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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龙飞

  为了向广大读者分享更
多文学佳作，也为给热爱文学
创作的朋友增添赏鉴和交流
的平台，本报《逸文》版现面向
广大作者征集优秀文稿作品。
  征稿要求内容积极向上，
文字富有真情实感，注重地域
特色，随笔、诗歌、散文、小说
连载等体裁不限，字数控制在
1500字以内。所投稿件必须
是本人原创，因稿件引发的纠
纷，由作者自行承担。
  如果您有打动人心的故
事，对美好生活的感悟，家长
里短的趣事，请记录下来投稿
给 我 们 吧 ！ 投 稿 邮 箱 ：
410509596@qq.com

 征稿启事 

  幸福的日子里阳光和煦，神
清气爽，志得意满，一切如滴在嘴
边的蜂蜜越舔越甜；不幸的时日
阴雨连绵，晦气冲天，要么是捉襟
见肘的局促与不安，要么是脸上
仅存的荣光也被残酷的现实扫帚
扫得一干二净……所以我们每个
人都在追求幸福，躲藏不幸。
　　只是，人生如四季，有暖春就
有寒冬，有盛夏就有凉秋，面对大
自然的冷暖更替，人们会理所当
然地添衣取暖，摇扇纳凉，无人会
为此纠结痛苦，抱怨生恨。而当
遇上生命里的高潮低谷，激流险
滩时，能平静相处者就很少了，大
家要么想方设法地躲藏，要么涕
泪齐流，把本该寻找出路的双眼
蒙上恶劣情绪的窗帘，陷入痛苦
深渊，不能自拔。
　　对智者而言，却是没有幸与
不幸的分界线的，因为他的视野
如宇宙般开阔。在这片没有被幸
与不幸分割的心田上，智慧的剑
弩自由穿行，豪气冲天的干劲飞
荡于长天。当智慧与干劲并举之
时，便是扭动乾坤之日。要想不
被“幸与不幸”牵绊，就该做一个
无 意 于 一 时 之 幸 与 不 幸 的 大
气者。
　　我的一位少年好友的父亲常
年生病，她早早就挑起了家庭重
担。常人看来她是不幸的，但是
她却能从“不幸里”汲取快乐。父
亲深夜发病，她独自一人骑车到
离家五十多里外的医院取药，并
幸福着那种披星戴月的豪迈感；
她代表父亲处理重大家庭事项
时，幸福地积累着与人交往的诀
窍……一路行来，她忙碌并快乐，
在风尘仆仆里硕果累累。时至今
日，她已是一位在我们当地备受
瞩目的房地产大咖，每个人都艳
羡她所拥有的荣华富贵，却不知
她当初耕耘的土地里，洒满了多
少磨练意志、丰盈智慧的“不幸种
子”。原来我们兜兜转转寻找的
幸福年华，都深藏在那所谓的不
幸时光里。谁敢否认浓雾的中心
没有隐藏着太阳呢？凡事稍等片
刻，一个瑰丽多姿、朗日乾坤就一
定会慢慢展现在你我面前。
　　幸与不幸，风摇影动，倏忽有
变，皆为人间常态。我们只可无
惊无喜，静而观之则已。

幸与不幸
□闫飞

丰收情结
  几十年来，父母一直都有浓浓的丰
收情结，着实令我们钦佩和感动。
　　父母与共和国同龄，饱尝过灾年吃
草根、树皮乃至白鳝泥充饥之类的痛楚，
所以格外珍惜粮食，渴盼能够吃上饱饭。
大集体劳动时，他们努力挣工分，待丰收
后，分到一定的粮食，勉强度日。后来，
他们在自留地里种玉米，在承包田里种
谷子。起先是四黄、贵朝等老品种水稻，
虽产量不高，也足以令他们欣慰。杂交
水稻推广后，一到秋收时节，父母的田里
便会呈现丰收的景象：谷吊长，谷香悠
悠，谷粒饱满、金黄，显然未遭受病虫害，
怎能不令人欣喜！
　　既然丰收了，就得以实际行动庆贺
一下！父母望望金灿灿的稻谷，开心地
拿镰，弓腰，割谷，搭谷子，改草把，打
场 ，翻杈 ，出场 ，晒谷 ，扬谷 ，颗粒归
仓……他们井然有序地忙碌，合力奏响

“丰收曲”，可谓累并快乐着。
　　新米丰收，自然要尝新。父亲挑着
丰收的稻谷到大队加工厂打米，人多得
排队，常常是排到半夜或凌晨才能打到
米。但尝新要紧，父亲咬咬牙，坚持挺
过来，如愿以偿地打到了新米，那畅然
唯有他能心领神会。
　　到家后，心有灵犀的母亲赶紧将米
淘洗，下锅，烧火，煮涨，沥米，蒸……有
条不紊地操作后，新米饭的清香很快就
弥漫在灶屋内，让一家人垂涎。再炒几
个小菜，端出咸菜，“尝新”就开始了。

父亲说着丰收的话儿，母亲谈起栽秧割
谷的辛酸，我和弟弟分享着丰收的快
乐，那幸福，不言而喻。
　　“还得把新米送给亲朋好友，一来
浓烈情谊，二来见证丰收，三来共庆丰
收！”还是父亲考虑得周到，他与母亲一
起把一袋袋新米送给亲朋，诠释“礼轻
情意重”。有亲朋来串门，父母总是热
情招待，既煮新米饭，又炒、炖美味菜
肴。倒出老白干，喝上“丰收酒”，一桌
人举杯共祝，或猜拳行令，或谈笑风生，
好不快活！
　　那段时间，无论是干农活，还是休
闲，父亲都会吹口哨，吹老歌儿；母亲同
样说话开心，走路高兴，做事风风火火。
我们受到感染，也会唱“丰收歌”，说“丰
收话”，极尽所能地帮助父母，赢得夸
赞；也会在丰收的激励下，发奋读书，争
取进步；还会把父母的“丰收情”写进作
文、日记里，感恩好年头和不辍劳作的
父母。
　　我们外出读书、成家立业后，那些
丰收情结越来越浓烈，越来越唤起我们
的乡愁。可惜，每年丰收时，我们都忙
于工作而不能回去看望父母、感受那份
喜悦。唯有收到父母送来的新米，及时
煮来吃并面朝老家虔诚地祝福，心里才
会安然。
　　最近几年，丰收节应运而生，父母
会以他们的方式予以庆祝，过个开心的
节日。而我们也总不忘在那天给父母
打个电话，送祝福、道珍重，以表心意，
任丰收情结得以传承，陶醉心灵，慰藉
乡愁。

诗三首

母亲的月亮
□尚庆海

中秋的月亮挂在故乡的枝头
皎洁明亮的月光

散发着桂花的馨香
跳进母亲的水缸

　　 

母亲伸手想把月亮握住
水缸里的月亮晃了一下

母亲用一只大瓷碗
把月亮舀起来端在眼前

　　 

盛在瓷碗里的月亮
如此亲近地凝视着

母亲慈祥和蔼的面庞
母亲潮湿的眼里

慢慢绽出温暖的笑意

丰收节
□蔡同伟

蝈蝈唱起古典谣曲
蟋蟀朗诵传统诗词
蝴蝶舞蹈斑斓身姿
螳螂挥刀耍着杂技

乡野上的生灵
竞相向丰收节献艺

　　 

大豆摇起亮响金粒
高粱扬起紫红旗帜
花生怀抱一堆儿女
谷穗头颅垂向大地

乡野上的庄稼
纷纷向丰收节致意

　　 

葡萄藤下挂满珍珠
苹果园里硕果盈枝
大枣树上玛瑙闪烁
遍地南瓜腆着肚皮

乡野上的瓜果
列队向丰收节献礼

　　 

机车驮着袋袋收获
晒场铺展灿灿欣喜
地头堆起垛垛秸秆
粮囤撑满殷殷果实

丰收的光景
辉煌在丰收节里

　　 

这是一个年轻的节日
这是中国农民盛大的节日

激情洋溢着这个节日
喜悦浸透着这个节日
欢乐点亮了这个节日
幸福涌淌在这个节日

秋分帖
□罗裳

节令平分秋色
一半馈赠白昼，一半留给黑夜

山水寂然，草木知归
蝉声渐行渐远，黄叶纷纷离枝相送
莲藕涉水上岸，野菊风风火火来迎

　　 

镰刀平分田野
一半青衫飘逸，一半黄袍加身

成熟的阳光颗粒归仓
　　 

西风倚在枝头，解开枫叶羞涩的心事
柿子点亮灯笼，温暖秋虫细碎的呢喃

　　 

一条平分南北的河流也把我平分
一半故园欢笑，一半异乡垂泪

□徐全启

  我居住的地方环境非常好，在县城
的南端、公园东侧，离老家村子八九里
路，站在楼上向西南看，就能隐隐约约
看见老家房子顶上插着的五星红旗，以
及旁边高耸挺拔的梧桐树。楼前就是
城市的母亲河——— 风河，这里常年水流
潺潺，东南就是浩瀚的大海。清晨躺在
床上，能看到火红的太阳从镜子般的海
面上微笑着升起。
  今年中秋节的月亮格外明亮，一开
始挂在天上，后来站在山上。隔窗望去
它如脸盆般大小，闪着清澈透亮的光，映
在前窗上形成远近两个月亮。我躺在床
上看着它，里面隐隐约约像是有嫦娥的
模样，仿佛在一片绿树旁飞翔。月亮照
着我的窗，看着我的床。同时也照着老
家黄土地上爹娘已不在的空着的祖房。
  儿子出国留学，妻子去陪读，因为
国外疫情严重，过节没回来。我一个人
明明就在家乡，却有种“独在异乡为异
客，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感觉，躺在床上
看月亮，倍增伤感和惆怅。
  记得小时候，每年的中秋节，娘都
会早早起床下面条、炒韭菜鸡蛋，随后
在客厅桌子上供养一碗饭，供养饭的碗
一般选大花瓷碗，因为盛得多。午饭是
重点，先是豆角芋头大锅菜，煮熟的芋
头黏糊糊的，豆角则是绿茸茸青脆脆
的，再杀上只家里养的、院里随处跑的
小鸡，佳肴的鲜美立马升级。村子里杀
的猪看上去很敦实，把它的肉放在大锅

里一炼油，滑溜溜香喷喷，随后，娘舀上
一瓢水，盖上锅盖，烧起大锅柴火，不多
会儿再放上从山上采的松伞（小蘑菇），
加上用地瓜做的新鲜透亮的粉条儿，便
成就了一道“万事如意”。看着汤汪汪、
热腾腾的菜肴被舀进小缸盆里，我的口
水垂涎不断。
  女儿出嫁，妻儿出国，家就只一个我。
面对现实很无奈，没事躺在床上就只能隔
窗看月亮，月亮依旧那么明那么亮。人们
一个个变老，可月亮依旧不变样。
  妻子从国外发来视频问过节怎么
样？我说没意思，不怎么样。儿子凑了
过来，“爸爸，家里怎么也比这里强！每
天啃着又黑又硬的面包，真是吃够了！
上完学立马回去，这儿比咱那儿差远
了！”帅气的儿子在视频里诉苦，“咱那
儿要什么有什么，这里缺三少五，没人
情，没意思！”
  “他爸，今晚的月亮圆吗？月饼甜
吗？”妻子凑近镜头，“这里也能吃到月
饼，但味道老觉得不一样；这里的月亮
也亮，但好像没有老家的圆。”
  妻子的话让我鼻子发酸。其实，国
外的月亮与国内的并无两样，它在天上
悠闲地睁眼看。然而，与家人异国分
别，每天一样的太阳与月亮，风景却不
一样；每天相同的时间，内容却大不同。
月是故乡明，家乡的黄土地让人生充
盈，生命厚度倍增，在我们的心中，不管
在哪里，总是想根，想念传承。

月是故乡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