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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五柳先生一
千六百多年前吟唱的诗句，随着山谷间河水哗
哗流淌着。此刻，我正徜徉在南山的山谷间，
暗自得意于陶潜老先生不曾看到的美景，暗自
惬意在他不曾来过的世外桃源。

这里是秦巴明珠安康，是人文历史底蕴深
厚且素有陕南小江南美誉的“三沈故里”汉阴
县。这里群山连绵起伏、逶迤磅礴，青山绿水，
山涧鸟鸣，风光旖旎，如诗如韵。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眼前的这一
切让我在诗意中不觉沉醉了。

被尊为华夏文明龙脉的秦岭山脉，绵延五
百多公里、有着“华夏绿肺”美誉的大巴山，还
有“陕南小武当”赞誉的凤凰山，三山在这里交
汇，汉水与月河也在这里交融，蜿蜒流淌。

我伫立在汉阴县有“生态绿核”之称的观
音河国家湿地公园，秋风阵阵，层林尽染，眼里
的山水更加灵动起来。

我从小生长在骊山脚下渭河北岸普通的
一个小村庄，儿时常眺望着南边远处连绵不断
的群山发呆。大人们告诉我那就是南山。上
学时，从语文课本读到了五柳先生“悠然见南
山”诗句后，对南山更加向往和痴迷。直到读

了大学才知道此南山非彼南山。儿时向往的
南山正是终南山，属于秦岭山脉。

秦岭深处的南山又是哪里？山的那头是
大海吗？大海又是什么模样？那种不可言传
的神秘感与好奇心便从此种在我稚嫩的心
田。直到在二十多年前，年近不惑时，我才第
一次真正穿越秦岭翻过巴山。

那时，我从古都西安驱车到汉中，再赴成
都，饱览了两汉三国胜境。跋涉过汉江、嘉陵
江和长江后，我才知道秦巴山是那么波澜壮
阔、美丽迷人，感受到渭河两岸以外的钟灵毓
秀、人杰地灵。

感恩我一直在媒体工作之缘，十多年前首
次进南山，在秦巴山深处的汉中市工作，这才
有机会多次到秦巴明珠之安康和“康养之都”
美誉的商洛领略陕南之美。此后，尽管工作地
辗转回关中的渭南、咸阳及西安等地，但我始
终心心念念着凝碧拥翠的秦巴群山，众里寻他
千百度的悠悠汉水。我常惊叹大自然的巧夺
天工——神奇的中华天然太极城旬阳，人杰地
灵的紫阳，“三沈故里”的汉阴，看不尽美丽风
光之“清泉石上流”的石泉县千年古镇，都是那
么迷人……

2022年春节前，机缘巧合，我从大秦古都
咸阳调到曾是秦头楚尾的安康。我恋上了这
里的山与水，爱上了秦楚巴蜀深厚的历史文化
底蕴，喜欢上了此处灵秀的万物。

工作闲暇之余，赴汉阴参加活动，有幸借
机再次饱览凤堰古梯田和冯家堡、吴家花屋古
色古香的遗存后，躲开热闹的人群，我独自静
静地躺在蓝天白云下，听着淙淙水流声。

此时，溪谷内外景色十分别致，溪水两岸
林木葱郁，仍有秋蝉在树丛中不断鸣叫。溪
谷内水碧如玉，“逝者如斯夫”昼夜不息。观
音河从上蜿蜒而下，河水先是流淌过几大块
平坦的石头，一潭泓水平静如镜。我突然想
起多年前曾在三晋胜地太原晋祠拜谒过的
有名匾“水镜台”。本是明清一戏楼，因《汉
书》警语“清水明镜，不可以形逃”而得名。
潭水底里的石块，映照着蓝天白云和飞鸟的
踪迹，我不禁感怀万物皆有灵，“水清如镜含
天理”。

河水一路欢歌，逶迤向前向下奔出山谷。
其间，水流突然遇到了另一块与水面呈45度角
的巨石拦腰挡道。灵动的观音河水巧妙地向
右岸迂回前行，而这潭水的尽头恰是水流冲击

而成一个V字形小峡谷。水滴穿石与上善若
水的力量，令我顿时油然而生出一种敬畏自然
之感。水流就像有着梦想的人们，即使山谷间
巨石也阻挡不住前进的脚步。

难怪十多年前妻子造访在美丽的秦巴明
珠和凤堰古梯田之后，就喜欢在盛夏之际穿
越秦巴山，坐在汉江边沉思，美其名曰“格物
致知”。一头雾水的我居然听不懂曾是高中
同学的妻子的话，直到查阅史料典籍，方知
《礼记·大学》中这句经典的语言，“致知在格
物，物格而后知至”，感恩人杰地灵的秦巴山，
感怀安康的山与水，感谢与我相濡以沫三十
多年的妻子。

山不来看我，我便来看山；水不亲我，我
便来亲水。众所周知，阴阳割昏晓，山之北水
之南则为阴，但汉阴县城实则在水之北秦岭之
南，自公元 757年至今的 1266年间，汉阴县名
称谓却从未改变过。汉阴处处藏风纳水实乃
宝地，感恩生命之缘，让我误入秦巴明珠的安
康深处，沉醉尚不知何处为归路。

我不得不慨叹：安康美，美在青山绿水中；
汉阴奇，奇在刚柔相济间。怡然采菊东篱下，
悠然又见南山南。

树木卸妆，像瘦骨嶙峋的汉子
像被饿狼逼退，傲然挺立的长颈鹿
像一只对天展翅长空的雄鹰
它所触及的霜降那么香
俨然久违的恋人，相拥而泣

暖阳难得出来的几日
农舍院落那一长溜蜂箱蠢蠢欲动
数十只蜜蜂在巢口蠕动，揭竿而起
一根触角汲取温暖
一根触角抵御冬天

天空浩大，大地又那么广阔
寒冷一再把飞禽走兽逼退
大雁成了移民，享受优越福利
蛇做了地下工作者，不动声色
万物走完一程，根茎还在
切诊大地的脉搏和心率

深 秋（外一首）

□王原昌

美艳，纯正，丰盈深秋的容颜
绝非所谓美人，涂于脸颊之粉黛

火炬般摇曳的枫红，可曾慰藉
周遭灌木草丛萧瑟的惆怅
霜有情，亦无情
造就美奂绝伦的美，为何
又让漫山遍野铺就谢幕的红地毯

细看，那一片片红霞
燃烧了几多思念和遐想
那一道血色的主脉
牵引众多支脉的细节迤逦生动
记载岁月一条条交织的故事

霜叶红了，人生醉了
我把所有期冀，存进火红的旖旎里

霜叶绯红

当秋天如约而至
我抱着夏的影子
沿关中环线
走进雨后的桐花沟

清风
带着难以抵御的诱惑
沁入肺腑
绿中泛青的秦岭
披上雾霭的丝柔

王顺折断的扁担
裸露在玉皇顶和平顶山之间
关于蓝邑的传说
飘出胭粉台的肩头

不见桐花沟的桐花铺地
但见美院的画板
散落在坡楞河沟
挥粉墨丹青
书今朝风流

浮桥 城垛 回廊
正在建造的观景台
和四周的风烟融为一体
物尽其才 人尽其用
虔诚守候

一幢幢高楼飞出树荫
一簇簇鲜花竞相开放
整洁 温馨
是日久弥新的家门口

石浪滩里觅趣
福朝峪中探幽
出行何须选足
风景这边独好
鹿原正秋霁 秀岭忙秋收

桐 花 沟
□朱娟

用来形容秋的词，多是沁些凉意，每一个
字词落笔端，都带着风声。

笔者执笔写秋，这么丰盛又饱满的季节，
掏空我储备的所有字句，也写不出其中一分
的色彩。

搁笔，静处，等待天凉好个秋，等待蟹
肥菊花黄，等待夕阳染遍的温柔。望向窗
外的秋风，不徐不疾，款款而行，似乎是在提
醒我，人再忙也不要忘记仍需有一份自在与
闲情，找到不言而喻的心安和平静归零的
勇气。

秋风，秋雨，秋叶落。把一生都交付大地
的人间草木，不言悲喜，只将浅白的故事一一
讲述。秋来一地凉，人拾几许念，秋风好像是
在召集，在指挥，把一树一树的叶子铺到地面
阶前，把云都吹散吹淡。

檐下滴答的雨声，一片黄叶的落地，惊了
季节的梦，细雨沉寂了浮华。等半城秋凉，等
一场别来相逢，盼一次岁月回眸，拾几许惦
念，静远，寂寥，清意，荒芜，离愁，吟唱清秋的
孤凉。秋夜静，人心也静，看一轮月亮清亮温
柔地望着人间，仿佛也有些许心事。

秋山，秋水，伴秋阳。岁月染就的秋天是
叶落无声的念，仿若一卷怀旧的画，在山海林
木间，自然雕琢，远远近不去，深深浅不绝。
细微处，红叶黄花，各有各的主张。所有生命
都在肆意书写，又如此庄重，屋后有着打包满
仓粮食和人间烟火的农民伯伯。

这是一个被自然之力和人力一遍遍梳理
山川林原的秋天，是一个剥落和归去的过程，
秩序井然。一声雁鸣，喊住秋水长天，想在纷
乱的迁徙中，有个爱的落脚。一叶翠舟，划开
水路，挤进秋的江湖，再也回不去岁月荡漾的
静谧。秋阳杲杲，有人驻足拾闲，有人轻寄远
念。有人回眸而念，有人浅笑以待。

秋月，秋词，秋韵长。秋风有信，秋月无
边，看过无数个关于秋天的句子，都不及这一
刻恰好吹来的秋风和秋月下的你。

古人眼里的秋，是散发着“晴空一鹤排云
上，便引诗情到碧霄”的豪迈；是“秋风生渭
水，落叶满长安”的心安；是“秋风秋雨愁煞
人”的意味；是“秋风萧瑟，洪波涌起”的真
实写照；是“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
上寒烟翠”“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
一色”的美景；是秋风中“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豁达，是刘禹锡“自古
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的乐观，从而
树立“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
信念。

人生充满了契合，看过了春日的繁花似
锦，在秋里，有喜人的收获也有沉淀于心的
累。偶有闲暇时，冥想着在某个深秋之时，与
所爱之人去领略“万花都落尽，一树红叶烧”
的香山红叶，去观银杏林海、去赏红彤彤的苹
果，去看金灿灿的麦田……不再辜负每一个
寻常的日子。

时间的秋，岁月的念，落叶之时，微风徐
来，所有美好不期而至。但愿未来的路上，清
风有闲，可伴朝暮来去，阳光静安，可暖萧然
岁月。

悠 然 又 见 南 山 南悠 然 又 见 南 山 南
□□程斌程斌

一念秋思长
□任舒

我的家乡在终南山下的一个小村庄，
祖祖辈辈都是普通农民，家中几代人都以
务农为生，过着勤劳俭朴的生活。虽然他
们没有多少文化，可一直延续着崇德向善
的好家风。

从我记事起，常看到家中堂屋上方挂着一
块两米多宽的牌匾，上书“恩德难忘”四个蓝色
大字，并用碎金点缀，厚重刚健，雄浑大气。那
时候年纪小，不知是啥意思，也不知道它的来
历。后来听老人讲，那是一位受恩之人特意送
来的，如今已有100年的历史。

那是 20 世纪初，我太爷的母亲心地善
良，收留了村中一名孤儿。孩子无爹无娘，
高太奶像对自己的亲儿子一样，对他体贴
照顾，管吃管喝，冬有棉衣，夏有单衫，从不
让他吃苦。一直抚养到成人之后，经人介
绍，到秦渡镇一家木匠铺当了学徒，最后成
家立业。这小伙叫王明新，为感念多年的
养育之恩和对他的善德懿行，遂于 1923年冬
送了这块牌匾。

送匾那天，正是一个暖阳高照的日子，黑
色的匾上缀着红绸子，显得格外喜庆。四个小
伙抬着大匾走出秦渡镇南门，越过沣河，朝东

南方向走了十五里地，才走到江村王家堡。在
村口，他们放下牌匾，先放了一串鞭炮，引得街
巷的人出来观看。我家人赶紧出来迎接，像是
过喜事一样，举行了简短的挂匾仪式，并对来
者进行了招待。

尽管这块匾是民间相赠，可也是家风的
一种映照，是美德的一种褒奖。常言道：“百

行善为先。”过去我奶奶常讲，做人要品行好，
要积德行善，多做好事，见到穷人要帮助，不能
欺。这普通的话里蕴含着一种人文精神，这
就是“善”。

20世纪50年代，我伯母娘家村里一名妇女
患重病，丈夫远在湖南工作，临终留下一个男
婴，这可急坏了孩子的父亲。无奈之下，他求
助我伯母，看着可怜的孩子，伯母当即答应照

管，且不需任何回报。就这样，孩子在我家长
到12岁，才由父亲接走，在湖南上学工作。

后来有一位南方竹匠老人，编得一手竹器
好活，白天走村串户，可就是没有一个固定的
落脚点，常在别人屋檐下寄宿。我奶奶念起老
人的困境，硬是挤出一间放柴禾的小屋来，让
其居住，并在院中劈竹子、做竹器。这一住就

是两年多。
古语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善良是最

好的家风。到了我这辈，继承祖辈留下的家风
已成为一种责任。我参军十多年，在部队一直
秉承“爱国奉献，服务人民”的宗旨，热爱战友，
助人为乐，做了许多公益事，部队为我记了三
等功。我的妻子也坚持以善为本，保持乐善好
施的家风，谁家有困难就去帮助，忙了东家忙

西家。邻居的孩子放学回家，父母没下班，进
不了屋，坐在门口等候，她就领进家中，给孩子
做饭吃，待父母回来后再接走。我的家庭友善
睦邻，还被单位和社区评为五好家庭。

好的家风是可以传承的，上辈人的言传身
教，给家中注入了“善”的基因。我弟弟的儿子
由部队转业后，在交警部门工作。去年一天，
一位老人在路上行走，不小心摔倒在地，一时
昏迷。情况危急，他报告领导后，立即驾车将
老人送往西安就近医院，得到及时救治，转危
为安。老人的家属深为感动，专程到交警队
送来锦旗，表示感谢。为此，单位对他进行了
表彰。

今年国庆假期，我又回了趟老家，堂屋内
那块百年老匾还静静地挂在那里，只是显得陈
旧，有点斑斑驳驳，可它蕴藏的美德和爱心依
然闪烁着光芒。

一块牌匾是一面镜子，映照着一颗善良的
心，一块牌匾是一部书，记载着先辈们的高尚
情怀。今天，我看着那块老匾，心中生出无限
感慨。一百年来，那积德行善的贤德一直在流
淌着，宽厚的基因一直在传承着，良好的家风
一直在延续着，那块匾即是我们家的传家宝。

□王雄文

我家那块百年匾

黄金水道航运忙 郑家裕 摄

桂花花开之时，树冠上
花开万点黄，犹如缀满了无
数金星，让人赏心悦目。而
满树花香，随风飘溢，弥漫四
邻，周围竟全被沉浸在香甜
的气氛里，逾月不绝。无怪
乎前人赞誉桂树“独占三秋
压众芳”。

有人说，一般香气浓郁
的花“或清或浓，不能两
兼”。然而，桂花却具有清浓
两兼的特点。它清可涤尘，
浓能透远，故获得“九里香”
的美称。

对于桂花，人们曾赋予
种种神奇的传说。有趣的
是，无论地处南北东西，东方
或西方，桂花的传说都是那
么美好。

自古以来，我国人民常
把桂树和月亮联系在一起，
编织了不少神话传说。尤
其是吴刚伐桂的故事，成了
脍炙人口的美谈。毛主席
《答李淑一》一诗中，有“问

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之句，正是运用
革命浪漫主义的彩笔，融入了我国关于桂花的神
话故事。

由于传说月中有桂，古代便称月亮为“桂
魄”。唐代诗人李商隐的诗句：“侵夜可能争桂
魄”；宋代诗人苏东坡的“桂魄飞来光射处，冷浸一
天秋碧”中的“桂”都是明月的代名词。

我国古人又常用桂来赞喻秋试及第者，称登
科为折桂。宋人叶梦得在《避暑录话》中有这样一
段记载：“世以登科为折桂。此谓郗说对策，自谓
桂林一枝也，启唐以来用之。温庭筠诗‘犹喜故人
新折桂’。其后以月中有桂，故又谓之月桂。而月
中又有蟾，故又以登科为登蟾宫。”于是，“蟾宫折
桂”，便成为旧时的人们仕途得志、飞黄腾达的代
名词。

外国人还把桂看作是一种崇高和荣誉的象
征。古希腊神话中，“桂”也被视为珍品，是用来献
给科学和艺术之神“阿伯隆”的“圣物”。古希腊人
还用桂叶编织成花冠，称为桂冠，授予才华卓越的
诗人或竞技能手。英国王室还把选拔的优秀诗人
称为“桂冠诗人”。直到近代，人们还给奥林匹克
运动会的优胜者赠桂枝，以示荣誉。这正好反映
出地不分中外，人不分古今，均对桂树有近似的想
象和相似的审美观。

我们常见的桂一年行二次枝，8月上旬开始发
芽，至 8月下旬枝、叶停止发展，9月下旬开花，连
续开 1个月。桂花大多着生在当年的枝条上，二
年枝上也有花，但较少按花色和花期的不同，又分
为许多品种。花色呈白而微带黄的叫银桂，花色
黄赤的唤金桂，花呈红色的叫丹桂。其中，就香味
的浓烈来说，以金桂为上，银桂次之，丹桂最逊。
然而，丹桂却因花色灼灼诱人，比其他两种更引人
赏观。这三种桂花，未开之时，辨其叶片亦可区别
——丹桂叶狭小，边缘无缺刻；金桂叶大而厚，叶
缘有锯齿，银桂叶较小。金桂、银桂、丹桂的花期
均在中秋节边，所以有“冷露无声湿桂花”一说。
另有一种桂花的变种四季桂，然而，万勿因其名上
冠有“四季”两字，而误为四季均可盛开。实际上，
四季桂开花最繁之期亦在秋天，名为“四季”者，仅
因其平常亦能寥寥开花一两次而已。

桂花成熟时，邂逅秋风，那金黄色的桂花，就
像雨点一样纷纷落下，被称为“桂花雨”。

桂花香浓而甜，可以窨茶、浸酒；亦可以制
作各种糕点和甜食，如桂花芋艿、桂花藕粉、桂
花发糕等。当节假日一家人团聚或“有朋自远
方来”时，若食以自制的藕粉桂花羹、桂花月
饼，或饮以自酿的桂花酒，则甜蜜融洽的气息，
会显得更加浓醇。此外，桂花亦有一些药用价
值。经蒸馏制得的“桂花露”，可理脾开胃、治
咽干。花可除口臭、祛痰、治牙痛；根可疗风湿
麻木、筋骨疼痛。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上说：

“桂根取皮贴牙痛可断根”。如此看来，桂树也
是浑身皆宝。

如今，正是桂花盛开的季节，愿艳溢香融、
芬芳馥郁、沁人心脾的桂花能为人们带来生活
的情趣与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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