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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隧道

步入家乡满目新，鲜花翠柳任铺陈。
黄莺婉转祥和景，紫燕穿梭梦幻真。
绮韵田园图画美，环溪村堡素风纯。
知时好雨沙沙落，为我潇潇一洗尘。

家乡美
■王鸣宇（四平）

大暑蒸笼似，立秋初觉凉。
清晨赏湖畔，午日沐骄阳。
杨柳尤葱绿，荷花依旧芳。
灌浆新稻黍，期盼早归仓。

立秋感题
■唐琢（四平）

黑土梨花誉九州，感恩泽厚艳阳秋。
凭栏尤仰高瞻远，抚绿更钦大计稠。
百万佳禾期检阅，一年好景待丰收。
金黄喜奏农家乐，笑语欢歌福满楼。

梨树国家百万亩绿色玉米

示范基地留句
■常柏林（四平）

农民丰收节（农民画） 毛华 作

2023年8月15日
注定会被载入史册
全国生态日
从此被国人铭记
中国生态文明故事
自此有了更广阔的讲述舞台
这是一个国家的顶层设计
这是一个时代的高屋建瓴
这是一个强国的战略布局
这是一个民族的永续发展
彰显在发展中保护
在保护中发展的责任与担当
从北疆平原到彩云之南
从西域戈壁到东海之滨
山水林田湖草沙
一体化保护和修复
让广袤的国土
处处焕发着生机
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环境
意味着看得见水
望得见山
记得住乡愁
更意味着建设美丽中国
是众志成城描绘的壮美画卷

绿水青山

——写在第一个全国生态日之际

■黄耀胜（四平）

初秋的味道，是一种温和而清新的气
息，是夏日的余温和秋风的初吻交织而成。
此时，大地还保留着夏日的温暖，但已不再
酷热难耐，微风轻拂，带来阵阵凉意，让人神
清气爽。天空湛蓝如洗，云朵悠然自得地飘
浮其中，仿佛在诉说着一段静谧的故事。而

那一轮圆月，则如一颗明珠悬挂在空中，皎
洁而宁静，照亮了人们的心灵。

初秋的味道，是一种淡淡的清香，是花
朵的芬芳和果实的成熟相互交织。桂花树
在微风中摇曳，散发着浓烈的香气，引来了
蜂蝶纷至沓来。而果园里的果实，也已渐渐

变得饱满，沉甜的果香弥漫在空气中，让人
垂涎欲滴。走在乡间小道上，可以看到农田
里金黄的稻穗，一片丰收的景象，宛如大地
的微笑。

初秋的味道，是一种宁静的心境，是大
自然在告诉人们，要放慢脚步，静心感受生
活的美好。草木渐渐转黄，蝉声渐渐消
失，大自然仿佛也在为自己营造一个宁静
的环境。人们或许会找个清幽的角落，坐
下来，细细品味这宁静的时光，聆听内心
深处的声音。

初秋的味道，是一种思索的时刻，是人

们在这宁静中回顾过去，展望未来。站在
大地的怀抱中，人们或许会思考生命的意
义，审视自己的成长，思量人生的方向。
秋风拂过脸颊，带来一丝凉意，也带来了
思考的启示，让人们更加坚定地走在自己
的人生道路上。

初秋的味道，如同一杯淡茶，清幽而雅
致，如同一首优美的曲调，抚慰人的心灵。在
这个季节里，人们感受到了大自然的慷慨赐
予，也感受到了生命的宁静和美好。初秋的
时光虽然短暂，但它在人们的心中留下了永
恒的回忆，成为一幅永远值得品味的画卷。

初秋的味道
■司德珍（山东）

树树秋声，山山寒色，又一秋。
在季节的轮回中，又是一年初秋来。时节的变换，总是带着各自的味道，

初秋也不例外。

传 统 诗 词 是 中 华 民 族 之 瑰 宝 ，古 往 今
来，多少诗词大家用无数诗词为我们构筑了
一个美的空间，至今仍传颂不衰。

自古以来诗人都爱吟诵山川风物，那一
首首脍炙人口的山水诗，生动地为我们临摹
出了祖国大好河山或壮丽或温婉的形象。
柳永曾有词云：“澄明远水生光，重叠暮山耸
翠。”暮色中江水清澈明净，波光闪动；远山
重峦叠嶂，苍苍莽莽。江南的山明水秀，令
人心情为之敞亮。杜甫羁旅途中，见孤舟月
夜，抒怀感慨：“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
星星低垂，原野壮阔，月色皎皎，大江奔涌，
这样雄浑壮阔的景象，深深激荡着我们的心
灵。而要说雄伟，则当数陆游的佳句：“三万
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黄河奔腾入
海，华山高耸入云，一横一纵，尽显苍莽无
垠，我们似也随着诗人身临其境，感受到了
这磅礴之气。古诗词中或奇丽或雄伟的景
色，绘成美妙而独特的画卷，带领着我们去
感悟壮美河山的蓬勃生命力。

色彩的运用是诗词中最为显著的标记，
而诗词中的传统色彩更令人拍案叫绝。诗
人对食物的描绘很是活色生香，杜甫的“白
鱼如切玉，朱橘不论钱。”肥嫩的白鱼片片晶
莹，熟透的柑橘瓤瓣朱红，仿佛一盘秀色可
餐的佳肴置于面前。最天然的色彩在大自
然中，唐代诗人王维送友人赴任时，曾有诗
云：“日落江湖白，潮来天地青。”日落后，江

波渺渺，极目一片苍茫；涨潮时，荡云沃日，
天地一片青碧。诗人通过变幻的色彩表现
湖海的浩渺和潮水的涌猛，宛如一幅宏阔壮
美的水墨丹青。在描摹女子之美时，色彩又
多了一层娇艳。“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
两边开。”采莲少女与荷花共一色，花人同
美。诗人用调色板描绘出各种风物，引我们
阅尽多彩人间。

如果说诗词中的形与色让我们如临其
境，那意境美就是与诗人、词人共感怀。近
代国学大师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谈道：

“境非独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境。”
朗朗上口的古诗词中蕴藏着深邃的意境，引
人遐思。宋代诗人苏轼与友人野餐时曾道：

“雪沫乳花浮午盏，蓼茸蒿笋试春盘。人间
有味是清欢。”三两好友，一杯清茶，一盘春
笋，清淡欢愉的心境氤氲而生。李白有诗
云：“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诗
人借大鹏直冲青云之志向，抒发感慨，让人
心生敬意与向往。这凌云之志是孤勇少年
的热血豪情，亦是虚实意境的浪漫之美。古
诗词洗净铅华，虚灵如梦，轻烟淡彩，却表达
出了人生最深的意趣。

中国古诗词是被历史沉淀下来的美，最
细腻 的 情 感 ，编 织 在 字 里 行 间 ，成 就 了 一
首 首 美 到 极 致 的 诗 词 。 让 我 们 行 走 在 古
诗 词 的 流 彩 华 章 里 ，去 品 味 人 生 的 精 彩
绝伦。

岁月里流淌着诗词之美
■张严华（浙江）

说起来，七夕情人节好像只是年
轻人浪漫的专利，可老爸老妈这几年
也追赶潮流，每年都过一个有滋有味
的七夕节。

第一次过七夕节是在老妈 55 岁
那年。那时，老妈正是更年期最郁闷
的阶段，情绪反复无常，看谁都烦。特
别是老爸，被老妈欺负得天天挠头。
我可怜老爸，就问这样下去该如何是
好。老爸就说，七夕节不是就要到了
嘛，我打算和你妈也像你们年轻人一
样浪漫一回，去我们当初下乡插队的
地方度个七夕。

爸妈当年插队的村子是一个山明
水秀的山村，那里林茂粮丰，瓜果满
架。当年，他们把最美好的青春留在
了那里，山山水水记下了他们劳动的
身影，记下了他们的欢声笑语，记下了
他们的爱情起航。当他们穿着情侣衫
出现在村里，小村沸腾了，让爸妈一下
子找到了一种久违的亲切与感动。那
一晚，他们来到村头那株古老的葡萄
架下，那是爸妈第一次吐露心声的地
方。他们彼此对望，像当年一样地呢
喃细语。山里的夜空高，天上的银河
清亮，或许，天上的牛郎织女还没有幽
会，爸妈已然沉浸在温柔的甜蜜中了。

从乡下度七夕回来，爸妈果然有

了不小的变化，老爸更加呵护老妈的
更年期，老妈却一改过去的骄横，对老
爸也温柔体贴起来。我问老爸那次乡
下度七夕的经过，老爸就说了个大概，
还说那一晚他还专门把当年老妈写给
他的诗歌带去念了。老爸说这话时，
脸上仍然带着甜蜜，我不难想象，那一
晚，他们是度过了一个何等浪漫的七
夕。

第二年七夕临近的时候，老爸又
开始“上蹿下跳”地准备了，我问老爸
打算去哪，老爸说，趁着还能走动，去
云南，情人谷。

我不知道七彩云南的情人谷给
了老爸老妈多少心跳的感觉，反正他
们回来后，竟然曲不离口，天天哼唱
着动听的情歌。他们还带回来一套
当地的民间盛装，兴趣来了就穿上，
到小区的广场上舞蹈一番。看着他
们恩爱的样子和翩翩的舞姿，不时引
来阵阵喝彩。

年年七夕年年新，随着一个又一
个七夕的过去，老爸老妈的心在年轻，
感情在加厚。

又到七夕了，我问爸妈今年计划
去哪，他们异口同声说：保密！

听着，我笑了。我想，这一定又是
一个浪漫的七夕……

老爸老妈过“七夕”
■魏益君（山东）

寄居在江南小镇多年，最难忘的是小巷里的生
活，虽然几经辗转搬迁，但总叫人难以忘怀。

小镇不大，然而得天独厚。看路上熙熙攘攘，小
小的，乃是一方热闹之城。街道、小巷、亭台，无论走
到哪儿，都可以邂逅一丝古意。这座坐落于江南的
小镇，有一个极富诗意的名字——塘栖。

北京有胡同，上海有弄堂，江南就有小巷。小
巷，没有胡同那般富有历史的韵味，也没有弄堂这样
有着时光的烙印。小巷，不会让你有进入恍然世外、
出来繁华依旧的那种错觉，有的只是绵延的清纯和
充满市井味、鳞次栉比的家宅，而这些都是祖祖辈辈
生于斯长于斯的当地人最不舍的留恋。

古镇的小巷多是青石板路，历经风雨的洗刷，被
行色匆匆的行人踩踏，早被打磨得光滑且明亮。小
巷两旁的墙壁多是青砖所砌，一到梅雨季节就长满
青苔和不知名的小花。现今，小巷已改造成了美食
一条街，各色江南小吃、糕点，品种繁多，制作精良，
有口皆碑。

夏日的清晨，一声悠长的叫喊声总会如约响起：
“拌面、粢毛肉圆、粽子、馒头、发糕嘞……”每当这个
时候，住在小巷里的我总会在被窝里探出头，聆听让
人感到温暖的叫卖声，这嗓音是江南水乡汉子独有
的清亮，又带着点含蓄内敛。我会心急火燎地趿着
拖鞋，蓬头垢面地冲下去买两个粢毛肉圆、一袋豆
浆。这会儿的肉圆刚出锅，热腾腾地吃起来最够
味！自此，一天的油盐酱醋茶也拉开了序幕，紧跟着
就是一声高过一声的叫卖和嘈杂声，而这些都是令
人心安的声音，原始到一种近乎本能。

古镇的小巷，是江南最寻常的风景，虽现在有了
世俗浅陋的意味，但它岁岁年年用同一种姿态、同一
种神情，看着来来往往、或熟悉或陌生的过客。它也
曾有过青春容颜，经过时光的打磨，如今已是两鬓斑
白的老者，模糊了过往的爱恨，忘却了昨日的悲喜。

都说，红尘是客栈，我们不断地相逢与离散，只
是为了一个归宿。但与其对着大城市高昂的房价趋
之若鹜，倒不如居住在这一方小巷，与时光寂静相
守，做一个闲散洒脱之人，岂不快哉？

求学、工作，我终是离开了小巷，离开了小巷的
生活。我曾去过无数个地方，也到过无数个小巷，在
怀旧与追忆中迷离，却再也无法感知当年的滋味。

古镇小巷的生活，成了记忆中的一个个片段。
停留，或许就是一生。

江南小巷生活
■杜学峰（安徽）

刚立秋，集安早市上就有野果下山。
在一个不太显眼的位置，摆着一筐起早摘的带着

露水的山里红，晨曦中微微泛着羞涩的光。一串串身
披绿叶的山里红，肥肥的，红红的，吃一颗，甜酸中带着
一股大山里的气息。

哦！还是老家的那个味道。
又是一年秋收季。
我的童年是在大山里度过的，那个年代物资匮乏，

山里红算是不错的水果了。它在荒山野坡自由生长，
从不与林木争高下；它不用浇水也不必打药施肥，你管
它不管它，它都在快乐地开花、结果。有的，一枝独秀，
傲视春花；有的，漫山遍野，独霸秋风。

学校搞“勤工俭学”，我们放学后撂下书包，蹦跳到
厨房翻找玉米饼子，急急抹上大酱，边吃边顺手拿起荆
条筐，仨一帮俩一伙儿，飞一样奔向大山深处。太阳下
山了，大家相互吆喝着找寻归家的路。每个人的筐里
都满装着沉甸甸的山里红，当然上面还点缀少许绿绿
的圆枣子，在晚霞映照下，灿红中掺杂着青绿。汗涔涔
的脸蛋儿也红灿灿的，洋溢着掩饰不住的欢喜，伴着一
路的歌声，心儿早已飞起来了。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活法。至今，山里红仍是我水
果中的最爱。它红扑扑的脸上，深深刻着我童年的记
忆；酸酸甜甜的果肉里，芬芳着再也找不回的童趣。

无论我走多远，故乡的山里红永远是那个味道。

山里孩子，山里红
■刘文春（通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