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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峰

“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
还”。

一想到家，就归心似箭。回家！
鲟游万里洄思源，树高千尺叶归根。
回家！求索半生，深觉疲惫，我需要
心灵的港湾，修复身体，安放心灵。
回家！年迈的老母亲，期望儿孙承欢
膝下。

回家，孩子们都已长大，需要一
个家，迎接崭新的“她”或者“他”。团
圆，需要一个可以依傍的家。春节、
清明、端午、中秋，带上儿孙回家！畅
想未来，擘画梦想。回家！理由千条
万条……

茫茫人海，孑然独立。休整再出
发，家是起点，也是终点。心，不再
漂泊，需要回家！

我理想的家主色调为青白，感
觉上干干净净，朴朴素素。白色纯洁
大气，与我从事的医疗行业相符。深
蓝的瓦色给人内敛低调、稳重而不
张扬之感。门前绿竹，竹后白墙，墙
上蓝瓦，东边大门，门上挂“自强不

息”牌匾。两旁一对石鼓，进门青石
台阶，过门槛，面影壁——五福临
门。向南，眼前可见的是“年年有余”
吉祥画。家中有母亲余氏，愿母亲年
年健康。

院中新栽两棵杏树，“杏林”乃
中医之代表，“杏坛”是夫子讲学传
播思想之处。此处原有杏树，是我开
始从医时和父亲一起栽的，至今已
30余年。原址栽植杏树，追念家父，
传承父业，感觉父亲的教诲言犹在
耳：希望家族医学事业可以发扬光
大，鹤鸣九皋，思想传承。

西面主楼三层、底下一层，主楼
一层，入门有一牌匾“重楼”，其意：
表义是层楼，高楼之意；从中医理论
上讲，又有正房咽喉之寓意；中药重
楼消肿解毒，补气养阴，健脾补肝，
润肺益肾，有扶正祛邪之功。重楼又
有别名：七叶一枝花，有团结一心，
包容共通之意。

进入正门，迎面有屏风，书写
《归去来兮辞》，闲适自由。绕过屏风
便是大厅，中间案上悬挂父亲所题
牌匾“儿孙满堂”，配有山水画，画后

安放祖先排位。大厅阳光明媚，四壁
生辉，作为追先怀远、家人团聚主要
场所。

大厅两边四室，西北为厨房及
餐厅。地下一层有健身之所。二楼四
室，有厅堂、阳台，可承接冬日暖阳，
夏日清凉，聊天品茶，享受慢生活。

三楼是待客之地，琴棋书画、听
雨赏菊、读史阅经。坐拥清风明月，
目及云天星斗。南北四室可以休息，
中间天井可望苍穹，仰望星空。

院北房为“医愚书屋”，可以读
书会客。整个院子，采用无障碍通
道，无柱长廊，便于老人通行，遮蔽
雨雪。北房西边有一廊门向北通“万
苏园”。万苏园内种植各色中药，方
便孩子们学习中药、增长知识；往返
其中，春华秋实，心旷神怡；耳濡目
染，学习进步；心怀感恩，亲近自然。

家，在梦想中逐渐清晰，每天可
以望日出孤山，每年可观柿红叶黄、
硕果累累……

家在眼前，家在心间，家在大河
岸畔，大山脚下。望家乡，我归心似
箭！

心中有个家

□陈琦

秋后的“母老虎”肆虐了多日
后，终于隐退了。忽然一大早，凉风
习习，绵绵细雨，不时敲打着窗棂，
瞬间有了些许浪漫之意，让人感觉
很舒服，美好的秋天就这样一步一
步向我们走来。

打着雨伞，迈着小步，走出村
野。极目四望，烟雨蒙蒙。远处的中
条山白雾缠绕，时隐时现，宛若仙境
一般。近看坐落有致的房舍，红瓦青
砖，掩映在浓浓的绿色中，淹没在雨
幕里，淅淅沥沥的雨流出瓦檐，慢条
斯理的样子。最惹人眼球的是前面
那块油菜地，刚出土的油菜苗铺了
一地，就像青春妙龄的少女，透出一
股蓬勃的朝气，那么靓丽，用翠色欲
滴再恰当不过了，满眼的绿色还挂
着活泼灵动的露珠，一眨一眨，一闪
一闪，似乎在和人捉迷藏。一阵微风

轻轻拂过，痒痒的，让人顿觉心旷神
怡。沿着弯弯的小路继续前行，便是
一大片柿树林。上面挂着的柿子密
密匝匝，就像一串串红灯笼在炫耀，
被雨水冲刷后，红得透亮，红得可
爱。摘下软软糯糯的柿子，撕开外皮
后，塞进嘴里，有一种说不上的甜，
一种爽爽的感觉流遍全身。看着大
片的红叶，我仿佛置身在杜牧“停车
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的意
境中。

突然间，传来哗哗的流水声，仔
细一看，前面有一条小溪在潺潺流
动，前几日的大雨让大峪口在停流
数十年后得以重现。以前这里是老
一辈留下的水道，记得那时候，这里
水流清澈，一流就是半年之久，里面
不乏鱼虾之类的，我们这些小孩子，
经常在那里打水仗，不亦乐乎。大人
们在洗衣服，我们一玩就忘记了吃
饭，往往是在大人的骂声中不情愿

地离开。如今，能再次看到流淌的溪
水，内心不禁感慨：她永远定格在了
我的心里。

秋天最动人的风景，还是丰收
的庄稼。走着走着，就到了一大片玉
米地。突然，从里面蹿出一只毛色棕
灰的野兔，一溜烟就不见了。眼前的
玉米长得不错，玉米棒昂首挺胸，鼓
囊囊的。堰头上有零星的枣树，虽然
是斑斑驳驳的身躯，但依然果实累
累。这些枣树年龄无从考起，前些
年，一位九十岁高龄的老奶奶曾对
我说过，她十几岁嫁到村里时，枣树
就是那样的。那时候，我们村就有

“七月枣，八月梨，九月柿子红了皮”
的美誉。雨水打湿我衣服，居然一点
也没觉着，反而被红枣湿漉漉的可
爱模样深深吸引……

雨，还在下，她提着诗走来，留
下一路诗情画意，我站在村野久久
不想离去……

爽爽的秋雨

□张丽红

老家院里有两棵石
榴树，长在上房两侧，一
边一个。每到秋天，树上
挂满了红彤彤的石榴。
凡是进到院子里的人，
目光都要被树上又大又
圆的石榴吸引，总会夸
赞，这石榴长得真好！

这两棵石榴树，公
公种下已有八九年了，
一棵是红皮的甜石榴
树，另一棵是黄皮的酸
甜石榴树。今年我家的
石榴比去年结得更多更
大，又是一个丰收年。

北方人喜欢在院子
里栽石榴树，不仅因为
果实好吃，还因为石榴
有着多子多福的美好寓
意。石榴全身是宝，可谓
是老少皆宜的好水果。

石榴树一年四季有
着不同的魅力。刚一开
春，满树细密的枝条上
就会吐出深红色的嫩
芽。渐渐地，红红的小芽
长成了清新翠绿的叶
子，一派勃勃生机。夏
天，茂密的枝叶间，开出
一朵朵像小喇叭一样火
红的花儿，看上去十分
喜庆，正是“五月榴花红
似火”。天越热，石榴花
开得越盛，每天都有人
观赏这红红火火的榴
花，院子里很是热闹。花
开花落之后，树上结出
一个个硬硬的、小巧的
石榴，如同一盏盏绿色
的小灯笼，煞是好看。石
榴最娇气，果面和叶子
最容易生出芽虫，此时
公公开始给石榴树打药
治虫了。打过两遍药后，
我们全家齐动手，很快
就给石榴全部套了袋。

秋天是成熟的季
节。那石榴一天天长大，
沉甸甸的，把枝条都压
弯了。公公用几根大木
棍把它们顶起来，好让
每个石榴都充分享受阳
光。得到充足的水分和
阳光的滋润，石榴一个
个长得更大更红润，有
的笑开了嘴，露出红玛

瑙般晶莹剔透的籽粒
儿，十分诱人。采摘石榴
最让人欢喜，儿子站在
梯子上，把石榴一个一
个小心翼翼剪下来。掰
开来，剥一把石榴籽，扔
进嘴里，那又酸又甜的
汁液流入口中，直入心
田，好吃极了！

过了寒露，石榴下
完了，石榴树一下子变
小了很多，显得安静淡
然。看着这两棵石榴树，
想到它们经历风雨，历
经霜雪，开花结果，叶落
归根，每年给我们奉献
几大筐果实，不由得对
它们增添了许多敬意。

冬天来了，石榴树
落光了叶子，光秃秃站
在寒风中，细细的枝条
不住地抖动。冬天一树
雪，它顽强地挺立着，发
达的根须在地下拼命吸
收着养分，在为明年开
花结果积蓄力量。

收获的满满几箱石
榴，婆婆按个头大小和
酸甜分类，分别装起来
保管，并送给亲戚朋友、
左邻右舍也尝尝鲜，分
享收获的喜悦。

石榴树陪伴我们走
过春夏秋冬一年又一
年，度过了花开花落一
季又一季。公公带领全
家人，精心管理着两棵
石榴树，劳动并快乐着，
石榴树也不辜负我们，
一年比一年长得好，我
们收获着喜悦，也共享
着亲情！因为品种好，我
家的石榴树受到了众多
乡邻和亲戚朋友的青
睐，更成为友好使者，被
十几家人嫁接栽植，造
福更多人。每每说起这
两棵石榴树，公公总是
一脸自豪，满脸幸福。

有时我在想，就像
所有默默无闻、无私奉
献的人一样，这两树石
榴树，像极了我的公公
婆婆和我的父辈们，他
们不正是这样的人吗？

我爱我们家的石榴
树，我更爱我们这个欢
乐的大家庭。

我家的石榴树我家的石榴树

□张汉东

爽人的金风唱重阳
岁月的年轮在奔忙
蓝天悠闲的白云飘几朵
暮年人的脸上齐放红光

金风习习地唱重阳
丰硕金灿的庄稼满沃野
载颗粒的车辆正一趟趟
五谷丰登一年又一载
蜜汁般的日月
淌心上
暮年人的额头上

展着道五线谱
要将悠扬的韵曲儿
倾情地唱
只缘如今遇上了美盛世
中国梦的金光儿正辉煌

金风欢拂地又唱重阳
鸟雀们亮着嗓门
还拍起了翅膀
暮年人脸庞上
绽放着迷人的红花朵
张张笑脸
蕴含着的幸福美满
在荡漾

金风唱重阳
□贺栋

又是一年重阳节。
天高气爽，风轻云淡。漫山遍野

红透了的枫叶，挂在枝头红透了的
柿子，还有那一片片由成熟玉米、高
粱组成的青纱帐，织就了一幅曼妙
的秋景丝画。

此情此景，怎能不令我触景生
情？31年前，我陪父亲过重阳节的
往事又一次浮现脑海，恍如昨日，历
历在目。

那是1992年的重阳节。那天，
我从县城赶回坐落在稷王山下的家
中，去探望卧病在床的父亲。看着被
病痛折磨得憔悴不堪、骨瘦如柴的
父亲，我的泪水不由得夺眶而出。

“栋，你回来啦？你的工作那么
忙，以后尽量少回来，你忙公家的
事，爸不怪你。”父亲说。

一时间，我竟然手足无措。父亲
养育我长大，我却从不曾给父亲按

摩过一次、不曾给父亲洗过一次脚、
不曾给父亲做过几次饭。我总以为
父亲还年轻，才50岁的父亲是不会
倒下的。我总以为，以后有的是时间
对父亲尽孝，所以每次都是匆匆从
县城工作单位回家待上一天，第二
天便又匆匆返回单位，回家的时候，
也从不曾想着给父亲买些什么。

“爸，我给你按摩一下后背吧。”
我小心翼翼地帮父亲翻过身子，盖
好被子，第一次把双手放在父亲的
背上，轻轻地按了起来。

过了一会儿，平时难得一笑的
父亲脸上有了笑容。他怜爱地看着
我说：“今儿个外面天气真不错，真
想去外面看看。”

“你爸已经有两个多月没出过
屋门了。”一旁的母亲说。

“好的，爸，我背你出去看看。”
说着我扶父亲坐起来，把父亲的鞋
子穿好，背上父亲出了门。

那一天，我背着父亲，去看了附

近尽染秋霜、漫山遍野的枫叶，看了
丰收在望、长满玉米高粱的农田，看
了父亲亲手栽种的那棵挂满果实的
柿子树……

两个多小时过去了。父亲突然
说，他身上痛得厉害，让我背他回
家。早已汗流浃背的我没想太多，就
把父亲背回家放在床上躺好，然后
一路小跑着到村卫生所喊来村医给
父亲打了一针止痛针。

日已夕幕。看着窗外渐渐暗淡
的光影，看着病床上的父亲，我深感
内疚和自责。我不是一个孝顺的儿
子，父亲有生之年，我难得对父亲尽
了一次孝。父亲在他53年的短暂一
生里，很少享儿子的福啊！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
及人之幼。”尊亲敬老是华夏民族的
传统美德，也是作为子女的天职。唯
愿这一传统美德发扬光大，不要像
我这样留下“子欲养而亲不待”的终
身遗憾。

岁岁重阳岁岁重阳，，今又重阳今又重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