣赏也从容不惊。

此时，太阳的光泽不再炽烈，
仿佛是一块淬了烈焰的钢。在那
轮美丽的桔色中，你眼前呈现的
都是有趣的剪影。你看，鸟儿在
黄昏中呢喃，在桔色中伸个大大
的懒腰。秋之荷塘，只留下了残
荷，夕阳下只留下简约的线条之
美，光影跳动中，仿佛在五线谱上
跳跃，奏出叮咚的乐曲来。

最爱在山顶看夕阳，此时，
你仿佛像个追逐夕阳的孩子。
我们一路奔跑着向西，似乎总想
让这种美丽可以恒久。自然万
物都沐浴在夕阳里，仿佛都染上
了一轮红晕，暖暖的，又极柔和，
仿佛一层桔色的轻纱。经常站
在那里，就会想：夕阳奋力地要
落在山那边去。山那边一定是
童话般的所在吧？

有时候，我也喜欢坐在二楼
的阳台上，静静地看夕阳，平台
外没有遮挡，远山近树，唯有夕
阳如梦。我伸手双臂，张开双
手，甚至还在夕阳中旋转，似乎
满身都盈满了夕阳的碎金，而夕
阳也在我的怀抱里了。我仿佛
手中捧着夕阳的流金，心中柔软
如水，想给你的美好很简单，就
像这一掬美丽的夕阳。

此时，夕阳就是我一个人
的。我全心全意地爱着夕阳，而
夕阳也是。可是往往在我回头
品茶的一瞬间，夕阳早已不见
了，只留下彩霞满天。我长长地
叹息着，耳畔仿佛一个声音在
说：很多美丽的东西，不是独自
所有。而美丽，更是来自于内心
的珍惜与欣赏。我不觉得笑着，
是啊，美丽莫过于用一颗细腻的
心去欣赏天籁万物。此时，它已
然在我心里了。

人们多喜欢日出，那代表了
朝气蓬勃；而我却独爱秋之夕
阳。它典雅，从容，似乎带着脉
脉心香，经历了风雨与光彩后，
依然从容淡定，荣辱不惊。如果
夕阳是位老者，它一定睿智，幽
默。我们可以小酌着，去品生命
的芬芳与美丽。

我也爱那些牵手看夕阳的夫
妻，满脸都是岁月的痕迹，头发
白了，腰也弯了。两个人都拄着
拐杖，依然可以在夕阳时，让拐
杖叩响夕阳映衬的小路。如果
有一天，我们老的哪也去不了，
就和我一同赏秋之夕阳吧。看
夕阳又圆又亮，我已经老眼昏
花，你却依然紧紧地握着我的
手。我说：“大漠孤烟直”，你对：

“长河落日圆”。我读：“小店青
帘疏雨后。”你念：“遥村红树夕
阳间。”

我们彼此含笑，始相信，原
来人生每一步都有风景，哪怕是
暮暮老年。始相信，人生的美丽
与幸福，不在于物质的富足，很
多时候，幸福只是静静地看着秋
之夕阳，懂得感恩与欣赏。

报纸上看到老树的一幅画，那是秋
天的场景，水凉了，山瘦了，天疏淡，地
明朗。两个穿长衫戴草帽的人坐在秋风
里对饮。

是老朋友吧，对面那个长衫人伸着
胳膊，似是在畅所欲言眼前的山水，很开
心自得的样子。另一个人抱着臂，对着
老朋友，望着不远处的山，水，默然不
语。

画上有题的诗句：夜雨两壶酒，秋风
一杯茶。面对这世界，你还能说啥？原
来他们对饮的是茶！

秋风一杯茶。细细咂摸这诗句，越

品越觉得有味道。像喝茶，那种淡淡回
甘的滋味中有一种植物的自然气息。真
让人喜欢。

到了一定年纪，人内心的追求就变
了，不再像酒那样浓烈，只想端着一杯
茶，热气缭绕，淡淡的清香，淡淡的味
道，看流年暗中换，过好眼前的日子，让
岁月静好又踏实。

我也是在这个秋天懂得喝茶的好。
父亲爱喝酒，中年以后却喜欢上了

喝茶。前些日子去看他，他给了我几小
袋大红袍。看书写字疲累的时候，我就
起身，在秋风微凉的午后，去厨房烧水，
为自己泡一杯茶。

烧水泡茶，做这些的时候，整个人就
宁静了。那种在电脑前久坐的烦躁感和
身体的乏累一点一点地在缓和，在恢复
一个清新轻松宁和的自己。

然后，端着这一杯热气袅袅的茶，站
在窗前，一边看窗外的风景，一边慢慢
喝。看秋风如何惊落树上的一片叶子，看
秋天的阳光，看来往的路人，看秋风吹动
他们的衣角鬓发。时光悠悠，人心娴静。

而静下来时，很多事情便看开了。
没什么大不了，一切的烦恼愁绪，都

是在和自己过不去。你觉得生活不够安
稳，总要给些悬念，那真的没什么，因为
真正的安稳在自己的内心。你内心笃定

踏实，到哪里都过得安稳。
你的身边身后或周围，总有令你不

喜欢的人或事，而你又无法摆脱他们，即
使你躲得再远。那也没什么，你躲得开
这个世界的噪音吗？不理会便罢了，或
微笑，或沉默。与其同那些不喜欢的人
事纠缠，不如去找个赏心悦目的地方，背
一首唐诗宋词。

当看到老树的画和诗句，忽地觉得
缘分的奇妙，忽地自恋起来，觉得这画就
是我该遇到的，那美妙的诗句为我而来，
是我所想。

“面对这世界，你还能说啥？”我们什
么都不说，只在秋风中静静品一杯茶的
香醇。年轻人喜欢喋喋不休，意气用事，
年龄愈长，就会慢慢发觉没必要去和这
个世界声嘶力竭。年长者喜欢背着手优
哉游哉地看世界，是阅历所得，也是智慧
所养。

看白音格力的文《奉花宴笑》，他说，
奉花宴笑，是内在的一种格局。奉的是
花，却又何尝不是自己的精神领地。也
许是一池荷，也许是一树海棠，也许是一
窗花影，于其间小坐，自在天地，心神悠
然。

秋风一杯茶，亦是如此。喝的是茶，
但那茶不但润养了身体，还营养了自己
的精神，让人生格局辽阔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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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吹一片叶，万物已知
秋，”随着第一片黄叶落地，
早晚已有了丝丝凉意，不经
意间，我们告别了夏天。秋
天，仿佛一位腼腆、柔美且
多情的女子，着一袭淡黄色
裙裾，带着秋风、秋阳和秋
色，丰姿绰约款款而来，让
人忍不住想去拥抱。

初秋时光，随着风儿吹
过，沉寂而浪漫的秋意，在
天地万物之间一点一滴开始
弥漫，散发着纯净的气息。
天空透明湛蓝，薄纱似的白
云随风变幻。炽热的阳光在
清风的抚摸下，增添了几丝
温柔，金黄的树叶将阳光切
割成细细碎片洒落下来，洒
下一地斑驳，如梦如幻。而
一些夏的景致，在初秋里不
肯离去，摇曳在枝头，明媚
着夏和秋的分界线，空气中
氤氲着青翠葱茏的味道。

金色美好的秋天，一个
让人想尽情拥抱的季节。秋
风是大地的画笔，它带走酷
暑，带来清凉，为大地添彩
换了新装。一缕缕风划过季
节的眉梢，拂过阡陌和田
野，似一曲美妙动听的交响
乐，给人间展现出一幅“半
是苍翠，半是金黄”的别样
秋景图，美不胜收。

秋走过了春的浪漫，越
过了夏的热烈，以成熟的风
韵，舒展着雍容华贵的风
姿。“春种一粒粟，秋收万粒
籽，”秋天，是丰收的季节，
它有一望无垠、丰收在望的
稻田，有沉甸甸的麦穗，有
硕果累累、香味馥郁的果
园，有金灿灿迎着阳光微笑
的向日葵，有婀娜多姿、赏
心悦目的花朵，有平凡而美
丽的落叶。假如人生如秋，
那么秋天属于我们的就是成
熟和淡然，是人生最饱满的

季节。
“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

秋叶之静美，”秋叶是天与
地之间的浪漫的写意，美丽
而安静。秋风吹过，一枚枚
落叶在空中旋转成优美的弧
线，悄然落下。落叶无声，
美在一分淡然，轻轻拾起一
片黄叶，精致的纹理，蕴含
着生命的奥秘，写着冬春夏
秋，见证岁月的成长。在四
季更迭中，我们平凡的人生
就像落叶一样，是无言、恬
淡的，是生命洗净铅华的纯
粹悠然。

喜欢秋的惬意和清远，
行走郊野，携一颗悠然心，
跟随秋的脚步，沐浴秋日阳
光。风凉人不语，走在路
上，你只能听见自己的脚步
声。鸟语不时传来，婉转动
听，仿佛在耳边，又仿佛很
远。看秋水长天，层林尽
染，看阳光缓缓漫过孤亭边
的喇叭花，缕缕花香，在风
中弥漫，闭上眼轻轻吮吸一
口，心醉神迷。静默于秋的
光阴里，尽情享受那份大自
然赐予我们的丰盛馈赠，此
刻的心情像是被一汪秋水浸
泡过，澄明淡泊，所有的疲
惫、惆怅随之舒展，宠辱皆
忘，盈满秋的芬芳。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
秋日胜春朝，”寒来暑往，春
种秋收，秋天是一个宁静中
蕴含生机的繁华季节，它带
给我们成熟和升华，带给我
们智慧和思考，是季节让我
们看见自我生命的成长，聆
听岁月动人之声。风景宜人
的秋，需要我们用心去欣赏
品读。让我们携一脸微笑，
着一身秋装，以一颗从容安
然的心，置身秋天的怀抱，
以最美的姿态与秋天相拥，
领略人生的美好。

闲敲棋子落灯花
□王南海

与秋天相拥
□刘丽桃

浅秋味道

秋天的夕阳

外
婆
家
的
枣
树

阳光在秋风里凉爽，外婆院子里的
枣子熟了。一棵棵、一串串，红通通、沉
甸甸的，如一盏盏小灯笼，在茂盛的叶片
里热热闹闹地拥着，挤着。

枣树是十几年前种下的。那一年，
外婆的村子里发展经果林，荒山野岭都
开垦了出来，栽种上了枣树。每家每户
的屋前屋后，也都栽种了几棵枣树。第
二年春天，枣树发出嫩绿的叶子，油亮亮
的，在阳光映照下闪闪发光。五月的时
候，枝叶间开出了小小的青绿色的小花
儿，不久，花儿落了，结出一颗颗麦粒一

般的小枣子。枣子一天天地长大，从青
绿慢慢地变成了黄绿，一阵夏日的风轻
轻而过，枣子在枝叶间颤颤地摇曳着，让
人见了，不由得会心生怜爱之情。外婆
更忙了，农活空闲，给枣树浇水、追肥、
防治病虫害。

外婆的院子里也栽了两棵，一棵在
东厢房后面的空旷地里，一棵在西厢房
后面的水井边。不知是品种的缘故，还
是水井边有水的原因，西厢房后面的那
棵枣树结的枣子特别好吃。放一颗到嘴
里，慢慢地嚼，甜润润的，一点渣汁也没
有；而东厢房后面的那一棵，却是又老又
粗，吃起来像嚼木头渣一样，也少有甜
味。当我无意中发现了这个“秘密”之
后，四岁的表弟指着西厢房后面的那棵
枣树说：“我吃这棵的枣子，你们吃那棵
的枣子。”大人们听了，一阵开心地笑
后，并没放在心上。表哥知道了，却不依
不饶地跟表弟理论起来。外婆从屋子里
伸出头来，看了看表哥，又看了看满树的
枣子，哄着表弟：“枣子吃不完的，多着
呢。”并招呼着表哥从树上下来。然后，
拿来竹杆，从树上打枣子给我和表弟吃。

那时的乡里，孩子们爬树捣鸟窝、下
河摸鱼虾是常有的事。母亲背地里常常
教导我，女孩子要温良斯文，不要像男孩
子一样调皮玩劣。所以，我不会爬树，也
从不参与他们的口舌之战中。外婆很疼

爱我，总是夸我听话，每次吃枣子的时
候，都会单独给我留一些。记得那一年
秋天，我去了县城里的姑姑家多玩几
天。回家，母亲说，我不在家，外婆天天
念叨我。听了母亲的话，我也想外婆了，
连忙跑去外婆家里，外婆端出一盆洗得
干干净净的枣子给我吃，我很乖巧地挑
出大的枣子往外婆嘴里送。外婆慈爱地
笑了，说：“我吃过了，这是专门给我的
宝贝外孙女儿吃的。”脸上的皱纹一条一
条地牵扯着，像极了地垄头相依缠绕的
藤蔓。

岁月的流逝从来不着一丝痕迹，冬
来夏往，春去秋来，外婆离开我已经十几
年了。每到秋天，枣子上市的季节，看到
超市里、水果摊上，摆满了红润水灵的新
鲜枣子，特别是走到大街上，看到一些朴
实的乡里人，站在装满了枣子的车前，口
里吆喝着：“自家种的枣子，又便宜又好
吃哦！”不由得会停下脚步，买一些回
家。我习惯性地学着外婆的样子，将枣
子泡在淡盐水里，清洗干净，放在盘子
里，一颗一颗，慢慢地品尝。

吃的时候，那些过去了的旧时光，那
些童年里的天真无忧，那些外婆呵护下
的温馨幸福，以及外婆的音容笑貌，一点
一点地又浮现了出来，内心莫名地就有
了一股暖流，静静地、静静地流淌……

□
刘
云
燕

□
杨
丽
琴

□曼古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