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72月9年3202

三期星版3昊旭潘：辑编刊副池杯流

一年二十四节气，每一个节气都有独特

的迷人之处，而我独独最喜欢秋分。

秋分是一年中寒热温凉最适宜的季节。

淡淡的秋风吹走了夏季的炎热，再无酷暑难

忍的煎熬，亦无冬天彻骨的寒冷，缕缕秋风

携来丝丝凉意，不躁不热，清爽可人，惬意无

比。

秋风如歌般婉转动听，秋露如玉般清亮

晶莹，秋月如镜般光满通灵，秋水如泓般清

澈明净，秋分如梦般怡人朦胧。

呀！多么可爱的秋分！怎一个诗意了得？

在这诗意的季节里，和着微凉的秋风，

踏着清雅的秋露，掬起皎白的月色，采一枝

暗香四溢的桂花置于书桌，品一口淡黄雅致

的桂花香茗，整个心魂便如盈盈秋水般宁静

美好，俗世凡尘的平淡日子也转瞬超凡脱俗

飘飘欲仙了。

秋分的天，永远高远湛蓝，碧空如洗，万

里江天。整个世界从深绿开始慢慢转向微

黄、明黄、浅红、深红，继而红叶遍山、层林尽

染、色彩斑斓，继而橘黄枫赤、缤纷绚烂，便

有了“红叶满山溪，黄菊绕东篱”的诗情画

意。万事万物都变得魅力四射激情燃烧，整

个世界都变得清润明朗，让人的心也由不得

通透明亮，有了“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

到碧霄”的豪情万丈。

秋分的“分”，即为“平分”“半”。秋分，平

分了昼夜，平分了秋季，平分了秋色，平分了

一江秋水，平分了半江月色，平分了寒暑往

来，平分了哲理感悟，也平分了我们的人生。

正如《半半歌》里“看破浮生过半，半之

受用无边。半中岁月尽幽闲，半里乾坤宽展。

半郭半乡村舍，半山半水田园……酒饮半酣

正好，花开半时偏妍……”所言，我们的人生

也要像一首歌里唱得那样“留一半清醒，留

一半醉”。做人做事都要留有余地，掌握分

寸，留有空白，留有发展向上的空间，太拥挤

就会让人烦躁，太想得到反而更容易失去。

有得必有失，有失才有得。君子之交淡如水，

淡才更经久醇香，淡中自有浓情在，淡中自

有深情满。月满则盈，月圆则亏。在俗世红尘

中，凡事留有余地，留一片自己的空间，不能

让人生满满当当，一半欢喜，一半平和，一半

留给自己，一半留给他人。有理也要让三分，

得饶人处且饶人。既要学会在纷扰复杂的世

间生存，又要学会留一半时光享受清闲。

秋分时节，风亦从容，露亦从容，月亦从

容，山亦从容，水亦从容，秋亦从容，季节亦

从容，天空亦从容，大地亦从容，自然亦从

容，人亦从容。人若能这样，便达到了人生的

另一种境界。

秋分既是节气，亦是丰收节。诗意烟火

喜相逢，更让人喜上眉梢喜上加喜。春种一

粒粟，秋收万颗子。只要有耕耘，秋日必收

获。凝望着一望无际的原野，瓜果满地，稻米

飘香，饱满丰收的喜悦一下充盈心房。

秋分，不仅栖息着诗意，更意味着生活

的丰收。意味着只要经历了时间的历练，经

历了岁月的洗礼，经历了辛勤的耕耘，必将

迎来收获的喜悦；意味着只要坚持不懈，执

着追求，总会有累累硕果在人生的路上等着

你。之前所有的努力，所有的委屈，所有的泪

水，所有的付出，所有的坚守，都是秋日惊喜

收获的铺垫。

微凉的秋风，拂去了世间一切的烦忧；

晶莹的秋露，凝结了宁静如水的快乐；盈盈的

秋水，缓缓流敞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间；诗意的

秋分，静美地浸润着我们每个人的魂志。

诗意盎然的秋分哦！让人一下子沉醉在

季节的交替轮回里，让人转瞬间醒悟在自然

的谆谆教诲中，不由得醉了身心，醉了过往，

醉了执念，醉了红尘。

我脚后跟都不相信，又不是萝卜白菜，那些房地产开发

商把尚在图纸中的房子一推出来，就会被一抢而空的。我就

纳闷，谁家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再说又不是冥币，哪能

随便乱抛撒的。

但是，人家硬是赤裸裸地、急赤白脸地跟大家说，房子

供不应求，要买赶早。让我这心碎的，捧出来跟饺子馅儿似

的。他还真认为咱们人傻钱多啊。

其实，问题是任房地产开发商们出什么幺蛾子，不实质

性降价还走套路已经没用了，人民群众的眼睛，那是雪亮雪

亮的。刚需的早几年，该买的已经买了，以前买不起的现在

仍然买不起，加上这疫情让很多人冷静下来了。在现在，房

子真的这么重要吗？为啥不手里捂点现钞呢？

他们可以自己在那里自编自导自演，可以自己雇人排

队哄抢，饶是自己“买”了房子还说房子卖完了没有抢到，要

买赶快抢啊。在他们的“正确”诱导下，楼盘刚一开盘就“卖

光了”。咱们都想弱弱地问一句，房子真的这么好卖吗？这些

房子都卖给了谁？人家说：说出来你可能不信，很多丈母娘

可以证明，因为房产证上写了她们女儿的名字。

但是，他们也不睁眼看看，现在街上有多少空房子……

别和我谈房子，戒了。

随着国家多次重申“房住不炒”，并且表示不将房地产

作为短期刺激经济；随着国家的多次发声，让广大购房者们

吃了“定心丸”，越来越多的购房者开始放缓了买房的脚步。

随着越来越多的购房者开始观望，房子整体越来越难卖已

经成了很多城市的普遍现象。但是咱们看到的售楼部永远

都是另一种景象，很多售楼部一开盘就“人来人往人头攒动

人山人海”，把咱眼馋的，只想生扑进去……并且人家不久

就表示房源已经卖光了或者只剩下少量房源了。

这番谬论一没正形，让咱们连头痛都是偏的。

时光飞逝，日月如梭。那天接了一个陌生到莫名其妙的

电话， 一问才知道是房产销售人员。人家很和蔼地问我：

买不买房子？赶紧买吧，再不买房价又要涨了。

我说不用了，我的房子够住，再说也没有闲钱去投资房

地产，不想买了。

人家停顿了一下：那你的房子卖吗？房产税今年可能要

出台了，现在房价这么高，恐怕到时候会跌很多。我不想把

这个无聊的电话继续下去，也不想再搭理他，就告诉他说：

我其实也没有房，也没钱买房，也没有工作，别指望我这个

“三无人员”为你们的房地产事业增砖添瓦。

没想到人家锲而不舍、设身处地地为我的余生支招：明

天咱们这儿有个楼开盘，白天排队100，晚上自带凳子排队
150，包盒饭矿泉水，另外拉一个朋友来看盘，单独奖励20，
来吗？

这是讹上我了。我直接拒绝说：太无聊，排队时间又长，

不想去。

沉默片刻，人家再次婉转地说：周末还有一个楼盘开发

商找群演，抗议开发商降价，房闹闹“退房”。年龄要求30- 50
岁，男女皆可，需要推搡保安，砸售楼部摔杯子，不用赔钱，

需要有演技，有状态，情绪要亢奋，300元一上午，来吗？
这是打镲呢还是跟我逗闷子。我颇为不耐烦地告诉他

说：感冒了，医生让多休息，不想动。那人又说：那你能玩手

机吗？在贴吧发一个你在某新楼盘刚买了新房，评价下质量

好，回复留言也发钱。

老话说“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他们的“细心耐心”和

“好心”，让咱们心里一阵阵发凉，忍不住想唱———北风那个

吹，雪花那个飘……

综上所述，如此看来，只要人家想要吃定你，款款套路

任你选，总有一款适合你。

但是，我不能上套。谁不知道开发商为了达到开盘时

“人山人海”的效果，往往会花钱请一些咱们这样的人当房

托来增加人气，但是对于广大购房者来说，他们可不知道

谁是房托谁是真正的购房者，他们更多相信的是这个楼盘

人气真旺。看房、买房的人越多，很多真正的购房者就会产

生“紧张”的情绪，害怕自己买不到房，所以往往轮到自己

选房时都不那么理性，想得更多的是一定要买到房。开发

商除了开盘喜欢请房托增加人气，就连平时销售也会请一

些房托在售楼部增加人气，售楼部良好的氛围对成交是很

有好处的。

马扎、瓜子、矿泉水，这抢房群演的标配，这声情并茂又

和颜悦色的一番话，这标准的“小恩小惠”要“请君入瓮”的

套路，差点让我怜悯之心油然而生：都不容易呀，就为卖个

房子，至于为咱们想得那么周到吗？

心说，没事儿还是多晒晒太阳吧，没准儿晒黑了他们就

不把咱当白痴了。

小时候生活在农村，对坡根、地头生长

的柿子树并不陌生。春天，光秃的枝桠在和

风的抚弄下，从吐出嫩芽到长成叶片，再到

结出青青的小柿子，给大地增添了新的生

机。经过炎夏的洗礼，到了秋天，一片片叶子

逐渐由绿变红，一个个成熟的果实掩映在红

叶之间，看起来格外的诱人。特别是到了深

秋，红叶渐渐褪去，裸露出满树的红果实，沉

重的果实在微风中轻轻荡漾，看起来真让人

爽心悦目、心旷神怡。

最常见的柿子品种有艳棵红、虎卵头、

面线穗儿、牛心、皮匠篓、盖柿、冬柿等。还有

一种叫“软枣”的袖珍柿子，也只能长指头肚

儿那么大，能一直到冬天风干在树上，最后

变成酱紫色，在光秃的枝桠上随风晃动。据

说，这种“软枣”树能被嫁接出各种品种的柿

子，可以说是“母柿树”。

最受欢迎的柿子当属艳棵红。从外观色

泽上说，其他的柿子成熟后都略带有黄色，

是红中带黄的颜色，而艳棵红的颜色是鲜红

鲜红的，红得耀眼，红得透亮，红得诱人。从

品质口感上讲，它的皮儿格外薄、味儿格外

甜，无论自然变软成为“烘柿”，还是制作成

“懒柿”，或者制作成“柿饼”，都非常好吃，甜

得滋润，甜得纯正，甜得爽心。当然，它也有

不足之处，像虎卵头、皮匠篓、盖柿、面线穗

儿这些皮儿厚的柿子，成为烘柿以后，也能

贮存相当长的时间，而艳棵红和牛心柿子一

样，都是皮儿薄娇嫩、不耐贮存，这成了它的

美中不足。

生长期最长的柿子，当属冬柿。这种柿

子即使看起来长红了、变烘了，但不到深秋

吃起来仍是涩苦的味道，只有经过霜打以

后，才会真正变成甜柿子。所以，冬柿往往采

摘的最晚，一嘟噜一串儿地挂在光秃的枝头

上，煞是好看。

每到秋天柿子成熟的时候，也是孩子们

快快活活大饱口福的时候。放学后，不少的

孩子三三两两结伴，有说有笑地来到柿子树

下，仰头寻找树上长烘的柿子。发现有烘柿

以后，其中一个孩子便会像猴子一样哧溜溜

爬上树去，然后向长烘的柿子慢慢地慢慢地

靠近，再伸出小手去轻轻地摘取。站在树下

的孩子，仰头看着树上，给树上的孩子指点

烘柿的位置，并为他鼓劲儿加油儿。待把烘

柿摘到手以后，树下的孩子会小心地把它接

到手里，然后等树上的小朋友下来后大家再

一同享用。往往是边吃、边说、边笑、边闹，一

副天真开心的样子。当然，也有调皮的孩子，

在树下把烘柿接到手里以后自己吃独食，引

得同伴们追着他嬉戏打闹，有的甚至会闹到

红脸、分手，为秋天增添出新的故事。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每当人们从树

上卸柿子收获的时候，每棵树上总要特意

留下两三个不去摘取，并给它们起了一个

好听的名字，叫作“看树佬”。我一直以为，

那是农村人的一种迷信活动。直到不久前，

受一篇文章的启发，我才真正领悟到“看树

佬”的真正寓意。原来，留下的“看树佬”，

不仅仅是寄希望让它看护好自己的果树，

更重要的是把“看树佬”作为粮食储备给飞

鸟，是帮助飞鸟越冬取食用的。这不得不让

我佩服劳动人民的胸襟和智慧，他们在自

己享用大自然恩惠的同时，不忘身边的其

他生灵，用自己朴素的举动来表达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思想。这，也更让我感受到了

农民的淳朴与可爱。

所以，每到柿子成熟的季节，我就往往

会不由自主地回想起幼年时期的情景，怀念

那摘取、分食烘柿的乐趣，怀念那红叶、硕果

的画面，怀念那枝头的“看树佬”和树下含笑

卸柿子的淳朴乡邻们。

连日来，淅淅沥沥的秋雨使燥热的天气

一下子凉快了许多，坐在阳台对面书房内，

泡上一壶“雨花茶”，听着浪漫的吉他曲，随

手翻阅着一些杂志类刊物……昔日缠绕自

己那些不痛快的事，已风吹云散，荡然无存。

对于爱好写作的我来说，最近也可能因心情

的原因，文思枯竭，大脑一片空白，没啥灵感

可写，以至于弄得一些文友们时常打电话调

侃说“咋玩失踪类”？

今日难得这样好心情，写点啥咱也算露

个脸吧！写啥呢？我正在为此苦思冥想时，突

然听到妻子的一声吆喝声，“你看咱阳台上

的丝瓜长势真好，花儿开的也好看，这不又

结了几个，那几个大的可以摘吃了。”经她这

么一提醒，我隔窗而望，可不是，沐浴后的丝

瓜挂满枝头漂亮极了，我还真有那么点“不

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下文章

素材有了，今天就把那株“丝瓜”作为文章的

切入点！

丝瓜属葫芦科，一年生藤本植物，适合

我国南北各地栽培，易栽植，好打理，既可以

美化环境，又是夏秋蔬菜，成熟时里面的网

状纤维称丝瓜络，可用来洗刷灶具及家具，

而且也可食用、还可药用，有清凉、利尿、活

血、通经、解毒的效果。丝瓜在传统文化中有

着重要的地位，被视为生命力和长寿的象

征，同时丝瓜也常被用作象征寓意着“天人

合一、和谐共生”的境界。宋代诗人赵梅隐在

《咏丝瓜》中是这样赞誉的“黄花褪束绿身

长，白结丝包困晓霜。虚瘦得来成一捻，刚偎

人面染脂香。”作为一个诗词爱好者，今天咱

也班门弄斧，斗胆赋诗一首，也算抒发下自

己内心的小情结吧，“藤细攀爬越墙过，花黄

叶绿结果多。不惧生存环境苦，乐观向上成

楷模。”

说起来我家阳台上那株丝瓜，还是邻居

李婶家的。邻居家的李婶聪明能干，早年曾

是个致富能手，家里开个磨坊，院子养了数

千只鸡子，后来因政策原因，相继都不干了。

前两年，她和老伴自己动手平整了院子，种

植了满院子的时令瓜果蔬菜，什么倭瓜、韭

菜、大葱之类，特别是院子种植的丝瓜更是

长势特喜人。我家阳台上的那株丝瓜就是李

婶家院子里墙角旁的那株，那细细的藤枝顺

着墙根沿着墙壁越过我家二楼阳台，沿着栅

栏顺着网线直奔三楼。那绿油油的叶子在漂

亮的小黄花点缀下，好似漂亮的少女身着盛

装，更显得婀娜多姿，让人目不暇接。七八个

丝瓜悬挂在藤枝上，肥嘟嘟的犹如一群“小

精灵”在比赛着什么……

看着送上门的天然“宠物”，怎么能不让

人心动？我顺手摘了几根，这下中午不用买

菜了，儿子在一旁听到说：“我给您做个丝瓜

炒西红柿，再用丝瓜做个汤。”这下也好让儿

子展示下厨艺，我在一旁附和着说好，儿子

听后一蹦三高，忙着准备食材去了。妻子在

一边插话道：“我去给邻居李婶说下，要不咱

有点不地道。有点不劳而获的感觉。”谁知她

到邻居家刚开口，李婶顺手又递过一个倭

瓜，笑着说：“门前屋后的别外气，结了只管

摘就是，要不长老了就不好吃了。”话音刚

落，院子那边传来爽朗笑声……

我喜欢丝瓜不仅是因为它能美化了环

境、丰富了餐桌、融洽了邻里关系，更喜欢它

不畏生存环境的艰苦，不服输勇于攀登的

“孺子牛”精神。

当文章就此将要收笔时，我陡然心机一

动，一首小诗竟脱口而出：“花开旺季色正

红，叶翠欲滴长势强，滕高数丈攀墙过，瓜压

枝满院飘香。”这也可能是我对那株“丝瓜”

发自内心的表白吧！我想用此拙诗，作为文

章结尾，我看是最合适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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