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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孙子的心灵对话

□杨金贵

唐代著名诗人杜牧写过一首脍
炙人口的《山行》：“远上寒山石径斜，
白云生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
霜叶红于二月花。”山路、人家、白云、
红叶，寥寥数语，浓浓情思，构成一幅
绚丽优美的山林深秋风景画。据说，
每年深秋时节，平陆县曹川镇刘岭村
的鸿佳庄园及其周边的三道湾和马
泉沟，都能欣赏到老杜笔下的盛秋美
景。

一

2024 年霜降过后第一个周末，
天空罩着一层轻纱般的薄雾，太阳隐
去了夏日的干燥和初秋的矫情，洒向
大地的是缕缕温润、柔和的暖光。我
和几位好友一同乘车，开启了前往刘
岭村一带赏秋的旅程。车子沿黄河
一号旅游公路缓缓而行，车上的人欢
声笑语，憧憬着即将邂逅的深秋美
景。

我们从运城市区出发，出行一路
顺畅，大约一个半小时左右，车子就
开到了曹川镇通往夏县祁家河的岔
道口。公路两旁的山谷里，就已经有
秋的气息扑面而来，黄的、红的，不同
的色彩若隐若现，零零星星点缀在山
坡的绿林中。

车子再往前行几分钟，穿过刘
岭村口爬坡而上，眼前便是一片彩
色的世界。公路旁车子堆成了一条
长龙，前来观秋的游客成群结队，络
绎不绝，有的来自河南，有的来自运
城市区……一个个兴致勃勃地沉醉
在这深秋的怀抱里。有的带着孩子
近距离欣赏那斑斓多彩的树叶，有的
高举手机摄取远处的美景，有的摆起
姿势与红叶树合影，有的捧着树枝放
到鼻前闻香。所有的游客似乎都在
用眼捕捉每一处美景，用心感受每一
缕清香。那种惬意，那种轻松，那种
快乐，那种高兴，在这山野田头奏出
一曲优美的和声。

我和朋友沿着山坡小径漫步
而上，同样陶醉在这深秋的美景之
中。举目远眺，天地间仿佛被神奇
的画笔渲染，红色、黄色、橙色、褐
色……一丛丛、一垛垛，斑斓多彩，
点缀着壮美山河。仔细观察，这里的
树种既没有叶子易变红的枫树、红叶
李、鸡爪槭，也没有易发黄的银杏、梧
桐、悬铃木、黄连木，而是差不多一色
的野生红栌。但因光照、温度、营养、
水分的不同，树中的叶绿素、叶黄素、
花青素等化学成分的含量不同，有的
树叶像燃烧的火炬，红得热烈奔放；
有的如金色的小饼，黄得璀璨耀眼；
有的则还保持着原有的本色，迟迟不
肯随秋而去。

秋风微微吹过，有的叶子便从枝
头往下掉落，显得那样安详，那样自
如，那样轻松，那样坦然。没有悲观，
没有怯懦，没有烦躁，更没有抱怨。
这也是一种自然景观，是生命的沉淀
与内敛，是生命的升华与礼赞！

深秋时节大自然的色彩最为丰
富，层次最为分明，置身于这多彩的
山林之中，呼吸着秋气的清爽，品嚼
着秋味的香浓，领略着秋韵的美妙，
分享着秋景的风光，感受着季节的更
替，体悟着生命的回响，心灵得以清
净，思绪得以飞扬。叶绿而红是一种
华丽的归宿，为滋养着新的生命而张
扬。

二

观过红叶，大家心情舒畅。我们
一起走进刘岭村的鸿佳庄园，感受深
秋的另一番景象。

鸿佳庄园是刘岭村青年农民张
小俊在振兴乡村的探索中，历经十多
年，投资上百万，开创的一处农家休
闲旅游打卡地，宛如世外桃源，清静
而幽雅；又似洞天福地，繁华而热闹。

步入鸿佳庄园，苍翠茂密的修竹
整齐地排在小路的一旁，仿佛欢迎游
人的队列。竹叶在微风中沙沙作响，
似乎在向人们传递着轻柔的问候
声。小巧玲珑的迎客亭敞开胸怀，把
友好向游人释放。时已深秋，小亭周
围的春花、夏卉均已凋落，但仍有秋
菊、鸡冠花等向旅客展示出生机和活
力。

沿着磨盘小道而下，如诗如画的
田园风光映入眼帘，令人心境开阔，
清爽舒畅。大片的五味子和野葡萄
种植园格外抢眼，虽然是深秋时节，
五味子和野葡萄籽收叶枯，但那坚毅
的藤蔓仍严实地缠绕在支架上，积攒
着来年的力量，展示出一种生命的气
象。观望着一排排齐整的构架，打量
着一根根不屈的藤条，玛瑙般晶莹剔
透的五味子，水晶般灵光宝气的野葡
萄仿佛就在眼前，轻轻摘一颗放入口
中，那酸甜的滋味瞬间在舌尖蔓延，
让人回味无穷。

走过磨盘小道，便是今年新修的
一条水泥路。路两旁可以看到有野
菊花质朴而坚韧地盛开着，散发出清
甜的幽香。每隔几米就有一处利用
农村过去盛酒装醋的瓦缸筑起的小
景，每个缸上都写有大“福”字，寓意
着幸福之人游福地，一生幸福。

顺路走上坡项，一面别致的彩绘
文化墙十分醒目。“一去二三里，烟村
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北宋哲学家、理学家、诗人邵雍的《山
村咏怀》书写在庄园的石壁上，简直
就是鸿佳庄园及周边环境最好的解
说词。举目四望，山间的村落、炊烟，
与园里的亭台、山花，构成一幅自然
朴实而又朦胧的山村画图，给人一种
闲适的心情和充分享受生活的积极
人生态度。尽管这首诗是作者写于
是年三月，但诗中的意境之妙，让春
夏秋冬在鸿佳庄园皆可感受到。

鸿佳庄园的高坡上是一片平地，
似乎一点也没有受霜降的影响。白
嫩的萝卜、翠绿的白菜，青青的芫荽
等蔬菜，依然在田间齐整地生长着，

绿油油的叶子在秋阳的照射下，闪耀
着生命的光彩。山坡的树林中不时
传来鸟儿的歌声，仿佛在与这美丽的
秋景和鸣，那样和谐，那样清雅，那样
舒畅。

三

午饭时刻，游山的人大多聚集在
这里就餐，好不热闹。饭食全都带有
秋天的味道，农村大嫂精心晒制的豆
瓣酱、腌制的咸韭菜、泡出的秋辣椒，
这些小菜都能勾起我们这代人小时
候的回忆。主菜有清炒南瓜丝、白萝
卜炒粉条、炒土鸡蛋、清炒白豆腐，每
道小炒食材都是秋天的收获之物，妥
妥的农村味，满满的家乡情。两道大
菜，一是柴火鸡，用自家养的山坡大
公鸡作原料。当柴火在炉膛中点燃，
慢炖的时光便悄然开启。那跳动的
火焰温柔地拥抱着铁锅，将大公鸡的
香味和营养一点一点释放到汤里。
香气弥漫在整个厨房，令人闻之垂
涎。柴火鸡吃起来的确非同一般，软
而不散，筋而不柴，清香利口，爽齿润
喉。尤其是那汤，喝一口就能美到心
里。还有一道大菜叫扣肉，是用山间
农家养的猪肉做的，既不同于饭店的
梅菜扣肉，也与别处的红烧扣肉不一
样。色泽清亮但不浓烈，肉片肥大但
不过厚，一上桌便可闻到山野乡村独
有的清香。入口肥而不腻，咸香中略
带些许清淡的酸味，恰到好处地刺激
着味蕾。每一片扣肉都承载着乡村
的质朴与醇厚，在口中徐徐化开，余
味悠长，久而不散。鸿佳庄园大嫂们
用柴火蒸的油卷馍被称为“平陆油窝
窝”，那才叫一绝，麦香味十足，不用
任何配菜，吃起来都满口泛香。温热
后的软馍夹上炒制的豆瓣酱或盐渍
的秋辣椒，大口嚼来那更是一种无法
形容的美和爽。

刘岭村一带的深秋是多彩的、华
美的、壮观的，鸿佳庄园的秋天更是
清新的、优雅的、迷人的。这里的一
草一木、一砖一瓦、一饭一菜都承载
着岁月的故事和自然的馈赠，都蕴含
着浓浓的乡愁和悠悠的乡情。离开
刘岭村鸿佳庄园，我和朋友们的心中
都有一种眷恋与不舍。那如诗如画
的秋景，那充满希望的田园，那淳朴
善良的村民，那宁静祥和的氛围，都
深深地印在了我们的心底。刘岭村
的秋天是一次美好的邂逅，是一段难
忘的回忆，是一种心仪的牵挂，我们
在这里留下了对这片土地和村民真
诚的赞许和敬意。

深 秋 时节走刘岭
□牛润科

隔代教育是门科学，听听我和孙子的心灵对
话。

比如老伴还没开始批评孙子，孙子就已经怨
气十足了。可我的一句恰到好处的表扬，就让孙
子把高兴立马写在了脸上。然后我抓住机会趁热
打铁，钉是钉、铆是铆地实话实说，决不陈芝麻烂
谷子都翻出来一起算账。孙子于是会不好意思地
摸摸小脑袋，对我说：“爷爷，我知道错了，我会改
的。”我们祖孙俩成了一对互帮互助、无话不说的
好朋友。

类似“别磨叽了，一上午也没有做完两道题，看
你妈回来咋收拾你”的话，老伴经常不厌其烦地对
孙子说。久而久之，孙子就不耐烦地回敬她：“像磨
豆腐似的，听得我耳朵上已经长茧子了。”可我的一
句：“宝贝，如果一上午的作业，你一小时做完做对，
爷爷就带你放风筝去。”一听这话，孙子就来情绪
了：“此话当真？”“驷马难追！”孙子40分钟就把作业
做完，还认真地演算了两遍后，我们祖孙俩就放风
筝去了。从此，对于我的话，孙子言听计从。

有一回，我突然不搭理孙子了，小家伙却开始
“严于解剖”自己：“是我贪玩的老毛病又犯了。”然
后赶快向我承认错误：“爷爷，如果下次再犯这样
的错误，您就收拾我吧！”“知道错在哪里，还勇于
承认，你还是爷爷的好孙子嘛。”没想到我偶尔润
物细无声的教育，竟然改掉了孙子那个“百炼成
钢”的顽固习惯。

记得星期天早上起床后，孙子激动地告诉我：
“爷爷，我梦见自己坐着画的那艘小飞船造访月球
了。还见到了嫦娥，她请我吃了大鲜桃呢！”“这梦
好啊！”我也很激动，“看来我的小科学家是想去探
索浩瀚的宇宙了。”“那是！”孙子得意地说。“爷爷
相信你会实现你想当科学家的梦想的！”我的鼓励
铿锵有力，孙子信心十足地学习去了。

家长的鼓励是孩子的阳光雨露，鼓励越多他们
的成长才更加茁壮。见我喜欢爬山，孙子跟着我爬。
尽管每次爬得气喘吁吁，可我还是坚持爬到了山
顶，紧随其后的孙子也咬紧牙关跟着我爬到了山
顶。孙子的毅力，就是我这么一点一滴地传给他的。
试想一个在冬练时害怕寒风刺骨的爷爷，能带出个
遇到困难不屈不挠的孙子吗？

快过生日了，老伴有意问孙子：“爷爷就要过
生日了，你准备送他啥礼物？”孙子眨眨眼，笑眯眯
地问我：“爷爷，那你想要啥礼物？”一看机会来了，
我笑嘻嘻地说：“花钱买的不稀罕，爷爷就喜欢你
亲手做的礼物呀！”没想到在我过生日那天，孙子
真把他亲手制作的一张生日卡送给了我，当时，我
欣赏着在洁白的长方形纸上，画着五颜六色图案
的生日卡，突然觉得我是个最幸福的人。

不久后的一天，我和老伴见孙子约了两位小
朋友来家玩，就把客厅让给了他们。哪知，小家伙
们的对话引起我俩的兴趣。只听其中一位小朋友
问另一位小朋友：“你爷爷送你什么生日礼物了？”

“当然是手机了。”接着，他们又问我们的孙子：“你
快过生日了，你准备向你爷爷奶奶要什么礼物
呢？”“当然是爷爷奶奶为我亲手做的生日卡啦！”
面对孙子的得意回答，两位小朋友却咧着小嘴笑
个不停，接着说：“是不是你爷爷奶奶没钱了，还是
太抠门了？”不料孙子把小脸儿一拉说：“有能耐的
话，你也自己做个给我看看，那才叫真本事呢！”孙
子的话，顿时把两位“小皇帝”给震得目瞪口呆。
由此，我深信家长的言传身教是最重要的。

▲鸿佳庄园 记者 茹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