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咏秋
高曙光

秋日过西华箕子读书台有感

芦苇携花舞浅滩，
满湖澄碧起微澜。
白鸡漫步啄寒草，
锦鲤摇鳍戏钓竿。
箕子台旁孤影照，
城隍庙内信香残。
游人稀少无叨扰，
独沐秋风天地宽。

校园秋色

一夜西风秋意旺，
层林碧叶染红妆。
奔驰星月常疲惫，
休憩亭台罕紧张。
颜色宜随光景换，
声名须借桂枝扬。
几番纤羽争高下，
登上梢头唱远方。

秋日校园内遇丘上黄花有感

红日东升抛锦绣，
采收寒露暖清秋。
层林尽染斑斓色，
时鸟初歌婉转喉。
叶茂根深悬硕果，
水平岸阔纳涓流。
黄花无意争新宠，
蹊径闲言竟未休。

秋晨有感

清晨雨过感寒凉，
郊野村夫格外忙。
收获入仓消膂力，
耕耘播种育嘉粮。
登楼尽览平原阔，
回首方知岁月长。
何必腾云三万里，
眼前皆是大文章。 ③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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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笔

苏轼：乐观豁达任平生
郭良卿

������人生缘何不快乐？ 只因未读苏东
坡。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
眉山人，唐宋八大家之一，一生仕途
坎坷，身心饱受折磨。 虽然一生跌宕
起伏，但他活出了自我，在诗、词、散
文、书、画等方面均取得了很高的艺
术成就， 成为北宋中期的文坛领袖。
最令我仰慕的， 不是他有绝世文采，
而是在面对困境时所表现出来的乐

观豁达的生活态度。 我想，这正是苏
轼的魅力所在。

喜欢上苏轼是在高中时代。 1989
年我高考虽然考了高分，但因小儿麻
痹症导致的残疾而名落孙山。 我拄着
拐杖来到我的语文老师王玉刚家里，
在我心里，这是一次告别。 残疾造成
的各种困苦、求学的无限艰难、看病
带来的生计窘迫、大学理想的突然破
灭，让一直十分自卑的我失去了前行
的勇气。 王老师轻轻地摸着我的头劝
我，人生皆困苦，道阻且漫长，上天在
茫茫人海中将残疾落在你身上，就是
相信你不但可以承受得了，而且还能
大有作为，所以千万不要做傻事。 随
后，他从书架上拿出珍藏的林语堂的
《苏东坡传》赠送给我，希望我能像苏
轼一样勇敢地面对人生中的挫折和

打击， 敢于直面残疾带来的一切困
难。

读这本书时，感觉苏轼的形象跃
然纸上，特别是他那乐观豁达的人生
态度，不论是在贬谪时期，还是为官
时期，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
也慢慢变得乐观豁达。

“打不倒你的 ， 终将使你更强
大”， 这句话用到苏轼身上再合适不
过。 苏轼刚被贬到三面环江的黄州，
就开始在自然中发现美，在逆境中寻
求生活的乐趣。 他写了一首流传很广
的诗《初到黄州》，“自笑平生为口忙，
老来事业转荒唐”， 以自嘲的语气开
头， 说自己一生都在为口腹奔忙，可
见苏轼豁达的人生态度。 “长江绕郭

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想想他一
个以前顺风顺水且经常被皇帝和士

大夫们赞赏的人， 如今被贬黄州，本
是件悲伤的事儿， 可他却发现黄州
“鱼鲜笋美”，这种自得其乐、随缘自
适的人生态度，真是让人敬佩。 苏轼
这首诗满篇自嘲，从黄连中嚼出了甜
味儿，一反古代诗人在遭受打击时鸣
冤叫屈、叹老嗟卑的惯例，虽自嘲不
幸，却又以超旷的胸襟对待。 人生起
起伏伏，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如
果我们也能在逆境中豁达地对待人

生、乐观地对待生活，那么一定会拥
有许许多多的快乐。

最能够体现苏轼乐观豁达的一

首词， 要数那首千古佳作 《定风波》
了。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 一蓑烟
雨任平生”， 面对突然到来的狂风暴
雨，他无所畏惧、从容徐行。 这份在萧
瑟之中的云淡风轻， 打动过许多人，
也鼓舞过许多人。 词的结尾“回首向
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是饱含人生哲理的点睛之笔。 特别是
“回首”二字，不仅体现出苏轼笑对风
雨的态度，更体现出他无所谓风雨和
晴天、一切任其自然的心态。 晴天也
好 ，下雨也罢 ；快乐也好 ，不快乐也
罢， 这些都是他生命中最珍贵的部
分。 自然界如此，人类社会也是如此，
参透了这一层，一切荣辱得失就不会
放在眼里了。 我想，这当然不仅仅是
他遇雨的感受，更是经历无数人生挫
折与磨难后的领悟。

人生处在逆境时， 适当转念、随
遇而安， 是苏轼给我们的人生指引。
被贬黄州后，一个朋友帮他申领了军
营东边一块没有开垦的坡地。 苏轼终
于安然而居，开垦“东坡”，成了“东坡
居士”。 我觉得苏东坡的“东坡”二字
有内涵，是死去了一个苏轼，活过来
一个东坡。 他很爱喝酒，就在地里种
黍米自己酿酒，“夜饮东坡醒复醉”，
每天晚上就在东坡那个地方喝酒 ，
“归来仿佛三更”，回到家，已是三更

半夜，“家童鼻息已雷鸣”， 他多次敲
门也没有人来开， 发脾气也没什么
用，于是就倚着竹杖在江边写下了著
名词作《临江仙》，这时候我们可以看
出苏东坡更加豁达了。 人生常常可以
转念，当有一天你突然悟到无论悲喜
都是生命里必然出现的一部分的时

候，你会豁达，而这种豁达一定是超
越了乐观和悲观的。

回想来路，高考落榜后为减轻家
庭负担， 我决定去周口学习家电维
修。 不久，《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
障法》颁布，我复读考取了一所专科
学校，毕业时因体育不达标而拿了一
个肄业证。 我不抱怨，欣然接受生活
给我的一切。 接着，我自考取得了大
专、本科文凭，还先后到河南大学和
北京大学进修。 毕业后，我因为右手
残疾而弃教，工作遇到瓶颈后专攻技
术，先后被评为市级、省级和全国自
强模范， 还走进了北京人民大会堂。
这些经历都给了我和别人不一样的

人生体验，让我倍感珍惜。 这其中，苏
东坡给了我思想引领，让我对人生充
满了乐观和感激。

苏东坡对人生境界的理解和升

华是我喜欢他的一个很重要的理由。
在苏东坡看来， 境界从来不在天上，
不在别人身上， 而是在自己身上、自
己心上。 自己对事物的理解、自己给
予自己的希望， 决定了境界的高低。
“乌台诗案”发生时，他的确是怕的，
被贬黄州后，说出“谁怕？ 一蓑烟雨任
平生”时，他从“怕”到“不怕”了；被贬
惠州后，“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
岭南人”，已经从“不怕”到“不辞”了；
被流放到“九死一生”的海南岛后，这
个乐天派老头就说 “此心安处是吾
乡”， 此时他已经达到人生的最高境
界。 如果是由快乐产生的快乐，一定
是小快乐， 如果是由烦恼产生的快
乐，一定是大快乐。 你看，苏轼的人生
境界由“怕”到“谁怕”，再到“不辞”，
再到“此心安处是吾乡”，这真是一种

大胸怀，也是最值得我们学习的豁达
的人生态度。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
州儋州”， 回首一生， 他想到的是黄
州、惠州、儋州这三个被贬之地，在贬
谪生活中， 他感受更多的不是痛苦，
而是快乐， 是实实在在的幸福生活，
是实实在在的为民服务，这是被贬谪
之人的大境界， 是九死不悔的执着，
更是十分难得的乐观！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苏东坡，读
懂苏东坡才明白， 世间事不过如此，
即使万世颠沛流离，也可一生诗情画
意。 说起聚散，“人生如逆旅，我亦是
行人”；遇到挫折，“回首向来萧瑟处，
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论及文化，
“粗缯大布裹生涯 ， 腹有诗书气自
华”；迎接变化，“枝上柳绵吹又少，天
涯何处无芳草”； 感叹时光易逝，“谁
道人生无再少？ 门前流水尚能西”；谈
到珍惜当下，“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
新火试新茶”； 谈到生命，“人似秋鸿
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 他认为人
生这一辈子就像鸟一样，总是有来有
去的，但是发生在我们身上的许多事
情却像春梦一样不着痕迹。 你没有办
法预料人生会在什么时间发生什么

事情，但是你可以确定的是，人生在
自己手中， 你一定会走完这一生，并
且会走出一个快乐的人生。

苏东坡用一生告诉我们的一个

事实是：人生就是一场体验，是一段
不断寻找人生乐趣、享受人生美好的
未知旅途。 生活要去热爱、美要去发
现，能悟到这一点的人，才能让生活
变得更加有趣。 就像苏东坡，他在渺
渺天地间辗转奔波，可他没有哀叹人
生须臾，只说“物与我皆无尽也”。 他
的确做到了这一点， 如今的我们，还
可以在感悟苏轼乐观豁达的人生态

度中，真切地感悟到我国优秀传统文
化的价值，还可以从中汲取积极向上
的精神力量。

苏东坡一直在我们心里，并未走
远。 ①8

秋雨三题
朱保彰

心境

因着这连绵不尽的秋雨，我的情
绪也低迷了起来。 原本想在秋高气
爽的日子去登高调节心情， 却被这
凄冷的雨滴搅和得了无情趣。 在文
人墨客的笔下， 深秋的雨是多情的，
不少诗人赋予它灵性， 赋予它生命，
将思绪寄托于它， 而我看到秋雨时
的心境，却与戴望舒写那首《雨巷》时
的心境相同，虽然在细雨蒙蒙的小城
街巷里冒雨奔走，却无缘结识某位撑
着花雨伞结着愁绪的姑娘。

深秋的雨具有多面性，它不及春
雨的婉约温润， 也没有夏雨的热情
奔放。 树林里、旷野中、池塘内……
到处都跳跃着秋雨那灵动的音符 ，
雨水无声地浸润着瓦砾堆、 落叶、枯
树。 于喧嚣处听无声，我默然聆听着
生命的放歌、历史的行吟和大自然的
浅唱……

秋雨渲染出一幅绝美的山水画，
泼墨成生动的雨韵图。

秋雨是有生命的东西，是善解人
意的精灵。 它能给浪漫者以浪漫的
心情， 为失意者烘托失意的低沉，还
能为有情人的邂逅提供大幕背景。

意境

此刻， 无论是江南水乡的小巷，
还是北国辽阔的原野， 皆被这不合
时宜的秋雨笼罩在无边的忧郁里 ，
上苍似乎总有说不完的伤心事 ，蛮
不讲理地向人间倾诉， 时而粗狂嚣
张，时而凄婉可人，时而肆无忌惮，时
而如诉如泣……

白居易有诗“夜来秋雨后，秋风
飒然新”，千年之后，这样的描述也一
点不陈旧。 夜幕下的雨景是丰富多
彩的， 街头的霓虹灯似乎在为秋雨
竭力捧场， 明灭闪烁的各色亮化灯
带在秋雨的映衬下显得分外妖娆 ，
执着地用多情的光和色来渲染深秋

的雨夜。 熙熙攘攘的车流在五彩缤
纷的灯火下穿行， 载着一个个迷离
而又真实的梦。

倘若在此时此刻，一个人彳亍雨
中，不但需要一把宽大的伞，还需要
一颗善感的心， 而那些或潦草或细
密的雨丝恰恰能在这个时候抓住人

的心灵，撩起无端的思绪。 漫步在夜
幕下的秋雨中，感受着秋雨带来的寂

寥和怅然，随着夜色弥漫，心逐渐被
抚慰。

秋天的雨分明是有情感的，它能
伴着人的心绪演绎出诸多耐人品读

的故事。

农事

秋天的雨是能左右农事的。
记得小时候，每逢秋收，乡亲们

对秋雨便会产生一种微妙的感情 。
干旱时， 盼它能带来丰收的喜悦；连
阴天，则渴盼它及时停歇别耽误了秋
收、播种。 然而，秋天的雨，往往出其
不意， 甚至叫人有些头疼或恼怒，因
为它总是倏忽而至， 让人捉摸不定。
而那些辛劳了一季的农人，是要靠天
吃饭的，如遇秋雨连绵，刚刚晾晒一
地的红薯干，大多霉烂，连猪都不吃。
刚刚收获的玉米棒子还没来得及剥

皮晾晒， 也只得眼睁睁地看着它发
霉、生芽。 最见不得雨的要数大豆和
花生了，收获后只要不干，遇到连阴
雨三五日就会发霉。 每每看到收获
的农作物被秋雨沤得发黑，父母脸上
便会愁云密布。 父母的心情也感染
了少不更事的我，童年的我也深深地
厌恶那一场场不识时务的秋雨。 好
在时过境迁，现在农民种田实现了机
械化，收割进程加快，对突如其来的
秋雨便不甚在意了。

一年之中，农民们最渴盼的就是
秋天里的及时雨，因为它影响小麦播
种。

秋收后一连数日不见雨滴，田地
龟裂， 眼看就要错过播种的最佳时
机，突然下一场秋雨会使大地得到滋
润，雨过天晴就能下犁耕地了，不仅
节省了人力、财力，而且降雨的效果
是人工灌溉无法比拟的。 老农的心
里头那个美啊，比喝了陈年的琼浆还
要甘甜。秋收、播种的活计都忙完后，
男人们可以聚在一起聊天、 打扑克、
喝酒，或合计着冬闲时节到哪里能挣
上一笔款子。 女人们索性蒙头大睡，
睡足歇够之后， 几个女人一台戏，张
家长李家短，翻弄些村子里的花边新
闻，当作谈资聊以消遣。 老人们也乐
得清闲，拿出珍藏的烟，美美地抽上
一支，让缕缕青烟盘踞在饱经风霜的
额头，镶嵌在舒展的皱纹里，眼里散
发出舒心的亮光，祈盼着来年小麦大
丰收。 ③22

垂钓一串记忆
王雪奇

国庆假期 ， 我没有选择外出旅
游，而是回到老家小住了几日。 一天
吃过早饭，拿起钓竿，戴上斗笠，步行
到村前的池塘南岸，选择一块平坦且
没有积水的地方，撑开马扎，面朝北
慢慢地坐了下来。

由于今年雨水偏多，水面高度接
近平地，水草已超出地平面，显示着
它超强的生命力。 水草疯长了一个夏
天， 好不容易碰到有人来看望它，似
乎有些惊讶，伴着微风在我的脚下摇
头晃脑地望着我。 我把钓竿横放在双
腿上，伸手摸摸身边的野草，感觉有
点刺挠，还带点弹性，就像在摸小男
孩刚剪过的头发。

忽然有种声音在响，就像有位老
人在身后走动，脚步缓慢。 扭过头仔
细一看， 原来是风把身后田野里干
枯的玉米叶子吹得乱动， 不回头看
还真觉得是有人在走动。 这里空旷，
整个池塘南岸沃野无边， 除我之外
没有一人， 远处还有些没砍倒的玉
米秆，阴森森的。 也许是因为多年没
来过这里了吧，我感觉有些陌生。 风
又一次吹动了玉米叶子， 似乎比上
次动静更大。 这回，风真的打开了我
的思绪， 让我一下子回到了几十年
前。

记得那还是大集体时代，父亲曾
带领几人看管这个大鱼塘，我就像一
条小尾巴，经常跟在父亲身后，形影
不离， 所以对这里有着极深的印象。
高高的堤岸像一段长城，长城上长着
一棵棵挺拔的白杨树，池塘的半坡长
满了荆条，长长的荆条软软地朝四周
延伸，仿佛是这堤岸的护卫者。 下水
洗澡的孩子们会把身上衣服扒光，往
荆条枝丫中一塞， 光着腚蹿到水里。
夏天来了， 蝉看中鱼塘边这片林子，
在树上趴得不计其数，这里就是它们
的大舞台。 从田间放工回来的男女社
员，在林子里一边乘凉一边听着这天
籁之音。 一些男人就地蹲下，背靠着
光滑的大杨树， 慢慢地进入了梦乡。

他们的鼾声显得有些微弱，因为这里
是蝉歌唱的海洋。

下雨啦！下雨啦！是谁在叫喊？是
我和几个伙伴在喊。 我们几个男孩子
像猴子一样爬到了同一棵树的几个

枝丫上，用手去捂树上的蝉。 蝉也不
是等闲之辈，它哪肯束手就擒，一撅
屁股对着我们的脸撒上一泡尿，扑棱
一声又飞到另一棵树上。 一上午，整
个树林的蝉被我们这群淘气鬼捣得

不得安宁， 撒着尿在树枝间乱飞、狂
叫， 整个树林真的像下起了毛毛雨。
这毛毛雨也撒在了在树下乘凉的男

人们脸上， 但他们对这不以为意，仍
旧张着大嘴，打着呼噜。

当蝉声渐渐消失、杨树叶发黄一
片片飘向地面时，一抹斜阳透过稠密
的杨树枝，把父亲的脸照得通红。 他
带领几个看鱼的社员，在我现在所坐
的这个地方建造了一间大草房 。 房
子不高，坐东朝西，伸手就能摸到房
檐。 南墙留了一个小窗，北墙大约离
地一米处留有三个小洞 ， 那算是看
鱼的望口吧。因为室内又往下挖了
二尺，大人站在室内趴在洞口面朝北
正好能看到大面积水面。我也曾经趴
那洞口看过， 不过需要同伴帮忙，就
是骑在同伴的脖子上。当我还没看清
整个水面时， 下面的人就喊：“老伙
计，我撑不住了！ ”扑通，我就摔在了
地上。

这间房冬暖夏凉， 到了冬天，在
地上铺上麦秸，再把铺盖往麦秸上一
铺，躺在上面暖和又舒服。 这屋里住
着七个人，看鱼的有四个，剩余三个
是小孩，其中就有我。

到了晚上，大人谈论着天南海北
的事，我们三个小孩开始大闹，有时
会“压千斤”，就是把一个人突然摁在
下面，上面两个人使劲压，把下边那
个压得嗷嗷直叫。 这时父亲就会大声
叫喊：“这几个熊孩子，想干啥！ 还不
睡觉！ ”我有时也会老实一会儿，听父
亲讲《海瑞罢官》《王华买爹》。 有个我

叫云爷爷的老人，当过兵，每次都给
我们讲他当兵打仗时的那些事儿。 他
经常说：“机枪一响， 人倒得就像秫
秸。 想想现在我还活着， 这辈子值
了。 ”

夜深了，从墙洞口吹来的风把煤
油灯吹得忽闪忽闪的，有时灯花还会
发出细微的炸响。 油烟把墙壁熏黑了
一片，光秃秃的墙壁上仿佛增添了一
幅水墨画。 油烟的气味把我的鼻孔刺
激得有些发痒，我张开鼻孔故意闻了
闻。 抬头向外看看，月光在门前洒了
一地。 丰收叔早就进入梦乡，爱讲故
事的父亲就会说：“丰收， 你咋恁困？
我讲的故事你记着几句？ ”丰收叔只
能用鼾声来回答父亲。

父亲看看一个个都进入梦乡，只
好无奈地闭上嘴， 收起他的故事，穿
上棉衣，拿起手电筒，顺着池塘岸边
向远处走去……

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父亲就会
绕着我们村这占地十几亩的大鱼塘

巡逻， 不让偷鱼者靠近鱼塘半步，特
别是有风有雨的夜晚，他一夜甚至起
来好几次。 几十年过去了，其他人谁
也不知道这个事，只有我知道，因为
我就躺在父亲身边，是他的“贴身小
保镖”。

我当时有些不解，追问父亲：“你
们都是看鱼的，工分都一样，为啥你
要夜里起来几次呢？ 为啥不叫着他
们？ ”父亲看看我，说：“你这小孩，觉
悟咋恁低！ 记住，是我的孩子以后就
不许有这样的想法！ ”

如今，父亲已离开我们 ，只给我
留下了一枚 “光荣在党 50 年” 纪念
章。 当我把它托在手里时，才悟出这
枚沉甸甸的纪念章是用物质与金钱

换不来的。 我又想起了小时候他对我
说的那句话。 是的，作为一名新党员，
我的思想觉悟不能低。

秋风一阵阵吹过来， 有些顽皮，
就像不很懂事的孩子。 我把钓竿伸开
拉长，把钓钩抛到水里，鱼漂在水面

不时晃动，我不知是风儿还是水里的
鱼儿在摇晃我的鱼漂，它一直也没有
沉下去。 我一直在这儿静坐，静静地
等待着、思索着……

头上的斗笠一下子被风吹掉了，
差点落到水里。 我想起过去那些看鱼
人。 当夏日的晚霞在村西田野上空火
红的时候，看鱼人就会把割的青草背
过来。 一把把青草扔到池塘里，水面
顿时出现成群结队的大草鱼。 鱼儿在
水面争先恐后地吃着它们的晚餐，那
声音我很难形容，就用“沙沙”声来形
容吧。

虽然他们都已离开人世，但他们
的音容笑貌我依然清晰记得 ， 那一
筐筐青草把他们的脊梁压得弯弯

的，他们的脸饱经沧桑，夕阳一照，一
个比一个黝黑。要叫我找找他们脸上
的白，我只记得丰收叔牙齿要比别人
白一点， 云爷爷两鬓斑白得很一些。
这一阵大一阵小的秋风啊，难道是看
鱼人化作了一股股风与我在这里邂

逅？
是啊， 如今这里已是面貌全新，

鱼塘早已划为村里人的自由垂钓区，
那间老屋也早就没了踪影。 北岸新修
的水泥大道取代了凹凸不平的土路，
池塘与大路之间增添了蓝色的防护

栏，新植的女贞排列在池塘两岸。 这
一道道新的风景还不够完美，听村干
部说， 最近还得进一步治理和开发，
派专人管理，让水更好、鱼更多、树更
美、花绽放。

一池清水在微风的作用下泛着

涟漪，对面几丛芦苇迎风摇曳，几只
野鸭在水中央嬉戏，一片水草上立着
两只蜻蜓，哦，这不就是一幅大自然
的图画吗！ 让这幅淡雅的画面定格在
我的脑海里吧！

最终 ， 我的鱼漂还是没有沉下
去，也许我钓鱼是个外行，也许，鱼儿
不咬我的钩， 是在给我留想象的时
间，特意让我垂钓这一串对过往的记
忆吧。 ③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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