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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的风，带着秋意轻轻吹
孩子们啊，翻开书本，收心归位
那页页的篇章，如同新世界
目光炯炯，期待着知识的滋养

课桌前的身影，笔直而认真
笔尖在纸上飞舞，拉直着每一个问号
收起昨日的游戏，专心于此刻的探寻
孩子们的心中，燃起求知的火焰

书包里装满了，新学期的梦想
紧握笔杆，决心书写自己的传奇
眼睛紧盯着黑板，耳朵聆听每个字句
心灵的窗户，已向知识敞开

课本的边角，已被密密麻麻的注解包围
那是孩子们，对知识的渴望与敬畏
每一次提问，都是对未知的探索
孩子们啊，你们的心，已被智慧牢牢牵引

午后的阳光，洒在教室的每一个角落
孩子们的脸庞，映出坚定的轮廓
新学期的征程，已经铺展开来
孩子们踏着坚实的步伐，向前迈进

九月的风，见证了孩子们的转变
从嬉戏到专注，从散漫到勤勉
收心于学，致力于知，不负韶华
在新的学期，书写辉煌的篇章

九月的风
李志石

又到秋风袅袅时，远在千里之外
的我，仿佛又嗅到了醉人的冬瓜香，不
禁忆起酽酽的冬瓜情。

父亲是一名种冬瓜的高手，“冬瓜
大王”的绰号在十里八乡广为人知，一
则经他侍弄的冬瓜，卧在菜园，像一只
只青石碌碡；二则他为人厚道，敦敦实
实，跟冬瓜无异。

父亲种冬瓜，有“三要”秘诀，他也
不保留，统统将之示人。“三要”即：基
因要选好，土坑要挖深，肥料要下足。

每年秋天，他留下最壮硕的冬瓜，
从中遴选出最优良的种子。第二年初
春，趁春雪未消之际，他扛着镐，去菜
园东南角刨出一个水缸大的坑。到了
清明时节，他将发酵好的有机肥挑到坑
里，将一捧种子播下，掩上土肥，踩实。

一周左右，芽儿拱出了地面，又嫩
又壮。到底是基因好，半个月后，它们
长出了叶，伸出了一掐就冒水的藤
蔓。一个月后，它们像刚学步的婴儿
一样，嫩青青的卷须四处挠着，挠得人
心痒痒的。到了初夏，长势汹涌的瓜

藤宛如赶山的竹鞭，以土坑为圆心，翘
着绿蓬蓬的藤尖，举着一顶顶小绿伞，
到处攀爬，到处撒野，到处开花。爬着
爬着，就攀上篱笆，钻进了周围邻居的
菜园。

几座菜园，不久变成了花园。金
黄的冬瓜花，像唢呐，似喇叭，如少女
的舞裙，若玲珑的冰雕，弥漫着好闻的
清香，惹得一只只肥胖的黄蜂钻进钻
出，数不清的彩蝶翩翩起舞，还有许多
不知名的昆虫爬来爬去，一派繁忙的
景象。

父亲坚决不打农药，采用“油灯灭
虫”的土办法。到了黄昏，他带着油灯
和脸盆来到野外，在脸盆中盛些水，滴
上几滴柴油，置之于菜地中央，再把点
燃的油灯放到水盆中。害虫趋光，从远
处纷纷飞来，跌落到水盆里，其翅膀一
沾柴油立刻软化，不能飞翔，最后溺水
而亡。对于郁郁青青的野草，他也不施
除草剂，而用手扯。尤其是土坑之上，
草及人腰。一场雨后，草又冒出，父亲
再扯，成了一场持久的对抗赛。

花谢后，花蒂处结出了嫩瓜。此时
正值农忙，根本没有人在意它。直到

“双抢”时节，为改善伙食，父亲才想起
了菜园里的冬瓜。那些天，邻里纷纷前
来报喜。这一家告知：“我家菜园卧了
你家的好几个冬瓜。”那一户又说道：

“我家也卧了好几个‘炮弹’。”另一家也
来喝彩：“真不愧是‘冬瓜大王’，一个冬
瓜有几十斤重。”

一家人一餐肯定吃不完一个冬
瓜。作为一村之长，父亲决定与大家
一起分享。他从菜园扛来一个30公斤
重的冬瓜，从家里拿来一挂五花肉，在
打谷场架起了一口大铁锅，码好了一
堆柴火，准备烹制五花肉焖冬瓜。

柴火熊熊，白玉条一样的冬瓜与
土猪肉焖作一锅，发出“咕嘟咕嘟”的
声响，弥漫着诱人的香气。不光大人、
小孩，就连猫狗也围着柴火灶打转。
多日的劳累让乡亲们的身体亏虚了，
正好补一补。一勺勺泛着琥珀色油光
的佳肴被浇在米饭上，味道鲜美，让排
队等候的男女老少啧啧称赞。大口大

口吃在嘴里，一碗接一碗，是那么地
香！一时间，村庄里像在过节。

三伏天，仿佛孩子的脸，说变就
变。面对阴云密布，大雨即将倾盆，村
民们纷纷伸出援助之手，帮我家打谷，
让繁重的农家体力活变成了一场欢乐
的集体劳动。

一转眼，秋天到了！
父亲将一个个长满绿毛的冬瓜摘

下，搬到牛车上运回家。他没有顺藤
摸瓜，将结在邻家菜园的冬瓜摘回，而
是准备就地送给大家。然而，邻居们
还是将冬瓜送来了。父亲开始推让，
大家为此激动起来，乡情更浓了。

最终，大家抱回了冬瓜，父亲还答
应送大家一些优良的冬瓜种子，让家
家户户来年飘出瓜香。

为此，有人说父亲傻，说如果将这
些“尤物”送到集市上，凭着“冬瓜大
王”这个金字招牌，一定会卖一个好价
钱。父亲却说，远亲不如近邻，少收一
些冬瓜，却赢来大伙儿的尊重，换来浓
浓的邻里情，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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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生，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江苏省美协水彩（粉）画艺委会委员，江阴市美术家协会
名誉主席，曾任江阴市书画院院长。

《致无尽岁月》水彩画

处暑虽至，但秋风却似含羞带怯
的少女，只在不经意间留下些许踪
迹。天宇依然湛蓝，骄阳似火，仿佛
夏日并未远去，而是在某个角落悄悄
窥视着即将上演的秋之序曲。

为躲避白昼的酷热，我选择在日
落时分漫步于邻近的生态公园。此
时，夕阳如同一位丹青妙手，以天际
为纸，挥毫泼墨，将云霞渲染成一幅
斑斓的画卷。从橘红渐变为淡紫，再
由淡紫过渡至深蓝，直至夜色如帷幕
般缓缓垂落，笼罩了整个世界。这一
系列色彩的转换，仿佛是初秋的心
事，既承载着夏日的热情，又暗藏着
秋日的沉思。一阵微风轻轻吹过，带
来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凉意，如大自然
最温柔的低语，这是初秋特有的气
息，正悄然弥漫在每一寸空气中。

沿着蜿蜒曲折的小路缓步前行，
一片荷塘映入眼帘。盛夏时节，荷花
竞相绽放，美艳不可方物。而今，这
些荷花已逐渐褪去了繁华的妆饰，荷
叶也由翠绿转为斑驳的枯黄，微微卷
起的边缘仿佛是时间留下的痕迹。
仍有几朵迟开的花朵，虽不再娇艳欲
滴，却依然倔强地开放着，似乎在用
最后的美丽与夏天道别。荷塘中的
水面，偶尔荡起一圈圈细小的波纹，
那是鱼儿在水中嬉戏，享受着这份最
后的温暖，也是初秋以她独特的方
式，与夏日作着温婉的告别。

走过荷塘，路旁的桂树在夏日阳
光的沐浴下，显得格外繁茂。仔细观
察，可以看到一些小小的花蕾隐匿在
浓密的叶片间。它们或是纯白，或是
嫩黄，在暮色中并不显眼，却已散发
着淡淡的秋意。我深吸一口气，试图
捕捉那还未完全释放的芬芳，想要沉
醉于这花香中。

继续前行，左侧的一片橘林引起
了我的注意。那些橘树上挂满了果
实，经过一个夏季的滋润，如今已变
得饱满圆润，在昏黄的灯光下，渐渐
呈现出淡淡的黄色。那是成熟的标
志，也是秋天的象征。它们沉甸甸地
挂在枝头，仿佛是大自然最慷慨的馈
赠。偶有一两只归巢的小鸟飞来，在
枝头欢快地跳跃，享受着成熟的喜
悦。这一刻，初秋的味道不仅在于眼
前那抹金黄，更在于那份沉甸甸的幸
福感，让人不禁心生向往。

初秋，不仅是四季轮回的一个节
点，更是一次对心灵的洗涤。在这
里，我们学会了如何优雅地告别、耐
心地等待，懂得了珍惜。我们将告别
夏天的喧嚣与热烈，迎来秋天的宁静
与深远；我们等待着未来的美好与希
望，体悟着坚持与期盼的意义；我们
珍惜眼前的每一次收获，品味着生活
的甘甜与满足。初秋的味道，既有淡
淡的离愁，更怀着深深的期盼，它是
新生的起点。

夜色深沉，我踏着月光归去。在
这看似未尽的炎热之中，只要你细心
感受，便会发现那些不易察觉的秋
意。那是初秋独有的韵味，正悄无声
息地渗透在每一寸空气中。

深巷里的秋声
朱红伟

中小学生语文课有“三怕”：一怕
写作文，二怕文言文，三怕周树人，说
的是学习理解的难度，“写作文”高居

“三怕”之首。但四年级时一次山顶
上的作文课，却让我深深地爱上了写
作，直到今天。

我记得，教我们四年级语文的是陆
大宇老师，一个50多岁的魁梧汉子。开
学第一课，作自我介绍时，他在黑板上写
下自己的名字“陆——大——宇”，然后
说：“我的名字有许多变化，同学们看好
了——”接着，他在名字下分别写上

“绿大衣”“落大雨”“六大鱼”。在老家
方言中，这三个词和他名字的发音十
分相似，我们都忍不住哈哈大笑。陆
老师一本正经地说：“这叫音同字不
同，是一种联想记忆法。同学们，你们
以后做拼音、写汉字时要留心，写作文
时也要学会联想。”

哦，原来老师是用自己的名字做
引子，教我们怎么学好语文呢。那堂
课，我们一个个喜笑颜开。对陌生环
境的恐惧、对接触高年级知识的畏
难，都在老师诙谐幽默的讲解中化为
无形。不知不觉，我们都喜欢上了陆

老师，喜欢上了他的语文课。
有一次，陆老师给我们布置了一

道作文题，题目是《我的家乡》。我们
生在这里、长在这里，按理说对家乡
很熟悉、很了解。可真正要把对家乡
的感受写在纸上时，我们脑中一片空
白，无从下笔。见我们一个个抓耳挠
腮，陆老师慢吞吞地吐出几句话：“这
堂作文课怎么写呢？我们不在教室
里写，我领大家到山上去写！”“到山
顶上写作文？”同学们“叽叽喳喳”好
一阵子，心里充满了期待。

那天，陆老师带着我们步行数
里，去登学校附近的小山。一路上，
大家个个前蹦后跳，像一头头小鹿。
高大的陆老师鹤立鸡群般走在队伍
中间，我们簇拥着他一路聊天一路
走。陆老师不停地挥动手臂，引导我
们看这看那。山体四周，是一望无际
的青绿色的田野和一座座人口稠密
的村庄。从这座100多米高的山顶远
眺向北，我们隐隐约约可以望到长
江，向东是邻县苍翠的山林。

到了山顶，陆老师先让同学们极
目四望，再让大家在一块平地上围坐

一圈，开始畅谈登山的感受。有名同
学抱怨说：“山上风大，吹在身上凉飕
飕的。在山下，我就没有这种感觉。”
陆老师马上表扬这名同学通过运用触
觉感官，捕捉到了风对皮肤的细微变
化。他这么一鼓励、一启发，大家纷纷
转换思路，七嘴八舌地开始发言，有的
说在山顶可以看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比平时看到的范围大多了；有的说村
庄都缩在一起，稻田连成片，它们中间
的沟沟壑壑都看不见了，大马路也变
成了细腰带……

最后，陆老师问：“如果用一个词
形容眼前的村庄，哪个最合适？”大家
开始搜肠刮肚，有的说“鸟语花香”，有
的说“苍翠欲滴”，有的说“炊烟袅
袅”……凡是能想到的描写农村的词
都被同学们一股脑说出来，一阵阵嬉
笑声飘荡在山谷间。我举手说道：“层
层叠叠”。老师评价：“有点意思，还不
够生动，可以想个更好的。”老师微笑
着说：“用‘星罗棋布’如何？”我们都鼓
起掌来。他又问：“如果用一句诗来表
示，用什么呢？”我们面面相觑，坐等老
师揭晓答案。只听老师抑扬顿挫地吟

诵道：“用李白的‘登高壮观天地间，大
江茫茫去不还’，还可以用杜甫的‘会
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如何？”我们
用力鼓掌，心想：“老师肚子里的墨水
真多。”这时，陆老师语重心长地说：

“写好作文，首先要观察生活，多留心
周围的人和事，其次要抓住它们所体
现出来的独特个性，这样写出来的作
文就生动。最后要多看课外书、多背
唐诗宋词。这些素材都可以‘借’来
用，‘借’了不用还，作者还高兴呢。”

回到学校后，同学们如同吃了灵
丹妙药，个个下笔如神，连最怕写作
文的顾同学也得了“优”。他在作文
中写道：“同样的东西，站得高，换个
角度，感觉完全不一样。”老师在这段
话下圈了好几个红圈，还写了评语：

“有进步！”
山顶上的作文课，打通了我们求

学的“任督二脉”。我们像一群饥饿的
孩子扑向知识的面包，在知识的海洋
中尽情遨游。陆老师教我们换一种方
法和思路，去发现美、欣赏美。他的那
些话就像一堆堆火苗，引燃了我们的
求知欲，照亮了未来的那片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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