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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国画） 吴其树 作

秋
日
记
忆

□ 常玉国

回到故乡，正是金色的秋天。乡
情还是那么厚重，乡音还是那么亲
切，我快乐的像个孩子。

天高云淡，天空像一块覆盖大地
的蓝宝石，洁净美丽。金风送爽，送
来惬意舒畅。出门去，几个年长的老
人在村口的石头上坐着吃早饭：“闺
女，回来了？”“回来了。”“这次住几
天？”“多住些日子。”

没成想，一些老人还记得我，他
们饱经风霜的脸上镌刻着岁月的痕
迹，那布满笑容的神情却还是记忆中
的模样，显得非常慈爱。

行走中我发现，村里的马路比以
前更宽敞了，环境更优美了。村头正
在修停车场，挖掘机开足马力挖土
方、清除杂物，进行土地平整，现场一
派热火朝天的景象。

村里的人家还是那些人家，村头
不知谁家的羊群“咩咩”地叫着，拉起
了长长的队伍，悠闲地往山坡上走
去。我追着去看，它们由大的一团变
成小的一团，再变得星星点点，转到
山后面去了。

这时，外面的人们也多了起来，
菜地、果园、山腰，那灵动的人影像是
从风景画里走出来，铺展在广阔的田
野上，诗意瞬间从心底流淌。再看近
处，硕大的枣红了一树，在微风的吹
拂下，闪着红色的光，再配上篱笆旁
的绿植，花朵繁盛，在墙院角落就那
么茂盛地开着，红墙绿瓦，花红果香，

别有一番情致。
于 是 ，我 放 慢 了 脚 步 ，看 着 ，赏

着，感受着山乡的新奇。身旁，几户
人家的房门映入眼帘，房子还是旧的
院落，不一样的是在原来的地基上盖
起了二层小楼，房门上贴着牌匾“紫
气东来”。

这一户是儿时玩伴的家，如今听
说他已漂洋过海，在大洋彼岸安家落
户。他家院墙上的彩绘美轮美奂，既
美观，又浸润着文化气息，处处透着
和谐与美好。还有的人家房门开着，
院落堆放着耙子、镢头、铁镐等工具，
房屋下悬挂着红红的辣椒，农人正忙
着干活……

农家人还是那么朴实无华，小心
珍藏着他们的农具，过着踏实的农家
生活。看着这些农具，仿佛还能看到
他们在田间地头劳作的场景，浓郁的
乡土气息霎时扑面而来。

从小道转入大道，眼前是村里新
修的村委会大院。旁边是遗存的明清
土楼群落，土楼虽然有些许破败，但仍
然保留着原貌。高大的土楼用椽和檩
支撑着，木制的雕花方形格子窗还是
那么古朴典雅，门楼前由青石板铺就
而成，古香古色，忽然有一种恍若隔世
的感觉。

古楼经过岁月的洗礼，表面已经
变得十分斑驳，却依然映照出历史的
光辉。这个地方之前办过“书坊院”，
那个时候读书声在这里久久回荡过。

再 往 前 走 ，是 村 里 的“ 电 商 人
家”兼村里小卖部，琳琅满目的商品

在货架上整齐地摆放着，有的是自家
的土特产往外邮寄，有的是供售卖的
日用品。

随着取件、邮件的汇聚分散，渐
渐地，这里也成为村里的信息集散
地，大家茶余饭后都喜欢来这里坐
坐，拉拉家常，一天的疲倦也就烟消
云散了。

走出大道，踏上下坡的小道，脚
下就是玉米抽穗、大豆饱满的田野
了。风从山中来，玉米秸秆摩擦发出

“沙沙”的响声，地垄旁，河岸边，不知
道是什么鸟儿，你一阵，我一阵，叫得
正欢，和着秋风，嘶鸣着，好像在传递
着丰收的喜讯。

走下大堤，有一汪绿油油的水，
远远望去，像一条玉带环绕在村外，
山树浓荫，脚下清溪流绕，山川草木，

“丰”景在目，勾勒出一幅天然的田园
诗意画卷。

前方，还有舒朗的梯田、苍茫的
原野，让我回想起那些年少的时光，
那些山中疯跑的日子，那些在地里
农忙的日子，还有在山间悠闲生活
的日子。

一帧帧，一卷卷，浓得化不开的
故乡情再一次涌上心头。还有，那些
可爱的乡亲们，那些承载着他们欢乐
的脸庞。

这些年，故乡快速发展起来。有
人承包大面积土地机械化作业、有人
在网上做电商、有人种艾草……新时
代，乡亲们都过上了好生活，日子越
来越红火，故乡的秋也更加难忘。

行走在故乡的秋风里
□ 魏慧梅

心灵 吟唱

金秋时节，门前菜园子里绿皮的萝卜、
金黄色的南瓜、裹着紫红色外衣的红薯，
静悄悄地从泥土里探出头来，细长的豆
角、嫩绿的黄瓜、鲜红的番茄悬挂于藤蔓，
尤其是那火红的辣椒挂满枝头，如同燃烧
的火焰，为家中的小院增添了一抹浓烈的
色彩。

我喜欢秋天用蔬菜所做的美食，更喜
欢在秋天的傍晚喝上一碗热腾腾、香喷喷
的调和饭。

调和饭又叫和子饭，早早就根植于我
幼小的心灵。我愿意吃也愿意做，这缘于
母亲的影响。

先取一小碗米、抓一把黄豆放入锅中，
水烧开后把锅盖留出一条缝隙，将火苗调
小，再慢慢用文火细熬。半小时后把洗净
切好的豆角、南瓜、土豆倒进锅中，加少许
盐，此刻，米、豆、瓜等在锅里上下翻滚。
接着，挽起袖子取出面粉放入盆里开始和
面。在物资匮乏的年代，一般人家是舍不得
全用白面的，通常是加点豆面，添些小粉混

合而成的“三合面”。
面和好后再放置一会儿就可以擀面了，

家里案板的中央、擀面杖的表面被岁月打磨
得光滑发亮。

记得小时候母亲擀的面薄而不破，放学
后我时常边写作业边看着母亲手握擀面杖
一起一落、来回摆动。

面擀好后，用刀沿着擀面杖从左到右横
向划开，然后将面皮上下对折，再从右到左
手起刀落切成宽度一致、长短相等的面条，
紧接着往上撒些面粉，用手拦腰一抓、一抖
放入面盆。

此时，锅里热气腾腾，拿起锅盖把面条
缓缓撒入，将火苗调大，面条与锅中的米、
瓜、菜等融为一体并来回翻涌，再用筷子
搅动几下，稍等片刻就可以把锅从炉灶上
端下。

还得把最后一道工序完成，那就是炝
锅。炝锅是整个做饭过程的“点睛之笔”，
它关系到这道饭的色、香、味、美。用一把
盛饭的铁勺在火上加热、放油，搁几粒花

椒和切好的葱姜蒜，随着温度的升高，当
勺子里的葱蒜出现焦黄的颜色，一手立刻
将勺子插入锅底，一手快速把锅盖盖上，
只听“扑哧”一声，瞬间整个厨房散发出浓
郁的花椒、葱蒜的香气，这时的调和饭才
算彻底做完。

再掀起锅盖，金黄色的浓浓香味扑鼻
而来、直抵心肺，家里的妇女、孩子们快乐
地围坐在餐桌上，争先恐后地舀上一碗。
而我坐在门外的小凳子上，一会儿连喝三
碗，当热乎乎、稠融融的调和饭下肚，会感
到一股暖流在体内慢慢涌动，额头上也是
汗津津的。

调和饭秋天最好做，这时各种蔬菜供
应充足，可由着自己的性子、口味随意组
合喜欢的食材。除必用的小米外，黄豆、
南瓜、土豆、红薯、山药、豆角、玉米粒，花
样繁多，任意搭配。

调和饭还是一道养生饭，它润肠胃、沁
心脾，特别适合老人和孩子食用。当你身
体不适或顶着严寒踏进家门，趁热喝上一
碗刚出锅的滚烫调和饭，便会满脸通红、
全身冒汗，顿时感到浑身清爽、寒意渐消，
实在是满足极了。

调和饭朴实无华、沉厚醇香，是长治人
的最爱，是家和故乡的味道，是我一生永
远无法割舍的味道。

散文 天地

时维九月，序属仲秋。漫步翟店古道乡间，微风拂面，送
来阵阵秋香。走进千年古堡寨上，田舍与窑洞，错落有致。
远处山峦起伏，与披金的田野相映成趣。

寨上村位于百谷山之北、禹王山之下，是潞城平原乡最
南端的窑洞古村。这里人杰地灵、民风淳朴，古民谣“铜崇
道、铁贾村，珍珠玛瑙翟店村，糠打一座城五里厚”，描绘的
就是这一带物阜粮丰的景象。“糠”打的这座城，城外就是

“羌城寨”，即中国传统古村落——寨上。
时光流逝，古堡羌城寨人在岁月的长河中，依崖筑洞，沿

沟修窑，繁衍生息。如今，遗存的清代刘家大院，高大厚重，
宅阔院深，富有一种粗犷大气之美，于古朴中透露着丰盈之
风华。

近年来，随着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寨上村大力拓展乡村
旅游业，挖掘古村文化资源，传承当地民俗文化，文化搭台
唱响乡村经济大戏。

人说潞城好地方，地肥水美寨上美，的确是这样！
金秋时节，羌韵初绽。寨上古村迎来文化大丰收，处处

硕果累累，处处香气四溢。羌源汉脉文化墙、古村景观文化
墙、民俗文化体验园、醋留香文化博览园、圆羊盛宴村景观、
翟店文化记忆馆等，丰收的喜悦沉浸于古村。

田畴溢彩，赋美古寨。秋染的美丽寨上，田园丰收的喜
悦弥漫在古村每一个角落，感染着古寨每一位百姓。在这
幅绚丽多彩的秋色画卷里，景美、人勤、物丰，处处洋溢着寨
上人的幸福与希望。

沿着古堡遗址山道登上禹王山大禹垴，放眼四望，潞邑
大地，尽收眼底：满眼是秋光铺金，一簇簇丰收景象，如诗如
画，为远方宁静的乡村增添了一份份温馨。人间胜景，更加
令人心驰神往。

岁物丰成，稼穑丰饶。秋游寨上古村，在这个宜农、宜
商、宜业、宜居的美丽乡村，没有城市的喧嚣和繁华，却有
着最纯粹的乡村之美和最丰盛的文化温情，有着别样的文
化丰收景象与田园丰收喜悦。这里秀美的自然风光、厚重
的历史文化、淳朴的乡情民风、丰富的地方名吃，这些古村
丰收的文化大餐，吸引着旅游休闲人士来此观光度假、打
卡拍照。

盛秋袅袅，韵满田园。在这里，在这个丰收的时节，寨上古
村一定会张开怀抱，带给你实实在在的游、购、娱体验和轻松愉
悦的氛围。

云皴霞染，川川叠翠如画卷。物阜民康，村村景美似仙
居。在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上，让我们放歌潞邑文化丰收、
田园丰收的寨上古村；让我们感恩伟大的祖国，歌唱潞邑大
地丰收的喜悦；让我们歌颂伟大的时代，凝聚推进乡村振兴
的磅礴力量。

千年古寨丰收歌
□ 郭存亭

风起，吹瘦梧桐

阳光轻吻枝头

让一枚枚红叶有了温度

把静美归还给黄土

迁徙的旅途上

每一只大雁都是高傲的

跋涉，研磨出生活的琐碎

习惯于将高亢的咏调

向南延伸成一个感叹号

几个贪吃的逃兵

在田埂上轻快跳跃着

啄食遗落的谷粒

收割后的田野

像被岁月掏空身体的母亲

苍老而弥坚

大自然的突然转身

两种底色轮换猝不及防

撞了季节一下腰

高高隆起的秸秆

眺望着打谷场上的笑声

秋虫，把萧瑟唱成

一个隐喻晶莹的白露

借着下弦月的冷光

悄悄爬上窗棂

潜入那个金黄色的梦

平分秋色

□
钱
国
宏

题
字

陈
永
田

美食 风物

秋天里的一碗调和饭

秋，自古以来便是文人墨客笔下多情
的季节，它以丰富的色彩、深邃的意境，勾
勒出一幅幅令人心醉难忘的画卷。

秋分，承载了人们对这个季节无尽的
遐想与感慨。“燕将明日去，秋向此时分”，
秋分，不仅是一个节气的转换，更是自然
界与人心情感的一次微妙交融。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记载：“秋分，
八月中。解见春分。”“分”为昼夜平分之
意，同春分一样，此日阳光直射地球赤道，
昼夜相等。与春分相反，此后白天渐短，
夜晚渐长。

“秋分白云多，处处好田禾。”此时，当
你走在乡间的小道上，稻田已是一片金

黄，沉甸甸的稻穗低垂着头。农人们脸上
洋溢着收获的喜悦，那是一种对自然馈赠
的感激，也是对一年辛勤劳作最好的回
报。“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这不仅是
对农业生产的描述，更是对生命循环不息
的深刻哲理的体现。

山林间，枫叶渐红，与翠绿的松柏、金
黄的银杏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绚丽多
彩的秋日图景。“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
红于二月花。”唐代诗人杜牧的诗，不仅
是对枫叶的赞美，更是对秋天独特韵味的
深刻领悟。

秋风起，落叶飞。这是一场关于离别
的序曲，却也蕴含着新生的希望。落叶归
根，化为泥土，滋养着来年的生机。“落叶
西风时候，人共青山都瘦。”秋风，虽带有
一丝凉意，却也吹散了夏日的烦躁，让人
心境变得宁静而深远。

此时的夜晚，月光格外皎洁，银河横
跨天际，星星点点，仿佛是古人诗中所描

绘的“星汉灿烂，若出其里”。人们仰望星
空，不禁会想起那些关于月亮与星辰的美
丽传说与诗句，感受到宇宙之浩瀚、人生
之渺小。

秋分时节，还是品尝秋味的好时候。
柿子挂满枝头，红彤彤的，甜而不腻。螃
蟹 肥 美 ，黄 满 膏 丰 ，是 餐 桌 上 的 一 道 佳
肴。“西风响，蟹脚痒”，这句话不仅包含着
对美食的向往，也是对生活情趣的追求。

“ 秋 气 堪 悲 未 必 然 ，轻 寒 正 是 可 人
天。”秋分是一年中最明朗、最惬意、最寥
廓、最通畅的时节，此时，我们不妨放慢
脚步，走进自然，去感受那份大自然的宁
静与美好。

无论是登高望远，还是漫步林间，都
能让心灵得到一次洗礼，收获一份淡然与
从容。秋分，不仅是一个节气的标志，更
是一种生活的态度，它教会我们在繁忙与
喧嚣中寻找内心的平衡，享受生活的每一
个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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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
子

从
春
分
跳
到
中
秋

撒
下
金
黄

交
给
秋
风
阅
读

，饱
满
的
歌
声

从
粮
食
的
内
部
出
发

迎
合
着
镰
刀
的
口
令

九
月

，在
院
里
列
队

精
神
抖
擞

，气
宇
轩
昂

风
擦
亮
了
云
朵
，高
远
的
天
空
下

五
谷
像
调
皮
的
孩
子

雀
跃
着
挤
进
粮
仓

沉
淀
成
一
则
丰
腴
的
故
事

秋
天
的
农
具

田
野
涂
金
的
季
节
到
了

农
具
们
以
刈
镰
为
排
头

站
成
强
势
阵
容

，姿
势
锋
利

等
待
农
作
物
们
的
检
阅

这
一
刻
他
们
准
备
许
久
了

赋
闲

是
种
无
法
言
说
的
痛
苦

西
风
梳
红
高
粱
穗
子
的
时
刻

农
具
们
遽
然
从
节
气
中
醒
来

摩
拳
擦
掌
，准
备
出
击

有
股
豪
气
，从
乡
土
中
喷
射
而
出

我
的
农
民
老
父
亲

就
是
一
件
标
准
的
农
具

驼
背
的
他
在
秋
空
下

站
成
了
锄
把
一
样
的
感
叹
号

植
在
垄
间

，宁
折
不
弯

顶
天
立
地

秋向此时分
□ 徐晟

是谁悄悄地均分了时光

让昼与夜，等长

天空渐次变得清凉

蓝得深邃，白得悠扬

落叶，轻轻起舞

似时间的碎片

飘洒间，将大地染成金黄

一壶茶，温热

袅袅升起雾香

与秋色共长

叶落杯中

是岁月的低唱

风，轻轻拂过

带着远方的消息，和稻穗的香

在耳边，轻轻回响

此刻，心静如水

与秋对坐，不言沧桑

只品这茶中的淡淡时光

秋分，是收获也是沉淀

如这茶，越品越觉其味悠长

就让这茶语

伴着秋风，飘向远方

告诉世界，关于时光最温柔的模样

秋分，宛如奇幻的时光天平

白昼与黑夜，神奇地等分

阳光，似轻柔的精灵飘洒

温暖中携着缕缕清冷

清晨，第一缕光唤醒沉睡大地

露珠闪烁，恰似梦幻的璀璨宝石

田野里的稻谷，笑弯了腰

丰收的喜悦，如小精灵在跳跃

白昼，天空湛蓝仿若巨大的蓝宝石

云朵悠然自在，如同棉絮般轻盈曼舞

人们走出家门，投入秋意怀抱

宁静的生活，如诗如画般温婉温馨

傍晚，夕阳放肆地染红天际

余晖中，万物披上绚丽金衣

夜晚悄然降临

平分的时光，这般安宁静谧

秋虫低鸣，奏响夜的灵动旋律

月光如水，洒下银白的诗意涟漪

人们围坐，分享生活的点滴趣事

秋分的夜，安宁又充满魅力

秋分，在一日之中

巧妙平衡着时光，深深影响着生命

让我们珍惜这美好的瞬间

感受大自然的馈赠与款款深情

最美时光
□ 葛鑫

秋
色

□
杨
彩
霞

□ 张俊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