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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者，岁之暮季，其韵悠悠，其情渺渺，吾将以文
言述之。

秋之临也，木叶先感。朝露初凝于叶尖，若珠玉
之垂泪。风乍起，则木叶辞枝，翩翩然如蝶舞。其色
也，渐变而绚烂，有赭红者，若佳人之醉颜；有金黄
者，似夕日之余晖。登高一望，群山披锦，层林尽染，
真乃天然之画卷。

秋水时至，百川灌河。其流汤汤，清澈而寒冽。
水中游鱼，或静伏于石间，或俶尔远逝。秋水之畔，
芦荻丛生，白花摇曳，似雪纷飞。野鸭凫水，雁阵惊

寒，鸣声嘹唳，动人心弦。
秋之田野，黍稷盈畴。稻

穗低垂，似谦逊之君子。农夫
荷锄，喜见丰年之兆。阡陌之
间，果蔬飘香，瓜熟蒂落，柿红
如灯。秋菊绽于东篱，或黄或
白或紫，其香幽幽，清芬远播。

饮菊酒者，能延年而益寿。
秋夜之月，皎皎于天。星汉灿烂，耿耿于河汉。

寒蛩鸣于阶下，唧唧之声，似诉秋之幽思。人于中
庭，仰观明月，俯察清影，感时光之匆匆，叹人生之须
臾。或有游子，望月思乡，念及高堂之白发，妻儿之
盼归，悲从中来，不可断绝。

秋之韵，在山川草木；秋之情，在人心世态。其
为季节之更替，亦为生命之轮回。春之发华，夏之蕃
秀，至秋而收敛。万物归藏，乃天地之大道。人于秋
时，亦当自省，去浮躁而守宁静，舍繁华而求淡泊。

观秋之景，悟秋之理，心与秋通，韵与秋合。
秋意渐浓，霜华满地。枫叶如火，松柏犹青。秋

声瑟瑟，入耳成诗。风入松林，如波涛之涌；雨打残
荷，似珠玉之落。秋之美，非独在目之所见，亦在耳
之所闻，心之所感。

秋云多变，或聚或散。聚则如奇峰罗列，散则若
薄纱轻笼。朝云绚烂，暮云凄美。观云之变幻，可知
世事无常。秋之天空，湛蓝而高远，令人心旷神怡，
思接千古。

古之文人，多悲秋者。宋玉有“悲哉秋之为气
也”之叹，杜甫有“万里悲秋常作客”之愁。然秋亦有
其壮烈之处，“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曹操之诗，见秋
之雄浑。秋者，集悲喜于一身，汇动静于一体。

吾爱秋之韵，爱其沉静，爱其深邃，爱其于无声
处见真章。秋之美，美在含蓄，美在蕴藉。每当秋之
来也，吾愿敞开心扉，与之相拥，听其诉说岁月之故
事，感其传递天地之消息。

代县深秋景色美，遍地金黄惹人醉。

稻黍翻浪收割忙，瓜果飘香采摘归。

五谷丰登场脱粒，六畜兴旺河饮水。

欢天喜地庆丰年，塞上江南妙手绘。

阳婆上来一杆子高了，二楞还在后炕蒙着头露
着脚睡觉，也不知是大发了还是装的，反正不起，三
大娘和好一圪蛋莜面等二楞压河捞，吆喝了几遍也
不起，还是自己来吧，三大娘左胳膊压河捞床右手
接河捞，边做边叹气，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儿子二十
七了还没娶下媳妇，爹娘心病，儿子灰心。眼看饭
熟了，天不明就下地劳动的三大爷回来了，二楞眼
睛忽眨忽眨还是没起，三大娘实在忍不住了，拿起
笤帚疙瘩朝他屁股敲了一下，儿子再赖也怕娘，二
楞总算慢慢腾腾起了床。

说起二楞，真是操碎了当家人的心。
二楞生性顽劣，从小就不是一盏省油的灯，上

学期间，坐在凳子上晃来晃去好像拧油一样，不好
好学习，就是等着放了学打山雀逮圪灵，好不容易
小学毕业，书是不念了，老师家长好说歹说都说不
响，墨水靠别人是灌不进肚里的，爹娘无奈，自我安
慰，娃娃们小时候越害，说不定大了成事越快。

十几岁年纪，身体还没长全，农业地里的营生
干不了，先当个小放羊吧，虽然整天风吹雨打，但不
是体力活儿，有罪没苦，过度上几年再说。二楞明
白，在村里，要么念书要么务农，让他放羊，二话没
说就拿起了鞭子，每天带上干粮，哼着捉不住调的
五哥放羊，也挺乐意。放了一年多，有一天，半天两
晌午了，二楞坐在圪台上耷拉着脑袋抠着指甲发
呆，三大爷催促了几遍也不搭理，心想又不知抽住
哪根筋了，便气狠狠地说“这会会了不去放羊，怎
啦，停死的呀”，二楞心里正骂大放羊了，随口回怼

“要去你去，我是不去了”，还嘟囔了几句不干不净
的话，话一出口，觉得闪脱嘴了，不该这样跟自己的
爹说话，三大爷气得嘴唇直抖动，泛不起一句话，

“摘了下巴跟你爹说话了，巴你个没头鬼”，二楞后
来那几句话声音虽小，三大娘还是听见了，一气之
下，就抓起啥来骂个啥。在爹娘的再三追问下，他
才道出了原因，事情是这样的，天热了，羊要占晌，
看羊的不能让羊群扎堆，不能让羊跑到田地里吃了

庄稼，看羊时，二楞好几次就睡着了，羊群没人看管，
免不了要作害，大放羊发现后就把羊粪抹在他脸上，
二楞对抗不过，也忍受不了这种惩罚，就拿定主意不
干了。儿子说完，二老气得手都发抖，当下就要找大
放羊理论，三大爷出了大门没走几步又返回来，算
啦，那人也是个二百五，找到他也说不下个情由。一
家人唬了一阵子，还是依了儿子，最后决定，把这个
月姑且了，给村干部留点找人接替的时间，下个月就
不放了。

年轻人，这山望见那山高，到底不知做啥好。
生在农村就应该当好农民，二楞懂得这个道理，

每天跟着老爹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高兴了受的欢，
老熬了就歇上两天。秋后的一天，二楞懒得干活儿，
三大娘看见他游手好闲心烦“地里的营生可多了，属
蛤蟆的，督一督蹦一蹦”，二楞歪着头拿了个尼龙袋
子挎了把撅头走了，半天功夫，刨回一袋胡萝卜，回
了家忽噜一倒，正想着让娘夸功了，没想到给数落了
一顿“地冻车响，萝卜蔓菁正长，早早刨回来怎呀”，
种地也有学问，二楞觉得这广阔天地就是能锻炼人。
劳动了几年，人长高了，学到了不少农业技术，可是
也沾染了一些毛病，冬天，人们闲了，聚在一搭来瞎
圪混，最让当家人担心的是耍钱，那可没有深浅，再
遇上个吸溜那玩意儿的，就把人坏了，一个村里，二
楞也不例外，耍钱场里也有他的身影，爹娘说了好几
次也说不改，跟好人出好人，跟上死鬼跳两天神，老
两口一合计，人挪活，树挪死，他舅舅在城里包工，叫
他到舅舅的工队里打工去哇，走上几年咱看怎呀，把
这打算一说，二楞很高兴，早就想到大地方转转。

没有一技之长，在工队也就是搬砖和灰的小工，
虽然有点累，二楞不在乎，每月能见几千元现钱，舅
舅对他特殊照顾，让他给师傅们打下手，也好学门手
艺。干了好几年，钱是攒下几个，技术也学的差不多
了，可再怎说，还是光棍一条，舅舅见他干得没信心，
揣摩到了他的心思，有啥想法，让他自己选择吧，其
实，二楞有了新的打算，眼下搞新农村建设，以前那

些不务正业的人都干起了正事，村里的风气也变好
了，回到村里，好好干一番事业。

想的美好，实现很难，回村半年多了，也没捉摸
出个头绪，总是蒙着头睡懒觉。儿子大了得赶快成
家，生活没个着落，过得就没兴头，老两口走着站着
都想着儿子的婚事，三大娘说“东头老李家二闺女和
咱儿年龄相仿，要么咱托个媒人提叙提叙”，“那人家
眼高了，家有梧桐树，招来金凤凰，咱家这条件，就是
一根圪针棍，连个啄木鸟也引不来，秃子头上的毛，
人家不长，咱也不谋”，三大爷怕丢脸，两人说了说，
还是拉倒了，最后产生新的想法，先发家致富，然后
再娶媳妇。

一家人开始琢磨，川有川的便利，山有山的优
势，大山就是宝，开矿的、放牧的、拣蘑菇的，都往山
里跑，咱守着宝地不动，还不是摇钱树底下丢盹了，
反复考虑后决定，养牛，母牛下母牛，三年五个牛，听
说下了牛犊，政府还补贴，趁着好行情，把积蓄拿出
来，再向银行贷上几万，只要下辛苦，不愁难致富。

没过多久，三十头牛买回来了，全家上阵，还雇
了一个有经验的牛倌，一家人一头扎在牛群里，辛苦
下得到，牛儿吃得饱，个个膘肥体壮，牛群不断壮大，
应了牛圈上的对联，大牛年年生，小牛日日增。

四年以后，二楞家的光景自然是今非昔比，借款
打清，城里买了楼房，邻村上下羡慕不已，媳妇嘛，介
绍的也不少，这下反到挑剔起别人啦。村里有一个
四川媳妇，她妹妹来住姐姐家，年龄二十八，住了一
段时间，见二楞人品好，又成器，就看上了，她姐夫主
动上门提亲，起初，一家人打了愣噔，娶个外地的，以
后娃娃们走动，远路风尘不方便，三大爷自有主张

“你看咱村这些年娶回的外地媳妇，生下的娃娃一个
比一个灵，有几个还考上公务员，结远亲，孩子灵，笼
柜里拾翻，用不着十八架算盘，一拨拉就是亲友，只
要看对，路远不是问题，本地外地都好”，三大娘一
听，满脸笑容，二楞当时没表态，心里早就乐开了花。
找对象，只要两个人同意，一切都好办，都是大龄青
年了，喜事说办就办，两家人商量婚礼日期，三大爷
提议，国庆节就是好日子，就定在十月一日，大家一
致赞同。

国庆节这天，村里活动广场摆上流动饭店，牛群
赶在村对面的南坡上，外地的本地的亲朋好友都来
参加二楞的婚礼，所有人兴高采烈，都为二楞家庆
祝，欢笑声、锣鼓声响彻山谷，久久回荡。

秋 之 韵 之 歌 赋
◆王斌

◆石俊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