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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越来越深了。一阵风过，白杨
树上的枯叶纷纷坠落。那些叶子落到
地上，又被一阵风吹得卷起，四散飘
零。落叶在风中飘摇，宣告着一个季
节即将落幕。

秋意阑珊，季节将尽。
不过，当你转身的时候，会发现

秋光尽处风景依旧美丽。季节仿佛不
甘心就此退场，在拼尽全力展现最后
的诗意缤纷和绚丽多彩。就像一个不
甘心老去的人，使出浑身解数想要留
住一抹芳华。

天空依旧高远湛蓝，几朵云在空
中缱绻缠绵。云朵慵懒自由的样子，
让人觉得天空一定是个安宁静美的城
堡 ， 可 以 收 留 任 何 一 颗 自 在 闲 适 的

心。天上人间隔着遥远的距离，人间
即将季节转换，天上却依旧停留在秋
天的浪漫飘逸中。那些云朵，是世外
仙人吧？不问世间繁华，不管人世沧
桑，就那么悠然游走着，无牵无挂，
随性洒脱。

秋光尽处，风景无限。仅仅是这
美丽的天空，就值得人放慢脚步，缓
缓归。陌上花开的春季，缓缓归是为
了饱览春光，尽享盛景。如今秋光尽
处缓缓归，是为了挽留时光，留住记
忆。就像在年终岁尾的回眸一样，我
们盘点得失、翻检岁月，为的是让过
去留下美好的踪迹，让未来有温暖的
期许。秋光尽处缓缓归，挽留最后一
缕秋风，挽留最后一朵秋云，挽留最

后一抹秋色。给秋天做一个完美的收
官，为的是给季节留下最美的容颜，
以便开启下一程的美好。

抬头看云，低头赏花。怀有一颗
诗心，你会发现任何时候都不乏美丽
的风景。这个时候，大自然是不缺乏
色彩的。深秋如诗，层林尽染，赤橙
黄 绿 更 加 鲜 明 。 大 自 然 用 最 后 的 水
彩，为秋天留下一幅可以珍藏在时光
长廊的画卷。缤纷的色彩，在山间，
在 田 野 。 当 你 缓 缓 走 在 小 路 上 的 时
候，一样可以邂逅陌上花开。一般是
那种迎风绽放的野菊花，明黄色的，
散 落 在 即 将 枯 萎 的 草 地 上 ， 鲜 明 亮
眼。秋霜遍地的田野，它们禁得住寒
冷的考验，开在季节的深处，是秋意

阑珊处那位千寻万觅的伊人，冲你回
眸一笑，灿烂生辉。它们把季节最后
的容颜留在时光深处，永远是巧笑倩
兮、美目盼兮的模样。

秋天的路即将走到尽头，但你一
样可以随时捡拾美丽的风景。满树金
黄的银杏叶，飘落的时候舞出了绝美
的风姿；一枚火红的枫叶，红得仿佛
要燃烧起来；一棵落光叶子的树，挺
拔的样子显出不屈的傲骨；一条水位
下降的小河，干净清澈得仿佛单纯透
明的心；一座呈现枯黄底色的小山，
虽然依稀有斑斓之色，但看得出来山
瘦了许多……冬日的气息已经影影绰
绰地来了，秋天的画册即将合上。秋
天的尽头，草木低调，万物收敛，一
切都是往回收的模样，好像一位突然
彻 悟 人 生 的 中 年 人 ， 学 会 了 沉 默 内
敛。这样的时候，大自然在教给我们
生活的智慧。

秋光深处缓缓归，脚步走出婉转
的慢板。就这样走到季节的尽头，走
向下一站的幸福……

秋光尽处
王国梁

经霜之甜
米丽宏

与张格兄相处日久了。初识张格
兄那还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吧，想来，
我们已有近四十年的交谊了。

人和人的缘分真的不可思议。有
的人甫一见面，就顿觉反感，十分的
不待见。而有的人，一见之下，却相
见恨晚，倾心相惜。那么，我与张格
兄是怎样的缘分呢？

我们同在一个县城工作。我认识
他时，他在县供销社下属的生产资料
公司当经理，而我在县广播电台。和
他的相识，是先认识了他的名字，后
见识其人。我当编辑，他是通讯员，
他的稿件写得文通字顺，编辑起来十
分顺畅。特别是他的字，龙飞凤舞又
不 失 规 矩 ， 精 劲 有 力 ， 让 我 特 别 欣
赏 。 我 们 都 写 新 闻 ， 给 新 闻 媒 体 投
稿。我们的稿件有时被当时的 《雁北
日报》 登出来，都暗自地钦佩对方。
后来，县里召开模范通讯员表彰会，
我们都登上了领奖台，算是初识了。
再后来，我专门去拜访了他，我们一
见如故，就更加熟识了。

张格兄是一个热情助人的人，至少
对我是这样，可以说有求必应，没少帮
我的忙。后来，他调到了县政府办公室
写材料，再后来他出任了县房地产有限

公司经理，公司是在市里办公，我是个
不善交际的人，他后来也不写稿子了，
所以我平时也不去找他。可是那年，我
的孩子想考市里的学校，他的单位正好
就在那所学校附近。其实我也没去找
他，怕给他添麻烦，可正好去考的时候
就碰上了。这一次他却责备了我，说到
了大同为啥不找他？于是他就安排我
和孩子住到了他的办公室，吃住了三
天，让我好不感动。

他 总 是 对 我 好 ， 但 我 无 以 为 报 ，
所以更不好意思给他添麻烦。他一见
我，就要招呼请我吃饭，热情得让我
无法拒绝。张格兄是一个爱吃爱喝的
人，特别是喜欢喝酒，但我从来没见
他醉过。我原来是滴酒不沾的，后来
却被他教会了喝酒。有一个阶段，我
们 没 事 的 时 候 ， 他 就 邀 我 去 大 同 喝
酒。那时四牌楼附近街面上新开了一
家做生啤酒的饭店，我们就在那里要
上两个菜，喝上一回。开始我不胜酒
力，慢慢地便也能喝三四扎。我跟他
学会了喝酒，可各自工作忙，也不经
常地相聚。人和人的情谊有时候是说
不清道不明的，我不知道张格兄为啥
就对我这么好。我问他，他说，你这
人是个正气人，人品好，有才华，你

看你的文章写得多好，我佩服你，想
和你这样的人交往。我惭愧极了。我
哪有什么才华，本分做人，与人为善
罢了。或许是物以类聚，人以缘惜，
他的真诚正直正是我们的共同之处。

时光悠走，转眼我们都进入了不惑
之年。突然有一天，他给我打电话，让
我去他在西坪的住房。房是三上三下
的一套院子，三间正房除了间隔出一间
厨房，其余两间掏空为一间大房，还有
两个半间的小屋。屋里整齐地做了玻
璃的柜台、展台、搁板，摆的都是他收藏
的古董。有名人字画、各类钱币、石碑
石刻、木雕木刻、民俗古器、红色藏品等
等，琳琅满目，让人目不暇接。他说，这
是他近年来的一些收藏，想建一个昊天
阁收藏馆，让我给写一个馆志。这些收
藏着实让我吃了一惊。真的想不到张
格兄默默地竟有如此雅好，而且，已经
有如此规模，不能不让我对他进行重新

认识。
张格兄中等个子，是十分精干的

那种样子，做人做事很是利落。平时
我们各忙各的，并不常聚，即使聚在
一起的时候，我们也并不家长里短，
或者议论他人，也很少过问各自的工
作。除了他请我吃饭，其实我们很少
联 络 。 所 以 对 于 他 的 收 藏 我 一 无 所
知。现在看到他如此丰富的收藏，我
禁不住好奇。他简略地向我介绍了这
其中的缘由。他说，前些年在市里工
作 和 居 住 ， 结 识 了 一 些 书 画 界 的 朋
友，他们多有馈赠，藏品逐渐增多。
后来受这些朋友影响，常去古玩场所
观 赏 ， 一 来 二 去 ， 竟 然 就 爱 上 了 收
藏。爱上了，只要能力许可，就无所
不收。当然也没什么目的和目标，只
是收藏一些旧物，越旧越好。他在收
藏 过 去 的 记 忆 ， 以 此 让 人 们 回 顾 历
史。其时，他已回县旅游局出任了局

长。也是从那时起，我便常常地流连
于他的收藏。也是机缘所至吧，他在
旅游局的任上，县里的文化旅游事业
风生水起，2018 年，在县委县政府的
主导和支持下，他在火山脚下的阁老
山村创建了一座“云州区民俗文化博
物馆”。他的收藏悉数搬迁至此，成了
火山游客必去的游览参观之地。我激
动于他所创建的民俗博物馆，便写了
一篇文章，题目叫 《火山群有家民俗
馆》，刊发在了 《山西日报》 和 《大同
日报》。说得“高大上”一点，他创建
的民俗文化博物馆为全县的旅游事业
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张格兄的收藏现在可谓了得。民
俗 文 化 博 物 馆 建 筑 面 积 1000 多 平 方
米，一间 200 平方米的大展厅、十余间
小屋和院子里摆放得满满当当，民俗
旧物，古今字画，各个朝代的民间石
刻木刻，新新旧旧的文化珍品……说
不胜说，数不胜数。他最为得意的是
关于李殿林的收藏。李殿林是我们县
的历史名人，曾经是清宣统皇帝的老
师，官至协办大学士、邮传部和吏部
尚书，是我们这方水土所值得骄傲的
历史人物。张格兄收集了目前能够收
集到的李殿林的许多遗物，最珍贵的

有李殿林乡试的卷子。他专门为李殿
林设立了个人纪念馆，展出李殿林的
生平事迹。我真的对他出乎意料的收
藏大为感叹，可他却轻描淡写，只是
说，情缘如此，爱好而已。他已经退
休好几年了，算起来搞收藏也有三十
几年的历史了。我突然感觉到张格兄
是一个有情怀的人。情怀是什么？是
一种做人做事执着追求的激情，是默
默专注一如既往的倾心。他是个不好
张扬的人，如此收藏，不仅我惊叹不
已，凡是熟识他的人都无不刮目。这
是一个与许多人不一样的张格。

我是非常敬佩他的，不单是因为我
们相处得好。他这人有正气，不闲言碎
语，大度豁达，从不与人计计较较。他
是静观世事，只做他自己。他的朋友圈
里，所见多是一些文人墨客，他对有职
有权的人从不攀附，敬而远之，对朋友
却时时事事记挂关照。他常常给我引
见一些书画界的朋友，他谓之曰：做文
化之事，交文化之友，不亦乐乎！

人生的路上任谁都不是孤独前行，
生命中总有许多相遇，或擦肩而过，交
目相忘；或流连一生，一世深交。我庆
幸在人生中结交了他这样一个有情怀
的人，让人钦敬，让人感怀。

情怀
——张格兄小记

刘富宏

“满载一船秋色，平铺十里湖光”，
秋光无限，诗人张孝祥把秋色留在了眼
底、心底；而诗人食指对秋心怀热爱，展
开丰沛的想象来留住秋光：“我曾经有
一个美好的愿望，把秋天的原野裁成纸
张，用红的高粱，黄的稻谷，写下五彩斑
斓的诗章。”深秋，色彩斑斓，令人陶醉，
只要用心去体悟，动手去编织，就能把
秋的璀璨留在心中。

我和女儿在街道旁、在公园里，所
到之处，目光所及，绚丽多彩的树叶似
彩蝶炫舞。一片，两片……我们贪婪地
想把这秋的精灵尽数捡拾回家。为了
留住这份美好，小时候，母亲帮我揭起
写字台上的玻璃，我把树叶摆成一个个
心爱的形状，母亲轻轻放下玻璃，玻璃
下的树叶便成了一季最美好的见证。
后来，我用树叶做书签，挑几片独特的

树叶，让它们和书香作伴，任秋的韵味
在书香里化开。

如今，我陪女儿用棒棒胶把各式各
样的树叶轻轻地粘贴在纸上，或拼成一
只鸟，或拼成一座房……一片片树叶组
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秋景图。红色的枫
叶炫出秋天的浪漫，黄色的银杏叶勾勒
出秋天的华丽，黄绿色的柳叶描摹出秋
天的宁静。树叶是秋天的礼物，而我们
是最幸运的收藏者。

母 亲 曾 经 用 针 线 绣 出 秋 天 的 景
色。在那个年代，一幅美丽的秋景绣，
需要花母亲大把的时间和精力。穿针

引线，轻挑慢捻，将各种颜色的丝线交
织在一起，一针一线勾勒出树木的轮廓
树叶的纹理。金黄的菊，耀眼夺目；红
的叶，绚烂如火把。母亲的手指灵巧地
穿梭着，将秋天的美丽定格在布上，把
她对秋天的热爱和珍视永久地留在一
景一物上。

如今，母亲已经不再用针线绣花，
而是贴钻石画。母亲埋头把小米粒般
大的钻石，小心翼翼地粘贴在画布上，
将画面点亮。一颗颗钻石熠熠生辉，闪
耀在布上，仿佛溅满碎了的阳光。钻石
画光泽独特，质感华贵，秋天的瑰丽和

辉煌闪烁在钻石的晶亮中。
留秋，哪能少了母亲的腌蒜和泡菜

呢！母亲将新鲜的大蒜剥开，露出洁白
饱满的蒜瓣。母亲把它们放入一个玻
璃 罐 中 ，轻 轻 撒 上 盐 糖 ，浇 上 醋 和 生
抽。待蒜瓣吸收了调料的味道，它们褪
了辛辣，多了香脆，成为家人餐桌上的

“黄金搭档”。胡萝卜、娃娃菜、西芹泡
菜的制作需要耐心等待和细心呵护，就
像秋天的果实需要经过时间的洗礼才
能成熟一样。

林语堂说，“人生世上如岁月之有
四时，必须要经过这纯熟时期……须知
秋天的景色，更华丽，更恢宏，而秋天的
快乐有万倍的雄壮、惊奇、艳丽。”秋如
此斑斓绚烂，美轮美奂，让我们一起留
住秋天的美好，感受生活的温暖和丰
盈。

我曾到过霜降后的果园，树叶尽
落，果实凸显出来，在枝上悬着、缀着，
飘着甜美的香味。

果农说，果子下树前，经两场霜，
是最好的，能增添一种霜甜，口感会更
好。

下霜的日子，干冷，却一定晴朗。
太阳未出，村庄的地面、屋顶、树

叶、一根根谷草上，都覆着一层寒冷的
霜意。有的是长出点白毛毛，有的是
镶上了蕾丝花边。那些平日并不怎么
美的枯黑树枝，霜白中露出细细的湮
黑线痕。霜，让它们重新学会表达自
己，清爽、简约而有韵致。

是呀，总有些事物，在霜意里凸显
风姿。

松柏之质，经霜弥茂，这是骨气；
枫叶之色，经霜愈红，这是历练；法桐，
扑簌下落，半是浅青，半是赭黄，叫人
生几分轻愁；墙上爬山虎，老红叶子掩
不住一身虎骨，红艳艳叶下的烟火日
子，经霜后更红火。

白居易写白菜经霜：浓霜打白菜，
霜威空自严。不见菜心死，翻教菜心
甜 。 霜 前 的 白 菜 ，菜 帮 生 硬 ，味 道 青
涩，吃起来口感呆板；一场霜，杀去青
涩、愣怔之气，味道便醇厚、丰满起来，
入口脆灵灵的。萝卜、菠菜之类也是
如此，霜打后口味更佳。还有柿子，经
霜后，皮变薄、肉更甜。经历一场霜，
能让果蔬具备更好的品质。

自然界的风霜，是一种物候现象；

人生中的风霜，则意味着逆境、危机、
艰 难 险 阻 ，乃 至 无 奈 、低 落 ，悲 哀 、痛
苦。然而，面对风霜，去直面它，会懂
得 坚 强 ；熬 过 风 霜 ，便 迎 来 生 命 的 升
华。

霜，很细心，有着世间最敏锐的触
须，对纳入它怀中的任何事物：脚印、
童 心 、坚 持 、拼 搏 …… 它 都 会 好 好 保
存，并且缓慢地去其浮躁，增其甜润和
宁静。它不是强制的力量，而是凛冽
的提醒、无声的研磨。

因此，霜，是一种环境、一种历练，
亦是一种条件、一种要素。经风历霜，
去品味、去感悟、去坚持；挺过去，最终
会迎来更豁达绚烂的风景和更美好的
人格心性。

霜叶胜花处，回首来路，再怎么严
酷和艰难的打拼与煎熬，都会泛着一
丝丝霜甜。

北宋大学士苏轼，因政治原因屡
屡遭贬。困境中，朋友马梦得帮他申
请了一块荒芜的旧营地耕种，艰难躬
耕，供给衣食。严酷的境遇里，他恍然
开悟，开始欣赏接纳不同的东西，更加
乐观豁达。那个阶段，他写出了一生
中最好的诗。他的诗歌连带他的生命
都有了一种力量、一种包容。

经 霜 ， 不 是 摧 残 你 ， 而 是 成 就
你。经霜之后，你会品到生命中最深
的味道——霜甜。那种甜味，跟生命
的品质、风骨、节操，都紧紧连在一
起。

秋风叩万木，陨叶落纷纷。
金黄氍毹毯，斑斓绒垫茵。

眷顾艳阳秀，留恋夏暑荫。
时令不待我，来年又争春。

群居湖畔，与水为邻
野鸭钻进钻出。芦苇柔而不软
苇穗开花，像奶茶色云团
明亮的阳光穿过
浑身发光
苇秆有了仙气
摇曳生姿
没有开花，穗子垂着
像身披紫色道袍的思想者
随时闪出智慧火花

靠近芦苇，侧身与之为伍
好像自己是芦花，朴素轻盈
和它们一起沐浴暖阳
心无旁骛，头顶的蓝再次俘获眼眸
和它们相伴
不啸，不酌
清风吹来
任它们趁势而飞
我蘸着粼粼碧水
书写文瀛湖醉人的秋色

母亲昨夜来我家了
这次换了装扮
是她年轻时的模样
她说天冷了
找几件衣服穿
我笑话她
您不是一直不怕冷
总是把最厚的衣服留给我
她笑了笑
没说话

是去年
没给她寄棉服
还是
她找借口来看我
路边飞舞的落叶
仿佛是那年那夜的故事

秋夜的风

又有了声响
今天一早起来
就打开衣柜
翻啊翻
再没有母亲的衣服
翻出一沓崭新的鞋垫儿

一双双单摆开
喜鹊，梅花
小鱼儿，大熊猫
万字纹
老式的图案
细密的针脚
顷刻
汩汩的咸水
漫溢到嘴里

请您放心
我今年一定会寄

留住秋日美好
田雪梅

秋叶
郭继生

文瀛湖畔遇芦苇
李文芳

深秋
刘利清

漫山秋色 汤青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