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畲村丰收节
百姓记事

□ 许一跃

难忘今年丰收节畬乡行。时值金
秋，花果飘香，田野似锦。福建省霞
浦县盐田畲族乡境内的西胜村庆丰
收活动热闹非凡。我们来到村里正
赶上“葡萄王”评选。西胜的葡萄园
紫气辉煌，串串葡萄晶莹透亮，评选

“葡萄王”是见证荣耀的时刻。为了
进一步提高葡萄种植质量，鼓励种植
户继续努力，该村借此节日来一个评
选，“葡萄王”戴着红花，引来万众敬
仰的目光。

西胜是红色的。西胜村是第二次
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重要的革命根据
地。西胜有座千年古寺，在这里成立了
红军独立团。多少烈士殷红的鲜血，多
少代人的努力奋斗，换来了今天的幸福
生活。西胜的丰收是奋斗得来的。乡
村振兴，撸起袖子加油干；为了大地的

丰收，乡亲们辛勤劳动付出。农民敬仰
八仙，学会了“八仙过海”的本领，凭着
一套硬功夫创业致富、建设美好家乡。

在西胜田野的舞台上，一群美丽
的畲族姑娘踩着花鼓灯的节拍，翩翩
起舞，向我们挪来。婀娜旋转之间，绿
了杨柳风，红了枫叶雨，甜了葡萄果，
美了漫山茶园。

欢庆丰收的日子里，村民们心系祖
国，歌颂党和政府的富民政策；不忘初
心，缅怀红军可歌可泣的英雄壮举。当
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西胜开展了
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斗争，西胜人民为
革命的胜利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在这
片红色的土地上，我们看到了革命先辈
叶飞、曾志、马立峰等人的足迹，听到了
红军和畲民血浓于水的感人故事：村民
雷云铨照顾身负重伤的叶飞；蓝荣妹危

难之中救曾志；雷石祥为保护革命同志
投身将军潭……军民团结奋斗的红色
精神，在西胜代代相传。

如今，西胜年轻人的心就像燃起
旺盛的火焰，充满理想。丰收的欢乐，
甜蜜了整个村寨。花前月下，茶园田
头，当黄昏调浓天空的墨色后，一对对
畲族情侣就唱起爱恋的歌。田野的五
谷丰收了，天边的云霞映红了畲家姑
娘甜甜的笑容；水中的鱼虾畅游，溪潭
的镜子照美了畲家姑娘修长的身姿。
畲家姑娘柔情似茶，美丽如花。花一
样的姑娘深情地唱着歌，摘着秋茶，绿
油油的茶园靓丽了她们的身姿。丰收
的畲乡真美啊，叶子金黄，铺满大地，
瓜果累累，挂满树架；橘子圆了，梨子
甜了，石榴笑得露出牙。美丽乡村西
胜多么丰富多彩！

8
姓

百 茶坊
2022年11月12日 星期六 编辑：付雅 新闻热线：01084395102 E-mail：bxcf2204@163.com

湖
□ 文博

清晨，太阳一上山

就与湖水无数的涟漪相遇

湖面，洒满了跳动的金子

暮色低沉，二只白鹭戏水欢酣

它们对酌黄昏，并彼此凝视

月亮和星星轻轻游弋湖水

亲爱的，置身于这深沉而神秘的傍晚

我们应该坐在湖畔饮酒，写诗

或者纵身一跃，跳入湖中

将灵魂往深远摆渡

我不能慢待这大好的辰光

整个旅途，我都在寻找南山的野菊

寻觅一首关于湖光和山色的诗

把我步步引向深入，跌进寂寞的秘境

起身的瞬间，我忽地听到

鱼儿惬意的阵阵鼾声自湖底升起

初冬的思绪
□ 刘荣昌

回忆 盛夏时的想念

多么盼望的季节

晚秋疾走 乍寒还暖

不用厚厚的羽绒服

潇洒的夹克 牛仔 运动鞋

忽一日 瞬间

越过秋的过渡

一下子冷风骤至

萧瑟地勇往直前

这一刻 扭身

开始向往

知了鸣叫的六月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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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之间

口颐之福

屋顶上的美食天堂 □ 马亚伟

老槐树的叶子已经落尽，只剩光秃秃的枝丫，院子里
敞亮起来。我和堂姐玩累了，偷偷攀上梯子，到了屋顶上。

屋顶上堆满了收获的果实，花生、大豆、高粱，还有红
薯干、柿饼。我们小时候，没有零食可吃，能填饱肚子就不
错了。可老天爷最懂怜惜馋嘴的孩子，一年中总有一些日
子，会赐予孩子们纯天然的美食。当果实被大人收拾妥
当，孩子们就开启了一段过年般的美食之旅。屋顶上的花
生、红薯干、柿饼，井然有序地晾晒在阳光之下，散发着香
甜的味道。对我们来说，屋顶上无疑成了美食天堂。

堂姐是个机灵鬼，总是趁祖父、祖母不在家的时候，拉
上我去屋顶。屋顶的风很冷，但有阳光的日子特别暖和。
整个屋顶全被阳光覆盖，晒得人眯起了眼睛。我和堂姐坐
在屋顶的空隙处，周围是各种天然美食。我们两个仿佛两
只钻入了粮囤的小老鼠一样，怎能禁得住美食的诱惑？

堂姐说：“咱们吃花生吧，这么多花生，吃点也不会
被发现。”花生还没有干透，正是最好吃的时候，水分少了，

香气浓了，却还保留着花生最本色的香味儿。“姐，真好
吃！”“嗯，晒干了不如现在吃好吃。”

阳光酥软软地照着，两个贪婪的小吃货，享受着一年
中最丰盈、最幸福的时刻。现在想来，那些慢时光都是带
着香味的。

我最爱吃的是红薯干和柿饼。红薯干是祖母做的。
她把红薯一块块洗净，放到大锅里馏熟。熟了的红薯，再
切成小块儿，整齐地码好，最后放到屋顶上晾晒。晒好的
红薯干，嚼起来很费劲儿，常常嚼得人腮帮子都疼，不过却
是最耐吃的零食，一块红薯干可以吃小半天。柿饼的做法
也不复杂，每年祖母都要为我们做柿饼。祖父、祖母最爱
吃甜柿子，可他们宁愿自己不吃，也要留下一些柿子给我
们做柿饼。祖母把选好的柿子去蒂，然后用水洗净，晾干，
再把柿子比较硬的外皮削掉，用滚烫的开水烫一下，然后
就可以晾晒了。柿饼晒好了，会长一层白霜。柿饼特别
甜，赛过蜜，果肉软糯，是无与伦比的美味。

堂姐拿起一个柿饼说：“咱俩一人一半！”柿饼不多，祖
母嘱咐我们晒好再吃，可我们哪里忍得住。吃掉一个，我
们没忍住，又吃了一个，两个人一口气吃了五六个。

屋顶上的美食天堂，是我和堂姐的秘密，我们时不时
就去享受一下美味。

零食吃多了，饭就吃得少了。那天吃过饭，祖母对祖
父说：“房顶上的花生、红薯干、柿饼，怎么少了一些呢，是
不是被猫偷吃了？”祖父咳嗽一声，说：“猫不吃那玩意，一
定是老鼠吃了。”我和堂姐听了祖母和祖父的对话，吓得不
敢吭声，生怕被祖父或者祖母揭穿我们的秘密。可是，这
样的对话之后，祖父和祖母没有再说什么。

我和堂姐不敢轻易去屋顶了，虽然有时还会忍不住
去，但祖父和祖母教我们懂得，再好的东西，也要懂得有节
制地享用。不久后，屋顶的美食都晒好了，祖母收起来，然
后细水长流地分给我们吃。这些美食，够我们吃整整一个
冬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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捡秋之乐

品味乡村

□ 杨丽丽

“捡秋”在我们老家方言里叫“揽秋”“捡秋漏儿”，与土地打过交道的人都不会陌生，就
是在田野的庄稼收割完毕以后，继续在庄稼地里刨刨挖挖，寻找遗漏下来的玉米、花生、地
瓜、西瓜等。

寒露过后，满地的庄稼，满树的果子，带着浓郁的芬芳涌进了农家小院，放眼望去庄稼
地里一片天高地阔，果园里也变得萧条和寂寥起来，那些躺倒的庄稼棵子、渐次枯黄的草
丛里藏着无数遗漏的惊喜。

其实打下的粮食足够生活，可是农人们敬畏土地，也敬畏粮食，舍不得浪费一粒粮食，
于是秋收过后就会有一些妇女和孩子加入了捡秋漏儿的队伍。

我小时候最喜欢和母亲去捡秋漏儿。
花生地，是捡秋漏儿最多的地方，那时候由于原始的收获方式总是能或多或少遗留一

些花生在土壤里。挎一个小篮子，拿一把小锄头，跟在母亲后面，东刨刨，西刨刨，只是半
天过去了，找不到几粒花生。可是母亲就不一样了，母亲很认真地在地里翻着，刨起的土
块整整齐齐，像给别人犁了一遍地，母亲常说：“别人允许我们在地里捡秋漏儿，我们也要
尊重别人，不要像小狗子撒欢儿，把别人的地弄得坑坑洼洼的。”我吐吐舌头看着母亲篮子
里白白胖胖的花生，就忍不住大快朵颐起来。花生地里最好捡的秋漏儿，是在主家犁了地
种上麦子以后，要是再赶上一场秋雨，那就更妙了，藏在土壤深处的花生被犁铧翻了出来，
又被雨淋得干干净净，一个个等着我们去捡。

西瓜地里也能捡秋漏儿。小时候种西瓜的人家不多，都是摘了瓜去卖钱，母亲深
知农人的不易，深知西瓜的珍贵，不会轻易去西瓜地里捡秋漏儿，可是又禁不住我们
几个孩子的软磨硬泡。母亲去捡秋漏儿都会事先询问一下西瓜地的主人，确认人家
确实卖完了瓜，又自家人都捡过一遍了，母亲才肯带着我们前去。明知能捡到西瓜的
机会微乎其微，可是我们还是欢天喜地去帮忙，匍匐在地的瓜秧子都被买瓜的人扯到
了一边，乱糟糟缠成一团，我们最喜欢这种乱糟糟的瓜秧子，主人家懒得去搭理，极有
可能遗漏一两个小西瓜。我们姐弟三个用脚踩、用手摸，有时候还真能摸出一两个坑
洼不平的小西瓜，是连主家都嫌弃的丑样子，可是我们不嫌弃，都说歪瓜裂枣甜如蜜，
这样的西瓜被我们摸出来都会就地解决，一拳头下去，西瓜就裂开了花，吃在嘴里比
蜜还甜。

捡秋漏儿靠的是耐心和坚持，几斤花生几个小西瓜值不了几个钱，可是要的是那种感
觉，虽然收获甚微，大家还是乐此不疲，走在天高云淡的天地间，一锄头下去就会收获一粒
花生果，扒开枯萎的草丛就会发现一颗隐藏的枣子，得到的是一种满足，一种意外收获的
惊喜。那些藏在土壤里、枝头上、草丛里的惊喜，会让人时刻充满着希望。捡秋漏儿捡的
不仅是庄稼，还有那些藏在人们心中无尽的希望。

说来可能没人会相信，这是我第一次出来逛早市。
北方的十月，虽然晨曦已照在身上，但清晨还是带着明显寒

凉的。坐在电动车后座的我，后悔没套件风衣，双手便不由地伸
向前环起，捂住了爱人的肚脐位置。我知道，为我挡风的他，感
觉冷也从不会说冷的。我们就这样，一路向西，朝着早市的大体
方向驶去。突然，我俩几乎同时喊出了“早市”两个字。眼前，一
条熙熙攘攘的街道，人山人海，即便伸长脖子，也望不到头。原
来，早市距离我家不过一公里。

我赶忙下车，兴奋地向道边摊位跑去。呵，多么鲜嫩的蔬菜
呀！我本就特别喜爱绿，看着眼前翠绿欲滴的蔬菜更是挪不开
步子，就要付钱把它们买下。身后的爱人便戏谑我，说：“消费格
局太小，着啥急呀，这条街足有四五百米长，街道两边摆着那么
多好东西，多看看，比较一下，买最中意的才好。”

确实如此，我们挤在人群中，一边走一边看，各类海鲜、肉、
蛋、菜、瓜果等一应俱全，看得我啥都想买点回家。活蹦乱跳的
大虾，现场炸制的油条、葱花饼，都好得很呀。你看那些蔬菜，筐
筐篓篓地盛着，小堆小摊地摆着，大有“携筐争早市，一路斗芬
芳”之势。赤橙黄绿青蓝紫，哪个摊位，不是一个独立的五彩小
菜园？芹菜、韭菜、辣椒、西红柿、豆角、茄子、花菜、萝卜、白菜、
土豆、蘑菇、黄瓜、油菜……全都带着各自的色彩，缤纷着小城的
烟火气息。那茼蒿还带着晨露，卖主大娘告诉我，蔬菜都得当天
采摘，天刚放亮采完就要马上拉来早市。看着她布满皱纹又黢
黑的脸，我仿佛看到了东方泛起鱼肚白时她的种种辛劳。那辛
劳，让我想起了离世的母亲。

恍惚间，有人拽住了我。一看，竟是两个多年未见的老
邻居。惊喜中，我们相互诉说着近况，询问着一些老熟人的
消息，然后一路感慨时光如梭，一路逛买生活所需。一个邻
居买了两串编成辫子的大蒜，说是以前家里新刨的大蒜都是
这样编好，挂在阴凉通风处，随吃随取，吃到下一季大蒜成熟

也不会变坏变空。我见另一个邻居买了一小捆带着新鲜泥土的大葱，便问：“为什么
不磕掉泥土再称呢？”她说：“带点泥土的，回家好保存，又多不了几个钱，这样的葱一
看就是小菜园里种出来的，无论是烹锅还是出锅撒葱花，味道都更鲜。”我瞬间感受到
现在生活的美好，不必在意多花几个小钱，心仪就是喜悦。而早市，又给了多少人念
旧的情怀啊！

我和爱人逛了一个多钟头，一圈逛下来，早市便成了我想常来的地方。这里没有按喇
叭、放尾气的汽车叫嚣，这里只有充满感情色彩的叫卖声、讨价还价声、熟人招呼声，弥漫
着小城的烟火人情。朝气霞光中，一路挤挤挨挨的人潮，或腿跨电动车，或手扶自行车，或
步行，人人手里提着的、车筐里载着的、车架上挂着的，都是心满意足。

热闹的早市，升腾着人间烟火味，温暖了一座城市和我们的生活。

近日，浙江省台州市仙居县双庙乡共富联盟宣讲队深入村组，组织开展党的二十大精
神宣讲活动，举办“流动课堂”“板凳会”，用三句半、快板等接地气的方式宣讲，宣讲内容以
小切口呈现大主题，用小故事讲活大道理，语言生动活泼，让基层群众愿意听、听得懂、听
得进。图为宣讲队在双庙乡公平村平时最热闹的大樟树下开展宣讲活动。

王华斌 吴越 摄

过了霜降，院子里便开始落叶纷
飞了。

一个秋天的午后，我和四岁的女
儿一起去清扫院中的落叶。我笑着
说：“我们是站在冬天的门口扫秋呢。”
女儿却不以为意，她更希望屋檐下那
些早已南迁的小燕子统统都飞回来，
陪她一起去撒欢儿。

忽然，她一声尖叫，扔下工具就蹲
了下去。只见一只黑白相间的燕子，
孤零零地睡在落叶下，不知是什么原
因，早已没了生机。

女儿和我决定一起把小燕子埋在
大树下。随后，她就开始喋喋不休地
和我讨论小鸟死亡原因的话题。我和

她罗列了多种可能，随口说了一句：
“因为任何生命都是有尽头的！”

“老爸，我也会死吗？”女儿眨着眼
睛惊愕地望着我，忽然泪流满面：“可
我不想死。我也不想让爸爸妈妈死。
我不想离开你们！”说完，嚎啕大哭。

我瞬间怔住了，一下子揽过女
儿。我一时语塞，竟不知如何去和女
儿进一步解释生命的结局——毕竟，
死亡的话题，对于一个四岁的孩童还
是无法承受之重。

那天晚上，女儿连饭都没吃，她在
抽泣中睡着了。明天的太阳会照常升
起的，她会彻底忘了这个话题，又会变
回快乐的模样。

有人说，生命终究是一场追逐着
幻光的旅行。生命是有限的，我们才
会懂得人生不仅仅为了活着而活着，
我们才会懂得不负好时光，用自己喜
欢的方式去追求、去承受、去感悟、去
生活、去经历，让紧紧握在自己手中的
生命更有厚度，更有意义。

女儿啊，我们的生命就像是一只
自由翱翔的鸟。因为早已知道了自己
最终散入尘烟的归宿，所以我们才会
紧紧握住，我们才会去天空尽情地自
由翱翔！你要用自己的眼睛和心亲自
去感受这个烟火人间的温度，用自己
的翅膀去一寸寸丈量这个世界的曾
经、现在与将来。

生命是一只自由翱翔的鸟
人生感悟

□ 云心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