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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野金风送爽

百卉枯黄

从砖缝和草坪间我轻读残夏的诗行

从心的杂乱无章中采撷一片绿意

似乎听到了生命延续的脉动

我曾经麻木的思绪

一下子抛在了情人那双秋波里

瞬间

地动山摇热血沸腾地上升了我多日封闭的爱恨

蓦然回首

伊人正在不远处品尝那碗辣味十足的河粉面

如果非要这样

我就拽着风的衣角随着你去株洲追寻往日的激情

哦

现实还是骨感

着实不能如愿

地的苍茫掩饰着隆起的乳房

你那两眼闪烁的期盼被这阵阵冷风拂伤

那洁白的稿笺上正跳动着诗的咏叹调

尽管诗行平仄不称

语句沉冗

节奏忧伤

那是我心底埋藏已久的天籁之音

恶极的黑

笼罩了我的心房

铺开稿纸就有了无穷力量

噙着泪花拼命地咬着那文字不放

一字一句

都在变得更加铿锵

终于从这霪雨里摆脱出来

天空的阳光瞬间光芒万丈

家家户户墙上地上早已镀上金装

万家人的心上正露出那一丝丝微笑

哦

我曾冻结的乡愁

又一次被你埋藏

尔后

又随着那袅袅炊烟升腾

倏忽

有个影子急转身向我走来

像一个热恋者把我抱得那样亲切自如

而且慢慢地相融

神农斟鉴，五谷为粮，先民培育，耘植厚壤，禾本

精华，百姓给养。

稻兴南国，水田汪汪，粳籼与糯，灿灿银光，糕蒸

水煮，五里闻香。杂交水稻，救世饥肠，袁公有梦，禾下

乘凉。黍者黄米，黏黏韧泥，药用酒醪，补中益气。稷者

小米，色泽金丽。俗称谷子，去壳为粟，熬制米粥，老少

甘怡，醇芳绵稠，滋养体虚。麦者有二，大小两属。大麦

薄面，颖果细长，多麸多维，堪为佳酿。小麦高产，称霸

北方，面食王者，白雪银霜，百类千品，高踞中央。菽者

大豆，油料泰斗，曾经主食，比邻菜蔬。

昊天苍苍，何为福祉？农人稼穑，方有衣食。锄芜

拓荒，广种域疆，尤为食疗，孟诜所创。得时之禾，大地

景祥，飨我中华，万代荣昌！

秋天的思绪
□鲍玉峰

多么幸福的时刻

云散雨停，太阳露出灿烂的笑容

向花园里走

桃花、杏花、玉兰……竞相开放

蝴蝶翩跹

起舞的心，难以抗拒

要挤出时间，不定时抽离烟火生活

要怀着一颗诗心，寻觅大自然的画意

我相信总有那么一缕春风

吹在我身上，和秋风一样

我相信总有那么一方水土

为我而存在

我相信总有一朵小花

会给我的世界增添芬芳

相 信
□史瑞霞

五谷赋
□龚延民

月 光 手 帕
□孙利芳

老 月 饼
□虢郭

前几天去朋友家玩，临走的时候，朋友

送给我一盒月饼，我欲推辞，朋友说：“这可

不是一般的月饼，是老家的月饼老作坊做的

传统五仁月饼，很好吃的，能吃出小时候的

味道。”

听了朋友的话，我心里动了一下，欣然

接受了。

月饼的外包装还是那种手提的纸盒，画

着嫦娥奔月的图案。回到家里，我打开月饼

的外包装，嗬，还真是老月饼，半斤重量的那

种。因为密封袋的作用，月饼摸上去酥酥软

软的，似乎还带着刚做出来的温度。掰开月

饼，那清晰可见的红丝绿丝、花生、芝麻、冰

糖，顿时散发出一种甜丝丝、香喷喷的味道，

瞬间就醉了我的心房。

儿时的记忆，忽然就涌满了心头。彼时，

一天天盼望着中秋节，中秋节晚上拿了月饼

舍不得吃，宝贝一样藏着，一两个月饼吃上

半月，直到月饼变得铁一般硬。原来这种感

觉一直潜藏在心底，在某种时刻忽然就被激

活了。

在二十世纪的七八十年代，月饼在中国

北方的农村还是奢侈品，尽管很多村庄都有

那种小作坊，中秋节前做月饼，春节前做糖

角果子。在临汝镇老家的风俗里，中秋节前

的一个月里，做父母的要去已婚的女儿家

“送八月十五”，标配的礼品就是一篮子苹果

和二斤老月饼。那时候的月饼根本没有现在

的花色品种，什么广式苏式，什么水果馅肉

馅，多得让人分不清；那时候的月饼就两种

馅，没有花生、芝麻、冰糖的一般月饼和加了

花生、芝麻、冰糖的五仁高档月饼。

在物资匮乏、没有经济收入的那个年

代，遇到春节、端午节、中秋节这些传统节

日，走亲戚的礼品常常是你趁我的我趁你的，

只有在最后趁的礼品不够送了，父亲才会跑

到村里的代销点买一些回来补充。所以在中秋

节这一天到来之前，小孩子们眼看着一个个亲

戚过来送月饼，只有眼福的份儿，没有口福的

份儿。父亲给我们这些小孩子最大的恩赐，就

是几个在篮子里挑过来挑过去品相不太好的

苹果，亲戚送过来的月饼常常被父亲藏起来，

等着送往我的姑姑家。我有三位舅舅、四位姑

姑，经常是“入不敷出”的光景，月饼被父亲看

得更严。

所以在童年的记忆里，我和两个妹妹一

直是盼望着中秋节那一天的到来的。晴天的

晚上，月亮透过院子里依旧茂盛的椿树、榆

树、桐树的枝叶，在地上洒出一片片黑白交

错的月亮地儿，现在想想其实是蛮有诗意

的，但那时候根本没有这种心情，只想着能

早一点吃到梦想的五仁老月饼。

父亲没有多少文化，可能是依着农村传

统的风俗吧，在院子里扫出一片干净的月亮

地儿，搬出一个小方桌，变戏法似的从堂屋

里拿出一个大袋子，倒出来的是七八个五仁

老月饼和鲜红的一堆苹果。原来父亲早就给

我们准备好了团圆的美味。

打开包在月饼外面被棉油浸得黑了一

片一片的黄草纸，我和妹妹们都惊喜起来，

这些月饼，不像是亲戚们送过来的，应该是

父亲重新买回来的。这月饼表面平平展展

的，没有一点粗糙的小疙瘩，上面的“五仁月

饼”一笔一画都写得极有乡土韵味，一笔一

画的轮廓细腻，没有一点拖泥带水，这诱人

的外观让我们似乎闻到了里面让人流口水

的香甜。

我和妹妹们早就等不及了，掰开柔软的

月饼，这些红丝绿丝、花生、芝麻、冰糖，仿佛

藏着无数勾魂的小手，挠得心里的小鹿疯了

一般乱跳。猛咬一口，那些红丝绿丝瞬间就

化成了甜汁一般，那些冰糖瞬间就被嚼碎

了，那些脆香的花生芝麻瞬间就变成了美妙

的音乐充满了心田。

当一块半斤的月饼不知不觉中入了肚，

原先还是一堆的月饼早就被你藏一个我占一

个，剩了一两个陪着未动一口的苹果。父亲这

时候总会笑着说，不要争不要抢，过了今晚上

月饼就该便宜了，不够吃的话，明天还可以去

村里的代销点买。父亲和母亲也会象征性地吃

上半个月饼。我们姊妹三个都会吃上至少一个

月饼，再吃两三个苹果，团圆夜就这样在撑得

肚子疼的时光中愉快地度过了。

自己藏起来的月饼，在每天放学后才会

偷偷吃一点，算作是对中秋节的后续回忆

吧。常常，吃了几天，新鲜劲过去了，等到忽

然有一天想到月饼的时候，十天半月都有

了，月饼不是长了白毛，就是硬得铁一样。印

象中，擦掉白毛，还会一点一点啃骨头一样

吃掉的。

童年的时光，似乎就是在这种等待吃月

饼、等待穿新衣的轮回中一点一点走过的。

那种没有得到之前的渴望一天一天被累加，

得到之后慢慢被淡忘，再一点一点被重新唤

醒和累加，这种交织着渴望和幻想的日子就

是对于童年最甜美的回忆。

这种甜美的回忆，在过完童年外出求

学，在消费产品越来越丰富了之后，不知什

么时候一点一点消失了，只有在中秋节的时

候，才会有一点点的感触。物质丰富的时代，

丰富了人们的胃口，却失掉了那种刻骨铭

心、美到每一个毛孔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

美妙感觉。

那种没有华丽包装、没有令人眼花缭乱

品种的老月饼，曾一度消失在我的视野之

中。当每一个中秋佳节来临的时候，我曾经

逛遍了超市，却再也找不到黄草纸包裹的油

浸浸的老月饼了，那些过度的包装、让人看

不到里面内容的月饼，就像失乐园一样，让

我怅然若失。

记得十多年前，偶尔听朋友说西关一个

偏僻的小巷子里有一家生产老月饼的作坊。

仿佛在寻找失传多年的美味一样，我一路问

询着终于找到了那个作坊。原来这早已成为

我的回忆的老作坊，竟然还在城市的村庄里

茁壮地生长着。看着人来人往挑选的顾客，

闻着熟悉的味道，仿佛梦里的童年时光忽然

就情景再现了一般。我毫不犹豫就买了两大

提。

日子依旧在忙碌中悄悄走过。许是因为

生活的奔波，许是因为时代的变迁，那简单

包装的老月饼实在无法成为走亲戚的礼品，

人们越来越看重它华而不实的外表。反正对

于老月饼，我再一次将它慢慢沉淀在了记忆

的深处。

人生不知不觉就走过了许多春秋，依旧

住在老家不愿进城的父亲母亲不知什么时候

已经变得苍老。尽管每年中秋节我都会带着

妻儿回到老家与他们团圆，那愈来愈包装精

美的月饼味道是鲜美的，老家的月亮似乎依

旧那么宁静和皎洁，似乎还是以前的月亮地

儿，但再也找不回童年对中秋节月饼的渴望

劲儿，再也找不回那种吃月饼的贪婪劲儿了。

乡愁是再也无法回放的一种记忆，就像

这月饼。

唯一可以慰藉的，就是每年回到老家可

以见到白发苍苍的父亲母亲。

想到这儿，我决定再去买一些五仁的老

月饼，今年中秋节依旧回到老家，赏月吃老

月饼。

夏店湖水美如画
□平党申

夏店水库

9月20日，中秋节前一天，我决定去看看
秋雨初霁的夏店湖。

从夏店镇政府出发，沿县道关湾线往北5
公里经过千年古镇夏店街后，跨越荆河石拱

桥左拐弯前行约1000米，眼前便是夏店湖了。
清道光《直隶汝州全志》记载：玉羊山与

柏崖山两峰对峙，中间荆水通焉。荆水源出

于此。

古之荆水就是今天的荆河，它发源于夏

店镇北部禹王山与柏崖山之间，两条主要支

流满泉河和关帝庙河汇于山口河口村，始称

荆河。

新中国成立后，夏店人民在荆河上游河

口村修建了夏店水库，根治水患，灌溉田地，

造福一方百姓。

车刚停稳，我迫不及待来到了夏店水库

大坝上。我被眼前夏店水库湖水的纯净墨兰

惊呆了。

仲秋时节，雨过天晴，秋风拂面，几朵白云

飘在蔚蓝的天空上。偌大的夏店湖面，如戴上

了一张蓝色遮阳镜，蓝得让人心醉，秋风掠过，

湖面荡起的层层涟漪和浪花，把这张蓝色遮阳

镜分成了无数小块，眨眼间传到了水库对岸，

前赴后继，一波连着一波。蓝天掉落到湖里，湖

天一色，分不清哪里是天，哪里是湖。

为了尽揽湖水的蓝，我沿水库管理指挥

部一侧的沿湖松软小

路，接近了左是湖水，

右是岸堤绿柳的湖

面。湖水蓝得让人心

醉，漫山遍野青翠的

禹王山和柏崖山的倒

影也心甘情愿被湖水

染成了墨蓝色。

碧波荡漾的湖面上，一叶扁舟系在“水深

危险”的警示牌子上，随湖水起伏跌宕，享受

着百年一遇的湖青蓝，炫耀着建库以来的湖

深蓝。小舟右侧不远处岸边，几棵柳树沐浴

在蓝色的湖水里，舍不得起身，只露出树顶几

缕婆娑含情的绿枝。柳枝和湖水眉目传情处，

一只白鹭成为爱的使者，它一边戏着湖水，一

边绕着柳梢盘旋，听着传着一湖蓝色湖水和

婀娜多姿绿柳的情话。它们谈得是那么热烈

投入，竟忘了那叶骄傲的扁舟和我这个观景

局外人的存在。

我不忍打断这修炼千年才能结合在一起

的湖水和绿柳神奇对话，悄悄隐身，回到了水

库大坝上，向南信步。

湖面左右两侧，禹王山和柏崖山翠绿如

洗，巍然屹立，它们经历了千年荆源驿道在此

交汇的沧桑，竭力洗涤着昔日千年驿道上不该

发生的马陷泥泞、驼铃落河的苦楚历史，展现

给现代人的是挺拔伟岸的正能量。矗立在山顶

的30多座白色风电风车在迎风旋转，风机的旋
转声在空旷的山谷中回荡，也传到夏店湖面

上。声音弄碎了一湖宁静，惊起那只白鹭几声

长鸣，左右摇摆几下翅膀飞出了眼际。

夏店水库是夏店人民的骄傲。1953年冬，
身为中共临汝县委书记的霍华章，在黑龙潭

选址开始兴建临汝县水利史上第一座小型水

库夏店水库，新中国成立后的夏店人民，用人

工担土，木夯石磙夯实，1953年11月动工，
1954年5月竣工，土法建成了夏店水库。但因
为没经验，大坝质量差，1954年夏，刚刚修成
的水库即被洪水冲垮。1955年夏店又开始修
复这座小型水库，流域面积37平方公里，最大
坝高28.5米，有效库容340万立方米。霍华章
带领干部群众，吃住在水库工地。1956年春水
库再次建成蓄水，当年浇麦几千亩。1957年河
南省召开三级干部会议，省委、地委领导表扬

了临汝县夏店水库。

夏店水库命运多舛。1961年9月27日，因
连降特大暴雨，临汝县滕口水库垮坝，洛阳地

委领导一刀切让临汝拆掉所有中小型水库，

争取省政府支持，临汝只毁掉了有安全隐患

的窑院水库，夏店水库得以保全。1974年冬，
为加固坝体，下落溢洪道，哑炮事故让夏北村

一村民遇难。1978年秋大坝出现管涌。1992年
4月，总投入24万元的夏店水库大坝除险加固
工程竣工，受益村夏店街、孔寨、新村各出600
名劳力，历时一个月。2009年夏店水库机械除
险加固完成，最大坝高25.4米，坝顶高程395.4
米，坝顶长617米，宽5米，溢洪道位于大坝西
侧，堰顶高程391.7米，最大泄洪量521.6立方
米/秒。两个月前的7月20日，夏店水库经历了
百年一遇的洪水考验，24小时内降雨量达到
213毫米，水位离汛限位置不足5米。那夜，夏
店镇政府彻夜灯火通明，汝州市和夏店镇有

关领导读秒度过了难熬的一夜，大家的心与

夏店水库安澜连在了一起。

令人遗憾的是2009年夏店水库除险加固，
放干了库水。因闸门常年不用，今年的库容猛

增到历史水位，北闸门一个出水孔不能正常关

闭，部分湖水白白流走，群众心痛感慨。

夏店湖中间地段就是昔日的黑龙潭水

库。夏店水库主闸门就建在黑龙潭正上方，采

取垂直上下开合。60多年来，主闸门锁住了这
条昔日桀骜不驯的“黑龙”，这才有了夏店水

库一湖清水，造福下游夏店镇千万群众，6000
余亩耕地成了旱涝保收田，夏店镇成为鱼米

之乡、豫西江南。

“湖水多蓝，水库多美，多拍几张照片，给

后人看看”，在黑龙潭坝顶，我遇到了八月十

五假期回乡探亲的同族人平励智。平励智是

夏店镇夏南村人，今年63岁。二十世纪七十年
代在部队转业，留在了武汉工商管理部门工

作，现退休。退休后每年八月十五和春节，他

都要回到老家夏店镇，看望亲朋好友，为八十

多岁母亲尽孝。

平励智一边用手机拍照夏店湖，一边和

我聊天。他说长江再宽、再深，也比不上家乡

的荆河水美，他夜夜梦起的总是夏店湖水。一

回到老家，他总会约上儿时好伙伴平栓振等

人沿荆河走走，到夏店湖看看。今年夏店湖水

这么宽阔、这么蓝，实属罕见。望着让人心醉

的夏店湖，说着记忆犹新的儿时回忆，平励智

滔滔不绝，流连忘返。

月是故乡明，天下美景在眼前。在和平励

智的对话中，我的心瞬间得到了升华。原来这

纯蓝的湖水就是永远割舍不断的乡愁，挥之

不去的亲朋眷恋，万年不衰的德孝情愫。何必

远游找风景。

但愿湖水常此蓝。我心里默默祝愿夏店

湖一年比一年墨兰清澈，夏店镇一年更比一

年强，因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晚上加班，下楼时已经将近十一点了。

路过地矿花园，徐徐的微风吹拂，如水的月光

倾洒，东南角那几竿可爱的翠竹，在皎白月光

和盈盈清风下淡雅地低吟着，摇曳着……哦！

好美丽恬静的夜晚啊！

整日忙于工作生活，已有多久没有好好

看月亮了？索性坐在花园的长椅上，欣赏着

那月下翠竹的婆娑绿影，享受一下美妙的清

风明月夜。

如今，小城的夜晚繁华璀璨、霓虹闪烁，

但在我的内心深处却依然向往着乡村的清风

明月夜，怀念儿时夜空中皎洁的明月，柔柔的

清风，弯弯的小河和那一方纯洁素净、洁白无

暇的月光手帕。

小时候 ,农村的家乡还没有通电，晚上
都是点着煤油灯照明和学习。那年我上初

三，面临中招考试，但家里的生活很困难，

我和哥哥如果都上学就会给本来很拮据的

家里增加更大的负担，当时在我们农村，女

孩子能读完初中就已经不错了。我不忍心

再给父母增加负担，但内心深处又是那么

渴望继续读书，向往外边的世界，不想就这

样早早结束读书生涯，碌碌无为过这一生，

因此心情格外的沉重迷茫纠结。

那天晚自习下课后只顾沉思，同学们都

走完了，只剩下我一个人孤零零待在教室里。

我的数学老师冯老师走过来问：“怎么还不走

啊？没有同伴了吧，我送送你吧！”冯老师是城

里刚分配来的师范毕业的老师，也就十八九

岁的样子，扎一个马尾辫，人热情、课也讲得

好，我们都特别喜欢她。我点点头跟在老师身

后出发了。

一轮皎洁的明月悬挂在宁静深远的夜空，

闪烁着明亮清幽的光亮，凉爽的风儿吹拂着，不

知名的虫子在田野里吟唱着动听的小夜曲……

我们静静地在乡间小路上走着。许久，老

师问我：“马上就要毕业了，有什么打算？”我

不争气的泪水无声地滑落下来，听完我断断

续续的诉说，老师拉我在河边的白杨树旁坐

下，帮我擦干眼泪说：“学费的问题你别发愁，

我替你想办法，读书这条路一定要坚持下去，

贫穷并不可怕，反而教会我们脚踏实地、努力

拼搏，一切靠自己，这也是我们农村孩子一生

受用不尽的财富！不要放弃读书，并且要将学

习贯穿你的一生。你品学兼优，一定能成为值

得老师骄傲的学生！”老师还讲了许多课本上

没有的知识和做人的道理，我似懂非懂点了

点头，胸中一股感激豪迈和充满希望的情愫

蓦然升起，抑郁的心情顿时豁然开朗了。

老师拉我起来，说“不早了，我送你赶紧

回家休息吧！”冯老师站起来离开时，在我们

刚刚坐过的地方，我蓦然发现老师落下一方

洁白如玉的手帕，忙说：“冯老师，您的手帕！”

说着就弯下身去帮老师捡，不料却抓了个空。

原来，那是月光透过树叶洒下的一片皎白的

月光，正好方方正正的，像一方手帕。我不好

意思地笑了，老师也笑了，拉起我的手说：“谢

谢你，有你这么善良、这么纯真的心灵，你的

未来一定更加美好，加油！这是我们的秘密，

让我们永远记住这个美丽的夜晚和这方月光

手帕吧！”

说完，老师调皮又郑重地和我拉了拉勾。

月亮笑了，清风笑了，星星笑了,我们都
笑了。

接下来，冯老师到我家家访，父母也冲破

世俗一如既往支持我读书，我全身心更加勤

奋学习，以全乡第一名的成绩被省城一所学

校录取。

这么多年了,那方美丽的“月光手帕”一
直在我的心间珍藏。迷茫彷徨时她给我指引

道路，面临困难时她给我坚定的力量，懒惰懈

怠时她给我鼓励鞭策，烦恼焦躁时她给让我

淡泊宁静……

哦！难忘儿时的清风明月夜!难忘醇香的
浓浓师生情! 难忘青葱时代老师和我独享的
那方月光手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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