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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荣宗

现在的城里人都喜欢住在小区里，因为小
区有完善的生活设施与配套的服务功能。小区
能带来稳定、安全、舒适与温馨，既是人们生活
的居所，更是人们情感的乐园。

我居住在罗裳山东部的华泰小区，这个小
区范围大、住户多，由于开发建设的时序不一，
自然形成了若干个小院区，人们习惯地直呼

“第×期”。小区内公共车道穿行其中，两侧门店
罗列，车流量大，这给小区增添了几分紧凑感。
人多气旺热闹，人多也纷乱嘈杂，但久住生情、
感悟自适，相信每个人都有一定的调适能力。

我居住在小区中部的一个院区里，这是整
个小区的一个局部，有单独的围墙，并有东、西、
北三个进出通道，平常可以同其他院区联通和
往来，进出也挺方便。院区内有三列连排楼房，
每排各有三栋，错落有致、层高适中。各楼栋之
间都有步道连接，可以任意串通绕行，方便人们
日常出行及休闲健步。我喜欢在休闲之时，在
院区内一圈接一圈地健步走，一来弥补久坐少
动的缺衡，放松一下周身筋骨；二来呼吸一番室
外新鲜空气，放松一下紧绷的心情。每一次下
楼“绕圈”，我都感觉能换来舒坦的心情，自觉享
着清福、乐在其中。

我的健步时间，大多数是在黄昏时或吃过
晚饭后。黄昏时天空霞光辉映，云团飞絮不断
变化，各种云图足够想象，或人物或动物或高山
湖泊，如观看一部浪漫的动画片，而且每次都有
不同的感受与启迪，我相信能够提高想象力，扩
大智慧空间。倘若是夜晚，星光点点、空宇灿

烂，深邃而辽阔。若有飞云临空，星星就如同与
人捉着迷藏，时隐时现、光怪陆离。我喜欢在夜
幕下的静空中观赏月亮，追逐着它的形态变化
和运行轨迹。我还喜欢观看天空中明亮的金星
和泛红的火星，当然还有天狼星和传说中的牛
郎与织女星，甚至边走边抬头仰望浩瀚的银河，
幻想着无边无际的宇宙故事。

当然，我更加忠实于现实，更加敬慕于自然
和尊崇于眼前。特别是喜欢边走边观赏路旁的
名木花卉、绿草嫩苗。时下正值深秋，香樟、古
榕、梧桐等乔木，老叶枯黄、随风飘落、满地翻
飞，呈现一片秋景。但也有不少秋之勇敢者，叶
常青、花如期、岁添锦，为深秋绽放出鲜艳和美
丽。在我居住的小院区里，高大的有异木棉花
热烈奔放，中等的有鸡蛋花巧探花蕊，小矮的有
绣球花燃放路旁。在我住的这栋楼的楼下，就
有一株文殊兰，每年的秋季都会开出洁白色、形
如伞的花朵，很吸引人们的眼球，每次在花开最
艳的时候，我都会用手机拍摄下来，存作对秋天
的美好回忆。

闽南沿海属亚热带海洋季风气候，入秋后
气温依然偏高，即使到了寒露节气，人们也可
以只穿一件单衣，当然这时也同样适宜在户外
运动。时值国庆佳节、长假来临，小区内装点
新颖、气氛热烈，男女老少出门游园娱乐更加
频繁，热情奔放地欢度这个秋中的佳节。走在
小区里，碧绿的树丛苗圃，平坦的路径小道，
齐整的健身器材，以及儿童游乐广场，着实引
来不少休闲健步的身影，不时传出响亮欢乐的
笑声。秋天的小区醉美如画，秋天的邻里笑意
最浓。

蔡安阳

风，夜起，微凉，透过半开的窗徐徐而来，宛
如细腻的冰纱拂过肌肤，带着清浅的秋意。雨，
破晓而落，干燥的空气也随着湿润起来，浸染秋
雨的空气中带着独特的芬芳……

细雨浅秋，暗香盈袖。
清秋浅浅，细雨绵长。雨一连下了几个时

辰，依旧不知疲倦。一场秋雨，洗净远山，洗过
田野，让世界变得唯美而笃定。俗话说“一场秋
雨一场寒，十场秋雨加层棉”。秋雨带着她的微
凉，洗去了夏日的燥热与张狂，孕育出一束含蓄
的香，那是生命的味道。这香中，饱含着草木经
过盛夏的葱郁后开始结籽挂实的成熟气息，再
加上从遥远田野里传来的稻谷香、泥土香，最后
汇聚凝结成了这秋雨之香。为这清浅的秋日增
添了许多韵味儿。

浅秋如画，美丽至极。
雨后之秋，十分微妙。如洗的天空深邃而

悠远，洁白而柔软的云，就像盛开的花儿，流动
在天际，让人心生涟漪，神之以往。蔚蓝的天空
下，绿，墨绿；黄，枯黄；红，深红……五颜六色的
叶子镶嵌在无垠的大地上，相互交错，绘制出一
幅秀美的画卷。而这幅彩色的画卷，正握在一

位柔软静美、温和多情的女子手中，此时，她正
用清澈的眸子、温柔的目光，抚慰着清秋的田
野——鸟雀在田野林间纵情歌唱，饱满的谷穗
沉甸甸地低下头，细细聆听着，就这样骄矜地展
示着丰收的希望，而她浅笑嫣然。

浅秋是诗，温情浪漫。
雨才停住了脚儿，阳光就迫不及待地冲破

云霄，站在高高的云端，播撒出一地的金黄和
无边的情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耕种者早已
经潇洒地走出秋收图，留下隆隆的收割声与巨
大车轮碾轧过黄土地印上的道道花纹。或许，
只有站在旷野，才能真正地感受到秋、拥抱到
秋。“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这便
是秋的高亢与深远、博大与宽阔。此时之秋，
更像一位智者，带着豁达与温情来到人间。他
告诉我们：叶落，稻黄，都是应该的事情，无需
惊喜，也无需叹息。正如，人生之秋，往事走
远，此情所在。

清秋浅浅，深深情长。
“秋水共长天一色，落霞与孤鹜齐飞”。漫

步在秋阳温润的余晖中，感受飒飒秋风迎面而
来，看碧波荡漾，芦竹随风而舞，美不胜收。蓦
然回首，竟发现此时秋水已出落得温婉起来，澄
澈明净，涤荡着一季的尘埃。不知不觉中，夕阳
的余晖悄悄散去，秋风也再次变得清冷了起来，
风拂过一片枯黄，大地再次呈现出一片萧瑟。
当心头正在感慨秋日的寂寥之时，一轮皎月悬
于深邃的夜空，清朗的月光洒下来。朦朦胧胧
地笼罩着大地，又呈现出浅秋的另一番深情。
不知此时多少天涯游子，将思念揉进这月光之
中，在这般清秋夜蠢蠢欲动。

浅秋，不浅。我在这清冷的夜色中，与月随
行，感悟着此刻的风情万种。

留婉珍

秋天登高，最先想到的是石狮的灵秀山。
记得满山金黄、天空澄蓝时，我的语文老师和几
位同学从山下母校骑着自行车，欢声笑语与秋
风相和，循着弯曲小道，在山里穿行，有时停下
来摘几片树叶回去做书签，或捡几块可爱的小
石子，用小刀悄悄刻上某个人的名字。上世纪
80年代，我在这里念书，度过整整三年，这座山
给了我许多美好的回忆。

岁月悠悠，带走了青春年华，可带不走回
忆。随着时光流逝，对灵秀山的印记却越来越
清晰，不舍这里的灵秀风光，不忘这里深切的
师恩友情。近日，再次上得山来，只我一人。
穿上最旧的布鞋，别管它样子不好，好走就行；

爱穿什么衣服就穿什么衣服，舒适就好；也不
必化妆，不用担心妆容太艳或太淡。如果从
金相院这边上山，爬几个陡坡，可以一直走到
山顶。山路比以前宽阔多了、平坦多了，路边
不知名的花草香和树木的清香掺和在一起，
满山弥漫着，沁人心脾。树还是以前的树，有
增没减，可我的语文老师已走了好几年了。
若从东边上山，一路会出现好多好多大树。
柏树，永远翠绿；白杨，挺立着；梧桐树，轻舞
着金黄色的裙裾；台湾相思树，每一根枝叶都
伸向蓝天。运气好的话，有时可听到秋游的
人在拉歌呢！

站在山上，足够你迷醉。秋风是温柔的，摩
挲着你的脸，轻绕着你的腰。看一看远处那连
绵起伏的山峦，望一望山下那高楼林立的村庄，
听一听高铁新区有节奏的隆隆声。站在山上，
你也可以想一想年少轻狂的事，想一想中年拼
搏的酸甜苦辣……更多的时候，我更喜欢独自
品尝寂寞。我享受着独处的妙处——物我两
忘，寂寞让我如此惬意。

灵秀山是人们寄放乡愁的地方，当地人在
山上建果林场、养鸡场，如今这里鸡鸣鸭欢、瓜
果飘香，灵秀山更显多娇。

林子

“何必漂洋过海，这里就是南洋。”驾车进
入漳平市南洋镇，路边宣传牌上的这句话深深
吸引了我。

在我的印象里，南洋和新加坡，是经常连
在一起的。果然，汽车拐进南洋小学门口，没
多久，就一直上坡。上到半山处，眺望远方，
南洋镇尽在眼底。远处，重重叠叠的山，一座
高过一座，云岚像彩带一般缠绕在山腰，给人
仙境一般的感觉。难怪，这里会成为水仙茶
之乡。

终于，翻过重重大山后，越过一个山坳，我
们远远看见，在一层层绿油油的茶田之上，有

一排吊脚楼一样的建筑。我们的目的地——
大用有机茶场到了。

门前清流蜿蜒，阁楼茶香四溢。坐在茶场
的观景阳台，我们沐浴在落日的余晖和悄然漫
流的雾气中，晚风迎面，给人一种飘飘欲仙的
感觉。呷一口主人泡的漳平水仙茶，听着这座
茶山曾经的故事，我们恍然有一种“今夕何夕”
的隔世之感。

这里是梧溪村的最高峰，海拔900米，终年
云雾缭绕，霓虹万千，犹如人间仙境一般，空气澄
澈，没有尘世的喧嚣，厮守着最初的至纯至圣。

在主人的叙述中，我们了解到，10年前，北
大的秦火保老师携着他对原生态农产业的热
爱，在这里种出有机茶来。如今，大用山已成
为闽西最大的有机茶茶山之一。

秦火保老先生，今年60多岁了。带动老先
生一路坚持的是对有机茶水仙茶的信心和追
求无化肥、无污染的纯天然茶叶的恒心。如果
没有秦老师10多年来对初心的恪守、对大自然
的执着、对健康生活的专注，哪里会有这一方

远离世俗的茶园净土，哪有这片让我们的内心
沉淀的地方。

这座以大用命名的山，风云变幻，景色无
穷。我们到来时，正是雷声滚滚、大雨将至未至
之时，此起彼伏的蛙鸣是这座山的主旋律，静心
谛听，称得上是一种至高的乐趣和享受。

千里横黛色，数峰出云间。静寂中，我对
“大用”这两个字忽然有了别样的体悟。曾经
读过一句话，叫作“无用之用，方是大用”，出自
战国时期庄子所著的《人世间》。原文是“山木
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
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
用也。”大意是，人们都知道有用的用处，却不
懂得无用的更大用处。就像大用这座山，千百
年来，在大多数人眼里，这样偏僻而高峻的地
方，自然是没有很大用处的，但在秦老师等专
家的眼里，却是一片罕有的有机茶园。这正合
了几千年前庄子的理念：人生之道的“无为”就
是要顺其自然，根据自然本质的需求来追求个
人在生活中的理想，实现自身的个人价值。简

单地说，便是我们要直视本心，同时要遵循自
然规律。

秦火保老师在种好有机茶的同时，对周
边进行生态修复，引进多种多样既具有观赏
性，又有固土防虫作用的花草树木——马缨
丹、桂花、杨梅、樱花、印度檀香、黄花梨等。
靠着“一分种，三分养”的理念，秦老师在有效
地保证茶田高品质输出的同时，还对当地的
原生态自然环境进行严格保护，这是多么难
能可贵的事啊。

“头戴绿帽子，腰缠金腰带，脚穿大草
鞋”。你看，山顶的大片绿色森林就是帽子，那
弯弯曲曲的茶山就是腰带，茶山脚下的水库和
其他绿色配套则好比大用山脚上穿的鞋子。

“浮云能蔽日，山色随风开。晴雨由大用，
美美自天来。”秦火保老师的团队，还顺应时代
的需要，在大用山开发出特色民宿，吸引了大批
沿海游客前来品茶、休闲、养生。正可谓：“无边
风光无边际，多来重游多来意”。大用，是我一
见钟情的地方，是来了还想再来的地方。

蔡桂章

武侯祠
丞相祠堂不用寻
锦官城内有大名
游人如织
浓荫漫庭

一部厚重的史册
翻卷着历史的烟云
尸山血河
鼓角争鸣
只见每一页都写着
鞠躬尽瘁
不忘初心

杜甫草堂
不见浣纱溪
不见浣纱女
都说这是杜甫的草堂
但早已不是旧时模样

通幽的曲径
串起一群阁楼台亭
一个四处漂泊
心念苍生的魂灵
硬生生地，被圈在
这富丽堂皇的园林

再也看不到
酒肉臭的朱门
再也听不到
卖炭翁的呻吟

白帝城
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书生
竟用一把火
把蜀国
烧得奄奄一息

悔千重
恨千重
多少悔恨
定格在托孤堂中

青山依旧
残阳依旧
多情最是长江水
日夜呜咽
轻抚着白帝城

此山曰大用

灵秀怀想

清秋浅浅

小区美如画，邻里笑意浓

问菊（国画） 杨新榕

巴山蜀水留萍踪
（组诗）

感悟

站在大海与河流之间
（组诗）

杨娅娜

洛阳桥的表情
浑厚水墨牌坊铭刻庄严
红色、玫红色的花朵铺开地毯
整妆、凝气、专注
以主角的风采登场

八百多年前的石桥
斑驳的石梁欲言又止
石刻上传递古老的信息
我们正走进传说的故事

石桥中间的古塔矗立
虽然无言，但隐约传来对话
冥冥之中注定，桥上的相遇与分别
不可言喻的灵性，在跃动

干枯的河床布满一个一个的小黑洞
许多小螃蟹爬出来，跳跳鱼跃出
阳光下一个个小生命发着光
也许是晒热了，又迅速钻进洞里

白鹭在绿色的红树林上欢飞
穿梭在古代与现代的信使
驮来阳光，投下身影
远处的青山，绿白之间更加清丽
一阵飞机轰鸣声，打破古桥的宁静
红树林分开一条道给水路
让水和思绪，流向远方

入海口回流
水在涨，桥却不涨
船静止，灯光在闪烁
时光穿梭的不只是人流
还有月光海，荡漾希望的羽翼

河流奔赴大海
红树林让开一条道
从我们脚下流淌而过
而何处是他的远方
他又将会流向哪里

河流即将汇入大海
但是他眷念大陆
在入海的时候，伸开双臂
拥抱一片扎根于海滩的红树林

秋风起时，月将圆
古桥头的新戏起伏
连接了中世纪的序曲
演绎一段横亘古今的传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