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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隧道

乡下，各种农作物生长旺盛。田间，水
稻开花结实，稻香氤氲，谷粒青黄；大豆结
荚，玉米抽雄吐丝；棉花结铃，甘薯薯块迅速
膨大，对水分充满着渴望。“立秋三场雨，秕
稻变成米”“立秋雨淋淋，遍地是黄金”。雨
水顺势而来，乡亲们黝黑的脸上溢满了笑
容。茶园里，茶农们趁墒秋耕施肥，茶叶秋
梢翠绿诱人。

灼热刺眼的阳光，裙角飘飞的惊艳，翩
然嬉水的蜻蜓，唱响丰年的蛙声……所有与

夏天有关的一幕幕渐行渐远。偶尔听到的
夏蝉叫声，发现它已经有些喑哑，火热的激
情开始消退，后来变得悄无声息；青蛙的演
唱会进行着倒计时，高潮部分只能留在我们
的记忆里。风儿变得温柔，不论白天多么酷
热，夜晚的风开始给人们送来一丝凉意。

盛夏的末梢，走远的还有那些生命和记
忆里无法抹去的味道，以及对下一个季节七
彩的希冀和温热的念想。文人墨客粉墨登
场，在立秋时节吟诗寄怀。宋代诗人刘翰在

《立秋》中写道：“乳鸦啼散玉屏空，一枕新凉
一扇风。睡起秋声无觅处，满阶梧叶月明
中。”夏秋季节交替时，诗人细致入微地感受
到了大自然和人们的生活发生的变化。诗
中的那“寻”字，写出了一种朦朦胧胧、惆怅
无奈的情态。

在众多诗人抒发光阴虚度、感怀悲秋情
结之时，唐代诗人刘禹锡独树一帜。他在

《秋词二首》中写道：“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
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
碧霄。”这首诗一反往昔悲秋的文人时尚，表
达了爱秋喜秋的新意境。尽管王维的《山居
秋暝》已流露了“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
的赏秋情绪，但这还只是一种归隐意识，而
此诗却独辟蹊径，气势豪放，立意深刻。

立秋后，常有“秋老虎”的余威发作，民
间有“秋后一伏热死人”的俗语。但不管怎

么热，天气总的趋势逐渐转凉。立秋后，下
一场雨凉快一次，因而有“一场秋雨一场寒”
的说法。这便应了民间一句歇后语：“秋后
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不过，这句歇后语，
其内涵在不少的文字表述中令人浮想联翩：
生命无常，季节有序，我们要珍惜并过好每
一天。

盛夏的末梢——立秋，轻叩着秋天的门
扉将如约而至。绿意将褪未褪，草木将黄未
黄，云卷云舒，天高气爽，我们品尝最宜人的
世间万物。经过春天的耕耘播种，经过夏季
的历练提升，所有的生物都攒足了劲，向着饱
满和充盈冲刺。我们俯首拾地，满地金黄。

万物都有灵性，万物皆美。落叶的每一
次凋落，都是走向新生的开始。在盛夏的末
梢里，我们亲近自然，感受到了这个世间的
美好。

盛夏的末梢
■甘武进（广东）

踩着盛夏的末梢，不经意间进入了立秋。
“未觉池塘春草梦，阶前梧叶已秋声。”一片梧桐树的叶子打着转儿落了下来，划出

优美的弧线，投入大地的怀抱，接着是另一片……万物有灵。秋天的第一片落叶最具
慧根，从春的萌发，夏的繁盛，秋的成熟，它像一枚精美厚重的书签，书写着人间的大事
小情，收纳着季节的喜怒哀乐。

读幼师第三年，学校开手风琴课，李长
忠老师教我们。第一节课，在琴房，我一
眼就认出他来了，特别兴奋。考幼师加
试，李老师是主考官，我弹琵琶，他看着
我，弹完让我再弹一首，我即兴弹起《洪湖
水浪打浪》，边弹边唱：“洪湖水呀，浪呀嘛
浪打浪，洪湖岸边是呀嘛是家乡，清早儿
船儿去呀去撒网，晚上回来鱼满舱……”

《洪湖赤卫队》的选曲，打小我就听，都能
背唱下来。李老师笑眯眯地看着我，眼里
充满了喜爱之情。我以总分第二的成绩入
校，也算佼佼者了。

李老师中等身材，五官好看，长着一双
会笑的大眼睛，对我们的要求非常严格，
大家练手风琴的时间较多，练琴的人络绎
不绝，琴班交接的时间毫厘不差，琴声总
是鱼贯而出。记得我们拉的第一首曲子是

《小酸梅果》，每进一个琴房，李老师都会
听上三五分钟，那是世界上最漫长的三五
分钟，因为紧张，音色音韵全变了，有的同
学会戛然而止，不知所措；有的变音变色，
痛苦至极；有的在一个乐句上重复，跟放
唱片跑针了似的。这都源于我们接触手风
琴比较晚，那时候幼师钢琴少，一、二年级
踩脚踏琴，三年级才让我们弹钢琴，手风
琴和钢琴一起开课，着实有点儿忙不过
来，左手的和弦按钮找不准，右手的键盘

顾不过来，简直漏洞百出。
每当这时候，李老师的笑脸就变得无

可奈 何 ，微 蹙 眉 ，双 眼 周 围 聚 集 好 多 皱
纹，嘴巴也做委屈状，好像在说，怎么拉
得 这 样 啊 ，这 不 对 呀 。 然 后 ，他 会 接 过
我 的 手 风 琴 ，坐 在 琴 凳 上 ，给 大 家 慢 速
范 奏 一 遍 ，再 恢 复 原 速 演 奏 一 遍 ，某 些
乐 句 他 会 反 复 演 奏 ，直 到 同 学 们 会 意 ，
各拉各的去。

我打小在乐音里长大，视唱练耳不在
话下，李老师范奏一遍，我就知道怎么拉，
乐句间怎么处理，曲子怎么升华，快到点
子上，慢到情绪里……这些不用李老师强
调，我都能悟出来。可我班的张同学不
行，她的手指张牙舞爪，极不驯服，即使练
了两年脚踏琴，也没改掉张牙舞爪的毛
病。“你带带她。”琴房里只剩下我们仨的
时候，李老师指着张同学对我说。张同学
红了脸，李老师说：“你得练，除非你毕业
不想当幼儿园老师。”张同学说：“当。”“那
必须狠练。”李老说完，鼓励地看着我，我
连忙说：“好的，我教她，周日我回家，把我
的琴班时间都给她。”李老师听完，双眼恢
复笑眯眯状，迈着悠闲的步子去其他琴房
巡视了。

我和李老师的关系，真应了那句话，你
昨天是我的老师，今天还是。毕业后我当

音乐老师，李老师调到教育学院当教研
员，正好管我。他经常来听我的课，有时
为我的某些想法瞪大眼睛，待我解释清楚
后，他才恢复笑眼。

有一天，校长领着七八个人走进教室，
李老师也在其中，对着诧异的我说了句

“你继续上”，就坐在门边了。那天我上的
是欣赏课《看天下劳苦人民都解放》，就是
歌剧《洪湖赤卫队》的选段。《洪湖赤卫队》
讲的是 1930 年夏天，洪湖赤卫队在韩英和
刘闯的带领下，利用湖区与敌人巧妙周
旋，沉重打击敌人的故事。该剧 1958 年首
排，1959 年 10 月作为湖北向国庆十周年献
礼剧目进京演出，一炮走红，成为中国民
族歌剧的瑰宝，我国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
人周恩来、董必武、贺龙、陈毅等看过，都
给予高度评价……当我讲到《洪湖赤卫队》
女主角韩英的原型叫贺民英，乳名叫香
姑，就是贺龙元帅的大姐时，教室里静极
了。我给同学们播放《洪湖水，浪打浪》

《这一仗打得真漂亮》《小曲好唱口难开》，
引导他们总结，张敬安和欧阳谦叔两位曲
作者，正是运用了中国戏曲与西洋音乐相
融合的创作手法，曲子才带有浓郁的地方
色彩，孩子们明白了，唯有民族的，才是世
界的。

而我，则全情演唱《看天下劳苦人民都

解放》，化身韩英，抱定必死的决心，在牢
房里对着母亲唱起了这首感人至深的歌。
打小我就听《洪湖赤卫队》，里面的唱段我
都能背唱下来，这回派上用场了。我不光
演绎韩英，还在演绎剧情，我把痛恨叛徒，
崇敬英雄，为革命把生死置之度外的大无
畏精神都演绎出来了。偷看李老师，他的
眼里噙着泪水。

我的课获得了极大成功，半月后的一
天，校长拿着一份红头文件兴冲冲地对我
说：“你那节课不光市里来人，省里也来
了，多么大的雨点子，淋到咱校了。”细看
文件，一是表扬我把常规课上成优质课，
具备辐射引领作用，二是我得再上一次，
各县市的同行要来听我的课了。校长忙着
打扮体音美组，我的想法是，不走老路，换
一节课。李老师对我换课的想法很在意，
由惊讶到欣慰，间或不解和顿悟，他的笑
眼呈现出无比丰富的内涵。

从此，我的欣赏课开始流传。个人觉
得，除了童子功，我的音乐造诣主要来自
文学修养，来自我热爱读书和写作，写作
得另辟蹊径，这就让我深扎下去，多给学
生找适合他们而教材上没有的东西……我
平和地向李老师汇报，“也包括给我。”李
老师笑眯眯地说，满脸享受的表情。

我的亦师亦友李老师，靠着那双会
笑的眼睛，把什么事情都办妥了，师生关
系融洽，大家爱上他的课，当起教研员来
也是循循善诱，同学们还像在校一样敬
畏他。

想起李老师，就想起手风琴，想起《小
酸梅果》，想起余音绕梁的琴声。还有那
个李老师让我“监管”的张同学，业务娴
熟，早当上某县幼儿园的园长了。

爱笑的严师
■山雨（四平）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唐代刘言史的
《立秋》生动描绘了秋的到来。古人诗词中的秋
天，是全新的季节，是寄情抒怀的生命的厚重感
叹，是五谷丰收的喜悦。

秋色如油画，多彩而浓厚。秋天的诗是马致
远笔下的小院，“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
道西风瘦马。”是杜牧游山的枫叶，“停车坐爱枫林
晚，霜叶红于二月花。”是王勃眼中的大气，“落霞
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秋天亦是意境悠
远的水墨画。“蝉鸣空桑林，八月萧关道。”声声蝉
鸣，犹在回响。“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清凉秋
雨后，是空山幽谷的怡然。“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
牵牛织女星。”是秋夜的微凉与烂漫。

宋玉《九辨》中的“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
兮，草木摇落而变衰。”大抵是奠定了悲秋的基
调。秋，是生命的结束，也是生命的开始，这般沉
重的寓意，正好承载了古人对仕途、命运的感慨。
李清照的“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
舟。”是相思的离别之愁。欧阳修的“泪眼问花花
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写出了在衣食无忧后的
精神愁苦。“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是杜甫郁郁不得志的感叹。然，亦有喜秋赞叹之
言。苏轼的《赠刘景文》中，“一年好景君须记，正
是橙黄橘绿时。”诗中劝勉朋友时光易逝，要珍惜
眼前。刘禹锡更是直言“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
日胜春朝。”古人之秋，寄托命运多舛之感慨，也有
直抒胸臆之豁达。

诗词中不乏对于秋天丰收喜悦的描绘。辛弃
疾的“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是诗人在
傍晚信步田间时，满眼是待收的稻谷，耳中是阵阵
蛙声，心中也是充满对丰收的喜悦之情。范成大
的“十里西畴熟稻香，槿花篱落竹丝长，垂垂山果
挂青黄。”词中也直表秋天的硕果累累的欣喜。王
安石的“丰年人乐业，陇上踏歌声。”宋伯仁的“客
愁无暇日，农事喜丰年。”这些颂秋诗中一一都描
绘了农家丰年之乐。

古诗中的秋天是心之缩影，是借物言志。在
古人诗词的秋中，显季节变换，品命运沉浮之悲
喜。秋之落叶，也孕育春之新芽。秋天不仅是季
节的更替，更是生命的轮回。在秋的沉醉中，我们
看到了生命的厚重与喜悦，感受到了命运的起伏
与坚定。秋之韵味，是在沉浮中寻找到的悲喜交
加，是在岁月静好中品味出的人生百态。

秋之韵味
■王婷（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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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向辞南渐转西，蒸天热浪悄调低。
寒蝉亮嗓欢声贺，五谷争阳壮产期。

立秋
■高德臣（四平）

湿热交篜暑未休，轮回斗指已临秋。
红风袖舞莲池阔，碧浪香飘天际流。
雨过三番花亦艳，日烘一捧穗尤稠。
蝉鸣夏色声高远，玉露匆匆画卷收。

立秋吟
■常柏林（四平）

戍边卫国献青春，固我长城可爱人。
重任垂肩怀壮志，钢枪在手赖忠贞。
岂容夷虏旗遮月，敢赴沙场血染身。
听党指挥同筑梦，军民团结一家亲。

中国军人
■王鸣宇（四平）

流浪在夏天的碧波之上
迎着故乡的方向
一帧帧熟悉的画面
掠过我悸动的心房
在脑海深处徜徉
当双脚再一次踏上故土
不争气的泪水湿润了眼睛
浓浓的泥土的气息
名为太平岭的村庄
依然是记忆中亲切的芬芳
推开一扇扇岁月的门窗
我愿意流连在故乡的怀抱
听老屋房檐下的燕子呢喃
看园中海棠树的斑驳沧桑
和兄弟们共饮思念的老酒
阔别经年久违的家乡
我深爱的土地
祈祷我在你的世界里
永远都是归人
而不是无名的陌旅

回故乡
■黄耀胜（四平）

您老了
满头的白发
弓身拄着拐杖
经历了多少个春秋
我未曾将您遗忘
多少个冬夏
渴望依在您的身旁

那一支支粉笔
我深知它的重量
那一滴滴汗水
是给予我的玉液琼浆

蓦然回首
慈母般的亲近
期待您
还是当年勃发的壮汉
还是那英姿飒爽的模样

讲台前那不息的声音
仿佛还在我的耳边回响
那是燃烧的蜡烛
那是不熄的灯光

我没有忘记
老花镜下
您日夜批改我们的作业
从傍晚直至天亮
关注着那一字一行
握着手中的笔
如珍爱自己的孩子一样

我只要捧起您的照片
便热泪两行

是您
牵着我的手
竞争在求学的起跑线上

让那颗心
温暖着我的前胸
让热泪
在不停地流淌

挥手告别的瞬间
我在不停地呼唤
久别了啊
最敬爱的师长

也许
我们总会老去

我们不再年少
可是啊
我们的心
却依然还会高高托起
那奋斗的航向

永远的老师
■刘凤琴（四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