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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起希望 赵斌 摄

夕阳明媚
它的心悬在天际
而一切事物
开始隐匿

没有什么可说的
它透明
把每一缕风
都当作情书来读

阴影坐在光的对面
在光的舔舐中
复活自己
最终又失去一切
（单位：陇县曹家湾中学）

夕阳之下
□伊梅

桂

花

□
月
亮
红

一个季节被另一季节撵走
桂花就哗啦啦地盛开
如乡间的流水席
一拨刚走，一拨又来

金黄，或者橘红
朴素的妆容，即便
一再被雨水冲淡
馨香依旧凝重而悠远

这天生高贵之物
与我无关，与奔命者无关
栽种桂花的人，没有闲暇

坐下细品一杯菊花茶

妻子前几天提醒说
我快过生日了
哦——时序不觉
又近农历八月

桂花每开一季
人就变老一次
这些年，我淡忘了许多事
其中包括荣辱与生死
（单位：丹凤县龙驹寨镇凤麓
外贸公司）

立 秋 了
□诗村

暑气还未褪去
秋天就来了
脚步匆匆
满头汗滴
树上的苹果红了脸
紫色的葡萄走进了城市的街头
玉米棒子胖了
路旁的花儿开始凋零

秋来了
果实开始饱满
庄稼开始成熟

蛐蛐、蚂蚱拼命歌唱
知了已经哑了喉咙

秋天来了
天高云淡
河水漫流
炎热开始消退
山川一片锦绣
树上的叶子
即将完成一个轮回
勤劳的人们
正在迎接一个新的丰收

（单位：陕西省职工作协）

上午 10点，儿子睡到自然醒后来到客厅饮水
机旁喝水，他的头发蓬乱，一副睡眼惺忪的模样。
虽说是周末，他要是能早起出门跑跑步，锻炼一下
身体，我也会觉得是莫大的幸福。尤其在这金秋
之际，难得阳光灿烂、空气清新的周末清晨，大好
的时光就白白浪费在睡懒觉上，岂不是太可惜
了。即便是他上学时不好好学习，高考成绩不理
想，毕业文凭一般，所找工作一般，要是能有良好
的生活习惯，我也会对他再次燃起无尽的希望。
可是我已经不敢将自己的这点想法和要求对他说
了，以免招来他的反感。毕竟他已成人，且走向社
会，我不能再过多干预他的事情了。

他突然吸了几下鼻子问道：“什么味道？”我鼻
子不灵敏，无法回答他的提问，担心是什么东西坏
了的臭味，便赶紧放下手中的活计跟着他找起
来。他拿起电视柜上的一个小糖盒，凑近去闻，一
副陶醉的样子。我不禁得意起来：“香吧，我早上
在花园捡来的桂花！”并将小盒子拿到他屋子里，
让这一缕桂花的香气为他提神醒脑，驱除异味。
他欣然接受了我这点“酸文假醋”的行为，我的心
情一下子变得轻松愉快了。

清晨 7点钟来到花园广场做核酸，广场一角的
乒乓球和羽毛球场上都有人在打球。近旁的几棵桂
花树下落满了细碎的小花，枝头的小花还在纷纷下
落，看着这淅淅沥沥的“花瓣雨”，不由得俯身去捡地
上刚落下的花朵。做完核酸路过身旁的人好奇地与
我搭讪，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凑近细看后问：“捡

那东西能干啥？”她平常总在垃圾桶里捡废品去卖，
也许在她眼里，能卖出去的东西才值得去捡，我只
能回答她：“捡着玩。”一个扎着小辫子的小女孩问：

“妈妈，好香呀，这是什么花儿呀？”妈妈用手掌接了
一朵小花送给女儿，娘俩背诵着：“人闲桂花落，夜
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走远
了。一位 50 多岁的男子也在近旁的一棵树下捡
花，他要将花和糯米混着放在莲藕孔里，蒸熟了就
是一道名小吃，他还打算晾桂花茶。他的说法虽然
很吸引人，我却没有那份厨艺和耐心，只能捡着

“玩”了，全当怜惜花儿，抚慰一下花魂吧。
记得小时候奉大人之命，在晚秋时节捡落叶当

过冬取暖的柴火。迎着旋风追逐那些飘落的树叶，
只觉得心情同那随风舞动的树叶一般快乐地在空中
飞扬，压根没想过冬天的寒冷、生活的不易。那是人
生中无忧无虑、无知无畏、最为美好的时光。

而在我50岁时，一次偶然的机会进到辋川山里
一个小山村，时值五月中旬，那个小山村里家家门前
都有一两株洁白的百合花，山中寂静，碧绿的山岭
上，蓝天白云尤其干净。我们一行人结识了一户人
家，虽然柏油马路九曲十八弯地绕到了他家门口，他
依然保持着 50多年前山里人憨厚、大方的性情，给
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今年九月份的一个周末，
以捡栗子为由头，我约了西安的朋友驱车再次来
到这个小山村，恰逢主人没有外出打零工。他提
了四大袋子自家树上摘下的栗子径直扔到我们车
上，大概有五六十斤，硬是白送给我们。打着他的

旗号，我们放开了在那个世外桃源般的小山村里随
意行走，山林中的栗子已被收过，我们在树下捡
漏。今年的捡漏比去年多多了，树梢有未打干净
的，树下有没捡完及刚才落下的。栗子卖不上价，
打工在外的青壮年懒得仔细去收获。我们四人散
开在一面陡坡上，手脚并用，捡得腰酸背痛，就是捡
不完落在泥土里的果子。还有几树山楂，又红又大
的山楂果就那么擎在枝头，任其自生自灭。一场凄
雨冷风后，这些果子就捡不起来了。车上那四大袋
子颗粒饱满、大小均匀的栗子，加上我们捡的这十
几斤不同品相的栗子，收获远远超出了预期，简直
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么多的山珍了。这次捡栗子
尤其让我们感动，我们打心里认下这位年近七旬的
单身男人做兄长，将他的家当作我们的第二故乡，
他是我们在城市里记挂的一位山中的亲人。

“今朝郡斋冷，忽念山中客。涧底束荆薪，归
来煮白石。欲持一瓢酒，远慰风雨夕。落叶满空
山，何处寻行迹。”那个小山村，山岭上的白云，山
间的百合和村民，山林中的野果，无不深深地印记
在我们心中，时不时牵引我们的心之向往。当下
的疫情在四通八达的道路上设下了重重障碍，而
通向山中的小道却是最安全，也是最诗意的远方。

我捡的这一捧桂花以及冻在冰箱里的栗子，
它们将一季中的芬芳供奉在我精神的殿堂里，一
缕馨香时不时飘到我的现实生活中来，给平淡的
时光增添了一抹温馨的色彩。

（单位：西安航天动力机械有限公司）

挽留一缕花果香
□胡西会

饺子是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传统美食，“饕餮世
间味，最是此物鲜”。在地球上，只要有中国人的地
方，就能吃上美味的饺子。

70年代，父亲还在部队，我家住在单位筒子楼
母子宿舍里，15平方米的房间除了一大一小两张
床、两个书桌，就再也没有下脚地方了。家家做饭
都在门口的楼道里，生活条件很是艰苦。父亲几
年也回不了一次家，母亲带着我们姐妹俩还要上
班，每天忙忙碌碌的，家里一年到头也做不了、吃
不上几次饺子，可是每当父亲探亲回家，无论是否
过节，家里必须吃饺子。每次包饺子的短暂时光
都是家里最难得、最幸福和最快乐的时候，就是最
普通的猪肉白菜馅饺子也带给狭窄简陋家里说不
尽的喜悦和满足，小小的空间里连空气仿佛都是
甜的。爸爸擀皮、妈妈调馅，我姐俩包饺子，说不
完的心里话，诉不完的思念苦，其乐融融，有滋有
味。包好的饺子码在床上铺就的大白纸上，如一
个个小元宝，甚是可爱。

小时候，饺子代表着思念，吃着就意味着团圆。

前几年经常出差，记得有一年我去黑龙江参
加专项工作，任务很繁重，十几个人的团队天天
晚上加班到深夜，虽然每天有丰盛的工作餐，大
家也都食之无味。记得工作需要下沉到加格达
奇，那是位于中国版图“鸡冠”的地方，长年霜
冻，气候条件恶劣。

当天因飞机晚点，到达时已经是下半夜了，当
地同事非要我们垫垫肚子，吃点东西再休息。漆
黑的街上，远远还能望见公司员工食堂里透出一束
昏黄可亲的灯光。8月的加格达奇夜晚已经有了
刺骨的寒意，房间里开着电暖气，桌子上用大碗扣
着一盆热腾腾的黄瓜鸡蛋馅水饺。素昧平生的同
事把所有关心与问候，都包进了那薄薄的饺子皮
里。当我们这些来自天南海北的同事吃着热腾腾
的饺子时，的确很感动，有种回家的感觉。作为公
司的一名员工，无论走到哪里，家就是公司，公司就
是我们的另一个家。很多时候被感动的不是语言，
而是一个简单行动传递的温暖。

长大后，饺子代表着温暖，吃着就意味着奋斗。

现如今生活条件好了，饺子是个再普通不过的
面食，几乎每周末我都要在家包饺子、吃饺子，这个
薄薄的饺子皮仿佛有了魔法，春天野菜、夏天西瓜
皮、秋天海鲜、冬天羊肉，有容乃大，什么海里游的、
天上飞的、地上跑的，各式各样的馅料全都能包得
住。只要是新鲜的食材，无论新手擀出怎样不圆不
方、不成形的饺子皮也会赢得“好吃不过饺子”的美
誉。饺子就酒，越喝越有；饺子就蒜，生活灿烂；饺
子就醋，工作进步；饺子就葱，事业成功……

饺子和啥搭配都能吃出崭新境界！“有才何须
多开口，万般滋味肚中藏”，这也是饺子作为中国
民间吃食榜首，多年来深得百姓喜欢的原因吧！
生活有点苦、有点烦、有点累，吃点饺子暖暖胃、静
静心，边修、边悟、边向前行，也就无惧路途风雨
多，保持热爱，共赴山海。

成熟后，饺子代表着通透，吃着就意味着坚定。
好好吃饭，好好工作，好好生活，这吹不出褶子

的平淡生活也会熠熠生辉。
（单位：中国移动陕西有限公司工会）

饺子吃出的快乐
□黎军

我工作和生活的小城，四面环
山，沮水环绕，地下有丰富的优质矿
产资源。毗邻国家AAAA级景区黄陵
国家森林公园，森林覆盖率达 75%。
我所在的陕煤运销黄陵分公司毗邻
黄陵矿业，被大面积绿植环绕，生活
环境四季常青，三季有花，被誉为深
藏在景区的煤炭企业。

春寒料峭时，大地刚睁开惺忪的
睡眼，漫山遍野的山桃花次第渐开，给
一座连一座的褐色山峰换上彩妆，你
还没来得及凑近，它们已开遍了山野，
桃花笑迎春风，桃花迷漫
山谷。寻春、赏花的人们
络绎不绝。山风拂过，山
间飘过阵阵桃花雨，给光
秃秃的山谷增添了几分浪
漫色彩，群山环绕中的小
城也变得灵动而俊秀。

春风如神奇的法师，
它吹开了桃花、杏花、梨
花，吹得柳絮如雪似雾，弥
漫大地。这时的山坡草长
莺飞，黄花遍地，穿上绿色
新装的山坡被连翘花点缀
得如诗如画。淡紫色的荆
条花、白色的杜梨花、木瓜
花，都随春姑娘在山间曼
舞。此时，养蜂人如约而
至，路旁每隔一段就能看
到蜂箱、帐篷，给春天的山
野增添了无限生机。

烂漫山花，总是你方
开罢我登场。暮春时节，
被列入黄陵八景的南谷黄
花马茹子花，枝枝蔓蔓，黄
灿灿、亮闪闪，迷醉了重峦
叠嶂的山峦。山坡、道旁
洋槐树嫩绿的枝叶间，一
串串洋槐花，似身着白纱
的少女，它们有的展萼吐
蕊，有的羞怯地半开半
掩，有的不解风情地芳心
犹抱，有的像月牙儿……
那张开了的花瓣，露出花
心内如丝线般细密的花
针，招来一群群蜜蜂和蝴
蝶，清香甜蜜的气息弥漫
大地，沁人心脾。环顾群
山，一汪汪恣意铺展的素
白湖泊，真是雨润山峦群
峰翠，风舞槐花万树香。
路边随处可见三三两两
采摘槐花的人，他们的花
串上还有蜜蜂不离不弃，
这些春天的味道随后变
身美食登上餐桌，给味蕾
带来愉悦享受。

春末夏至，花园里各
色花儿相继开放，此时的山花也不示
弱，看那银白的狼夹刺花，弥山漫谷，
招蜂引蝶，她们清丽脱俗，如不施粉黛
的绝代女子，在阳光下熠熠生辉，风过
无痕，却吹来丝丝缕缕的香甜。还有
那小小的酸枣花，如金色的小米粒簇
拥在一起，一串又一串镶满全身，阳光
下金光点点。那看上去浑身带刺、干
瘪的枝丫上却长满葱绿的小叶子，它
们传递阳光，吸吮水分，展示着生存的
锋芒与美艳。如同我们煤炭人，乐观
勇敢，自强不息，为企业和祖国煤炭事
业的发展扎根山区，默默奉献。

炎炎夏日，树阴遮天蔽日，山坡
上绿草茵茵、野花遍地，那红红的山丹
丹花、淡紫色的野菊花、粉色的马齿
花、紫色的杜鹃花、蓝色的马兰花，还
有不知名的小黄花……星罗棋布，点
缀其间，如铺开的大块花布，将大山
装扮得妩媚娇柔、风情万种。灰雀、
喜鹊等一会儿在林间嬉戏，一会儿在
草间觅食，鸟语花香惹人心醉。

傍晚的山坡是人们散步、纳凉的
好去处。辛苦一天的人们沿着河边步
道，迎着柳枝垂丝的绿色走廊去矿山

公园锻炼，感受落日余晖
下山川大地的无限柔情，
健身养生，舒缓身心。

秋风送爽，丹桂飘香
时，矿区周围的大山好像
被画师泼上彩墨，徐徐开
染。那叠翠流金、层林尽
染的景象令过往行人叹为
观止。一排排杨树、银杏
树用尽力量为自己换上最
华丽的盛装，继而勇敢地
走向衰败。林间草丛里芦
苇白了，花儿谢了，只有那
野性而勇敢的野菊花，如
举起开放的金旗，“要与西
风战一场，遍身穿就黄金
甲”，它们像极了煤炭人坚
韧不拔、崇实尚新的奋斗
精神。公路上运煤车辆络
绎不绝，运煤专列如黑色
巨龙将优质的煤炭资源运
往全国各地。

冬天的山野草木凋
零，山寒水瘦，小城失去往
日的生机，大地显得静谧
而安详。此时，一场冬雪
令大地银装素裹，山坡上
的草木也穿上了雪做的衣
衫。玉树琼花挂满枝丫，
道旁柳树上挂满了亮晶晶
的银条儿，冬夏常青的松
柏上堆满了蓬松松、沉甸
甸的雪球。走在树下，不
时有雪块簌簌落下。此时
的矿区如镶嵌在巨幅水墨
山水画之间。

大雪初晴，阳光照射
下的群山放射出奇异光
芒，如万道霞光，照耀四
野。远处矿区矗立在雪地
上的选煤楼高大恢宏，横
贯东西的转运通道如高速
立交，立体车间内机器昼
夜不停地运转着。选煤楼
下停放的火车即将装满，
它们将一路奔波，驶向省
外电厂。矸石电厂那一排

大烟囱上大团的白色蘑菇云聚散自
如，每条生产线都在有条不紊地生产
保供，他们将煤炭转换成电能发光、发
热，抵御严寒。

依托良好的生态环境，怀着对蓝
天、青山、碧水的向往，这个坐落在

“轩辕故里——黄陵”的矿山企业，以
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为理念，做实生态
文明建设。一幅碧水青山的秀美画
卷正徐徐展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
画面随处可见。

（单 位 ：陕 煤 运 销 集 团 黄 陵 分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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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清的溪水哗啦啦地流着，昼夜
不息。小溪堤岸边是高高的杨树和柳
树，蝉伏在树上叫得正欢，小溪里有一
些妇女在洗衣服，一群孩子在淌水，而
我正端了一小盆洋芋，准备去小溪里
磨洋芋皮。

在我仍是孩童时，农村人生活异
常贫穷落后，就连刮洋芋皮的削皮器
也没有。乡亲们吃洋芋时，先要找块
麻子石，把洋芋按在麻子石上来回磨
动，洋芋皮就掉了。

小时候磨洋芋最好的去处就是门
前的小溪了。有人在溪水里放置了一
块椭圆形的麻子石，如青蛙蹲卧在水
中，水位线吃过多半个麻子石。蹲在麻
子石旁磨洋芋时，蘸水特别方便。另
外，麻子石有两种不同的纹理，侧面颗
粒细腻，适合磨新鲜饱满的洋芋。正面
颗粒粗糙，最适合磨发蔫的洋芋。磨掉
的洋芋皮顺水漂流，又成了溪流中小动
物的美食。

磨洋芋是眼色活，大人小孩一学就
会。只要及时翻转洋芋，就能磨干净洋
芋皮，又不会擦伤洋芋肉。磨洋芋的人
在小溪桥的上方，洗衣服的大姑娘、小
媳妇在小溪桥的下方，淌水的孩子则自
觉在最下游处。当年，家乡人种着两种
洋芋——红皮洋芋和黄皮洋芋。红皮
洋芋鲜脆多汁，适合炒洋芋丝；黄皮洋
芋比较面，最适合煮锅。

王大嫂边磨洋芋边说着一些酸话，
惹得几个用棒槌捶打衣服的小媳妇羞
红了脸。书娃哥朝溪水里扔了一块石
头，溅起大片水花，溅得王大嫂满头满
脸都是。王大嫂撂下盆子急奔上岸，和
书娃哥扭打在一起，洗衣服的妇女、淌

水的孩子们都哄笑着前来看热闹，小溪
边充满了快乐的气息。

一次，我磨好了洋芋上岸时，脚下
一滑，一盆洋芋全部滚进了小溪里，顺
水而流，我急忙爬起来下到小溪里去捞
洋芋，竟然追到了下游的邻村才捞完。
每天早饭午饭前，来小溪里磨洋芋的人
最多。村子里谁家遇到什么愁事了，谁
家姑娘、小伙子处着对象了，谁家的小
孩子发烧了，谁家的猪跑了、鸡丢了，杂
七杂八的新闻都在小溪边上演。

邻居王大妈的侄女樱花姐来了，
樱花姐个子高挑，瓜子脸，两条麻花辫
齐腰长，村里的小伙子都喜欢她，争着
献殷勤。她帮王大妈家磨洋芋时，小
溪里磨洋芋的小伙子就排起了长队。
樱花姐在小溪旁相中了兴旺哥，后来
他们俩经常来小溪磨洋芋，一来二去
就擦出了爱情的火花。初中时学到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
好逑”时，我就想起了樱花姐和兴旺
哥，想起了他们在小溪边因磨洋芋而
产生的浪漫爱情。如今，他们有小孙
子了，樱花嫂子哄着小孙子时，整天乐
呵呵地合不拢嘴。

儿时磨洋芋时，看到几条小鱼游
到麻子石底下了，我连忙用盆子一舀，
几条小鱼便欢快地在盆子里转圈游。
我往往磨一个洋芋就逮一会儿鱼，几
个洋芋就磨了一下午的时间。

如今，门前的那条小溪早已干涸
了，乡亲们也都有了削皮器，再也没有
人磨洋芋了，而磨洋芋的那段美好时光
总是让人难以忘怀。

（单位：商洛市洛南县古城镇中心
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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