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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晨

又到柿子成熟时

秋风起，叶落黄，万物渐次换上秋的衣
裳。在这幅斑斓的画卷中，最引人注目的，莫
过于那挂满枝头、红彤彤的柿子。秋日阳光
的照射，让整个村庄充满了生机，它们如点点
繁星，点缀在枯枝之间，给寂静的秋日增添了

几分生机与暖意。
周末带着家人去山里游玩，首先映入眼

帘的便是那一片片柿子林。柿子树以一种近
乎谦卑的姿态站立着，枝叶间挂满了沉甸甸
的果实，仿佛是大自然对这片土地最真诚的
馈赠。阳光透过稀疏云层，洒在每一颗柿子
上，让它们更加晶莹剔透，仿佛每一颗都是精
心雕琢的艺术品。

小时候，每到这个季节，我和小伙伴们总
会迫不及待地跑到柿子树下，仰望那些高高
挂起的“红灯笼”。那时的我们没有太多奢
望，只是简单地想要品尝那份来自大自然的
甘甜。我们找来长竹竿，小心翼翼地敲打树
枝，让红彤彤的柿子应声而落，然后争先恐后
地捡起，生怕错过任何一个。那种简单而纯
粹的快乐，至今让我怀念不已。

随着年岁的增长，对柿子的感情也变

得更加复杂。它不再是味蕾上的享受，更
是一种情感的寄托，一种对童年的深深怀
念。每当看到那像小灯笼一样的红柿，心
中便会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温暖和感动，
那不仅仅是柿子的颜色，更是童年的颜色
和记忆的颜色。

每当秋风再起，柿子又红，总会格外想念
小时候家门口那棵柿子树下的岁月静好，那
是关于童年的记忆，关于成长的足迹。它见
证了时间的流转，记录了岁月的变迁，更成为
连接过去与现在的一座桥梁。在这个柿子成
熟的季节里，让我们带着一颗感恩的心，去品
味这份礼物，去感受深藏于心的乡愁与温情。

秋意浓，柿子红。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
我们不妨放慢脚步，回到那棵柿子树下，找回
那份久违的宁静与温暖，让心灵得到真正的
栖息。

□杨恒艳

若 知 石 泉 美 ，何 须 忆 江 南
在秦岭山脉南麓，巴山以北的地域，有座

名为石泉的小城，隶属安康市。它因“城南石
隙多泉，泉水清冽，径流不息”而得这个美丽的
名字。它得名于水，成长于水，最终与水融为
一体。这里钟灵毓秀、古韵飘香，有着“鬼谷故
里·智慧之乡”的美誉，被誉为“丝路之源，金蚕
之乡”。这个千年古城，始终展示着“秦巴水
乡·石泉十美”的魅力，吸引着世人的目光。

国人历来钟爱山水，并与之有亲和之感，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于国人说，山是信
仰，水是生活，山水相伴是理想生活的愿景，故
此人们神往苏杭，偏爱江南水乡，烟雨长廊。而
枕山臂江的石泉，正是家门口的“江南”，它的秀
美蕴含巴山的壮阔，交织汉水的婉约，更兼具江
南的柔和。漫步石泉古镇的街头巷尾，恍若置
身江南水乡中。红墙黛瓦散发出典雅古韵，浮

刻的木窗花纹也诉说着古镇的幽幽往事。
石泉的水，是这座小城的灵魂。石泉人世

世代代赖以生存的母亲河，是永恒的象征和历
久弥坚的精神依托。当晨光穿透云雾倾洒在
水光潋滟的汉江上，此时后柳水乡山涧幽静，
千年不老的“屋包树”神秘守护着小镇，盈盈碧
水与山峦浑然一体。一叶小舟划过青绿色江
面，撩拨着人的心弦。三面环水的古镇犹如明
珠嵌在汉水之滨。置身古色古香的明清建筑
中，青灰砖瓦和飞檐翘角相互辉映，别具一
格。浓郁的水乡风情令人陶醉。后柳虽非江
南，却胜江南，俨然一幅精美的水墨画卷，令人
流连忘返。

石泉的山，是这座小城的脊梁。在石泉山
林深处这个世外桃源般的地方，隐匿着一个集
山水之美、奇峰幽谷、碧水清泉于一体的自然

奇观——中坝大峡谷。峡谷风光壮美秀丽，曲
径通幽，岩壁陡然矗立，奇山异石尽显大自然
之神笔。最神秘的是从山洞流出的水源，流泉
飞瀑如丝如绢，似银练飞流直下，实乃人间仙
境。此外，燕翔洞在山清水秀间若隐若现，洞
内水雾缭绕，烟波浩渺，千姿百态的钟乳石造
型尽显溶洞幻境之美。

石泉之美，不仅在于自然景观，更在于深
厚的文化底蕴。作为昔日丝绸之路的重要枢
纽，石泉有着特色的艺术文化遗产，“汉调二
簧、火狮子及舞龙灯”皆展示出了汉水文化、鬼
谷子文化、楚秦古商道文化的民间传统艺术魅
力。正是这些丰富多彩的文化底蕴，才构成了
石泉独特而迷人的民俗文化风貌。

石泉的美食，是这座小城的亮点。石泉人
深谙“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道理，对吃颇有

讲究。“嘎嘣脆的鼓气馍，热呼呼的浆粑馍，鲜
嫩扑鼻的烤鱼，麻辣鲜香的辣子鸡”等，都充满
了浓郁的石泉风情。石锅鱼则堪称石泉美食
的代表，选用肥美的汉江花鲢鱼与石锅相互融
合，精心烹制后，肉质细嫩，香气四溢。再来杯
本地的高粱酒，定会让人置身“天子呼来不上
船”的醉人诗境中，让人难以忘怀。

我的赞美，多的是情不自禁，多的是对石
泉的厚爱。当夜晚坐在汉江边与挚友欢聚小
酌，晚风拂过面颊，这样的惬意会使人拂去所
有的倦怠。晚风将石泉独特的山水之美、深厚
的历史文化、美味的富硒佳肴吹散至远方，吹
到汉江两岸生于斯，长于斯的石泉人心中，亦
吹到了千千万万游人的眼眸。直叫人感叹若
知石泉美，何须忆江南呢？

（单位：陕煤运销集团铜川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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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秋光意正浓
□冯延庆

秋风轻拂

携着片片黄色信笺

开启了时光的序曲

秋意便在天地间晕染开来

秋光如同潋滟的画笔

缓缓铺展出诗意且盛大的模样

透过树影的斑驳

金色的光芒便多了几分宁静与祥和

稻田的清香和桂花的芬芳

橙黄橘绿和层林尽染

是对盛世华诞深情献礼

奏响悠扬而深远的旋律

这季节

既接续着岁月的荣光

又承载了生命的深邃

几许秋风

是一首意蕴悠长的诗

使成熟富丽和高远明净的秋意

成为新时代的注脚

天高云淡间

守一寸秋光静好

温一壶桂花佳酿

且享这浓而不腻

清而不寡的山河好景

□□付海贤付海贤

好 大 一 棵 树

每次出发去河南邓州，想着又会与那棵
好大的梧桐树再见面，心中便多了一份急切，
像是要去拜访好久不见的朋友，又像是要去
探访期待再游的一方圣境。

记得第一次见到那棵梧桐树是在 2020年
的初夏，那时我因工作岗位调整，心情暗淡。
然而，人在世上走，不得不低头，又不得不前
行。当接到去河南邓州出差的任务，谈不上
惊喜，也没有更大的失落。心想，去外地出个
差，顺便看看外面的世界，换个心情，或许能
好些。

到了入住宾馆的大院，映入眼帘的就是
这棵梧桐树，让人震撼，更令人意外，就像是
在异乡遇见知己一样。它树干粗壮，好像撑
天的巨柱；树冠庞大，好似一顶绿色的巨型王
冠；铺天盖地的树叶，像是空中飘洒的云雾；
树荫的面积，少说也有五百多平方米。整棵
树像一位历经沧桑的哨兵，又似一位看透世

事的长者，漫不经心地站在那里，默默注视着
这一方天地，无须多言，就洞悉了你的心灵，
触碰了你的灵魂。

在邓州的几日里，工作之余，我就会来到
这棵梧桐树下转转看看，陷入沉思。邓州地
处豫、鄂、陕交界，气侯南北交加，春秋季常刮
大风，夏天多雷电暴雨，冬季严寒，这棵梧桐
树在生长过程中，经历了几多苦难沧桑，依旧
傲然挺立。就像许多人的一生，历经风雨，留
下了奋斗者的足迹。栽下梧桐树，引得凤凰
来。自己或许不是凤凰，但一棵再大的树，若
是没有了清脆婉转的鸟鸣，就像没有灵魂，那
就做一只普通的小鸟吧，每天说着、唱着、跳
着，乐此不疲，不也挺好吗？就像在这棵大上
树安家落户的鸟儿，选择与大树为邻，为它歌
唱，为它飞翔。

梧桐树生长的地方，曾经是古邓州的县
衙所在地，现在这里是一家名为星光公司的

兵工厂。工厂始建于上世纪 60年代，以生产
无线电引信闻名于行业内外，在保军转民的
时代，成为生产汽车门锁的先锋企业，书写了
辉煌。有人说，无线电引信是住在这棵梧桐
树上的金凤凰，门锁产品是这棵梧桐树引来
的金凤凰。星光不负赶路人，时光不负有
心人。就像人生有高光时刻，也有暗淡之
际一样，企业的改革发展有波峰也有波谷，
现在星光公司处于爬坡过坎中，正在推进
转型发展，但从星光人谈笑风生、言谈举止
中传递出把一切献给党的血脉和奋发有
为、开拓创新的精气神，就可知曾经书写辉
煌的星光公司，一定会在转型发展的道路
上铸就新辉煌。

寻找或创造一次机会，或来一趟说走就
走的旅行，去邓州体悟慢生活，与那棵好大的
梧桐树对视，关注一家兵工厂的转型发展之
路，一定会让你不虚此行。

风吹过的童年 陆冠京 摄

雨 写 清 秋
□张小军

用那点点滴滴的冷

书写浅浅淡淡的秋

不用标点符号

只用一颗多情的心

和黄叶

和金菊

摔碎在大地的怀里

拼凑起一面面镜子

画涟漪

洗枝杆

淹没鸣叫和残骸

听梦中连绵的诉说

将微红染醉

将淡黄加分

于不忍心处

留几处葱绿

去延续即将苍白的日子

苍劲的笔乘风而行

写下一层又一层相思的冷

等草枯了

等叶落了

不再用絮叨的语言去书写悲壮

而在香甜和五彩中

逐渐清瘦

（单位：铜川市人民医院）

在兴平市北大街，向
西有一条窄窄的巷子名
叫“孙家巷”，这是个幽
静的街道，西头矗立着
一座唐朝清梵寺的千年
古塔，我的老家就在这
座古塔下面。我从小
生长在外地，在长辈的
讲述和邻居的聊天中，
了解了我们孙家几代人
的生活经历，让我对家
族人所承载的中华民
族传统美德有了更清
晰的认识。

新中国成立前，太爷
曾在兴平北街十字经营
过茶馆、红肉馆，曾眼见
了国民党政府的恶劣行
径，也在新中国成立后
的街头见证了共产党干

部为人民、解放军战士爱人民的高尚情怀。
太爷正是在这强烈的对比中，看到了中国共
产党的伟大，更坚定了听党话、跟党走，建设
社会主义的信念。

1952年 9月，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太爷
积极响应政府号召，还劝说周围群众走合作
化道路。由于为人诚实本分，干事稳妥，被
大家推选当了初级社的主任。

工作中，太爷忠诚于党，积极服务周围
群众，经受住了政治考验，在 1953年光荣地
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兴平
北街第一个党员。入党后的太爷带领子女
更加积极为党工作，多打粮、多交粮，支援国
家。在太爷的影响和帮助下，他的长子于
1956年也光荣入党。从此以后，我家四代人
中都有党员，三代人里都有军人。

清明我回兴平老家为亲人扫墓，奶奶一
再叮咛：“到了墓地，别忘了给太爷旁边的老
何爷爷、韩东爷爷烧些纸钱！”孙家墓地怎么
会出现两个外姓人？我有些不解。

太爷当年是一位闻名乡里、德高望重的
仁者，在当时的兴平北城门里无人不知。因
为待人真诚，深得乡民敬重。在街头做餐饮
时，遇到了逃难来兴平的何姓老者，每天在
街头乞讨糊口，遭人白眼。太爷看在眼里，
心生怜悯，就把老者叫到跟前说：“见你有上
顿没下顿，不如你给我帮工，能干多少干多
少，从今以后你就是我家的人，吃穿我全管，
养老送终。”老者闻言，满口答应，连忙作揖
致谢。从此，孙家多了一个老何爷爷。

韩东爷爷是兴平本地人，家庭贫寒又遭
不幸，一生未娶，无亲无故，靠打零工混日
月。同样，太爷可怜他，和老何爷爷一样住
进了我们家。

太爷好心肠，把无私的爱奉献给邻里群
众。巷子的孤寡老人五保户，缺吃少穿时找
来了，都设法给他们解决；谁家婆媳吵架了，
也要请太爷“断案”。暴雨来了，谁家是危
房，太爷都惦记着，总是叫时任生产大队的
大队长、自己的长子去看看，如遇危险，就叫
来自己家凑合凑合。

兴平花王村的骨伤大夫王先生和兴平
北安谷村卖膏药的老大夫，每次到兴平街
头行医摆摊，为避免跑回家一趟来回五六
十里路程，太爷就让他们晚上和自己睡一
个土炕上。

在那段岁月，我们家也和所有人一样，
在生产队集体下地干活，凭劳动工分分粮分
菜吃饭。一年下来，全家 6 个人因口粮不
足，经常是勉强度日。

太爷从不搞特殊，讲究家庭人人平等。
每顿饭不论吃好吃差，都要求全家男女老幼
围坐饭桌上，哪怕只有一个饼，也要人人掰
一块吃。家人如果因某件事处理不妥，言语
不顺，或者在外生气归来，脸色难看了，不论
问题大小，太爷都要把全家人召集在一起，
开家庭民主会，先检讨自己，后人人发言，再
分析思想根源，直至问题得到解决。

1968年 5月，太爷因病去世。乡里前来
吊唁的人络绎不绝，巷子两旁摆满花圈，乡
亲自发轮番守护花圈，怕失火也怕突发夜
雨。出殡当天，本街道群众抬着棺罩刚出
城，就被城外群众抬扛上肩向坡上走去。大
家说：“我们早就等在这里了，就是想再送一
程我们尊敬的老主任！”

听到这里，我不禁红了眼眶。
太爷在世时，要求家人听党话、跟党走，

不要亏国家，不做亏心事；要待人以诚，吃亏
是福；要勤俭持家，节俭处事，少花钱多办
事，不铺张浪费，不图虚名。这些家规，这些
教诲已经深深根植在我和家人脑海中。这
些年因为工作，我们家人都分居在祖国不同
地方，但老一辈留给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却
永远激励鞭策着我们。

（单位：陕西省大数据集团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