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话/82828110 E-mail/jxrbxiuzhou@163.com 编辑/戴 群 版式/翁颖盈 校对/王 琼

2024年9月13日 星期五 长虹桥3

※江南韵

落叶是美
■吴勤明

禾城气温逐步转凉，走在路上，间
有树叶落下，低首恍然：一叶落而知天
下秋，深情的秋天正向我们走来。

长在树上的绿叶，是美；枯叶一
片一片地辞别故枝，随风飘落的姿
态，是美；落地呈现的状态，是美；被
风席卷空中恣意飞舞，是美。秋风下
的落叶给大地装点出一幅斑斓多彩
的油画，涂上了红色、黄色、赭色……
一阵风，就把油画铺展到远方天边。

端详每一枚落叶，它都有着自
己独特的形状和叶脉纹理，有的像

扇子，有的像手掌，有的像星星，有
的像小船。“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
同的叶子。”所以每一枚落叶也是独
一无二的艺术品。

各种色彩斑斓的叶子，经过适
当处理后就成为自己喜欢的工艺
品。像金黄色的银杏叶子，还可在
叶面上书写吉祥或勉励的文字，既
可作书签，也可创意组合后装框为
一件艺术品欣赏。

去年深秋，我把拾到的一枚鲜
红的树叶子，放在书的封面并配以
小诗：

秋叶洒满小径/不起眼的杜英

树/飘洒/深秋一抹最鲜艳/拣拾是
一种心情/正好和我喜欢的书合个
影/装点这秋日的味道/那是一种高
级与高雅的诗意生活

每次欣赏这些时，都不禁感叹
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美哉。

我看电视，央视“我的艺术清
单”栏目组去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
艺术研究院”采访，室外，主持人朱
迅和冯骥才聊着天，突然随风飘落
几片叶子，身高一米九的冯骥才弯
腰拾起一片叶子，拿在手里欣赏。
不经意的动作，文艺的情怀，这一刻
让我感动。怪不得冯骥才先生的散

文如此细腻感人。暗自思忖，搞文
学文艺的人，对周遭万物的敏感总
归要细腻一些。

想象着深秋的时候，走在两边
植有高大法国梧桐树的大街上，踩
着悬铃木树叶发出的清脆声响，那
种叶面与脚步接触的感觉，仿佛在
与秋天进行一次亲密的互动。

秋风起落叶飘，多美，希望城市
美容师手下留情，一扫而尽大地就
苍白了。

落叶不是垃圾，她是自由与灵
动的，她的归宿是西风吹起的无拘
无束。

■袁志芳

每当看到《嘉兴日报》上的“长
虹桥”版面，我的脑海里总会浮现上
世纪 90年代刘映月编辑和《长虹桥
文艺》的那些事。

《长虹桥文艺》是当时嘉兴郊区
文化馆独立创办的文艺小报，才 40
厘米宽、60厘米高，双面铅字印刷，
一月一期，主要发表当时嘉兴市郊
区广大写作爱好者写的诗歌、散文、
故事和小小说，文与文之间还配有
精美的插图和照片。小报虽小，却
承载着我对写作的热爱。

那时的我刚参加工作不久，因
为喜欢写作，我经常去乡广播站投
稿。有一天早上，乡文化站站长来
学校找我，说郊区文化馆向我们乡
作者邀稿，准备在下一期《长虹桥文

艺》上推出一版反映乡村精神文化
面貌的文章，这也是我第一次听说
《长虹桥文艺》。那天我回到家就开
始构思写作，第二天早上我把稿子
《难忘军棋梦》送到站长手中。

下月初，我在学校传达室里收
到了郊区文化馆刘映月编辑寄给我
的《长虹桥文艺》，我找到了《难忘军
棋梦》，看着自己写的钢笔字变成一
排排整齐的铅字，心情真是无比欣
喜。那时的感觉是，写作是世界上
最幸福的事情了。从此以后，每个
月月初我都能收到刘编辑寄给我的
一期《长虹桥文艺》，每次我都认真
阅读反复学习，并积极写作投稿。

还记得那是四月的一天，下了
一场春雪，刘映月编辑和嘉兴日报
编辑袁克露冒着寒冷来看望我们这
些热心写作的青年。我第一次见到

了刘映月编辑，五十岁左右，我亲切
地喊她刘阿姨。刘阿姨说《长虹桥
文艺》就是我们郊区广大写作爱好
者的舞台，还鼓励我多写。刘阿姨
在聆听别人说话时，还拿着钢笔在
笔记本上不停地记录。她的字苍劲
有力，所以她寄给我的每一封书信
我都好好收藏着。当我双手握着袁
克露老前辈的手时，他风趣地说：

“小袁你谢什么呀，你我五百年前就
是一家啊。”

两位老前辈的鼓励给了我信
心，之后我的写作劲头更足了，先后
写了《家乡，那一片绿》《我要读书》
《掼火把》《野米饭》等文章，其中《好
冷啊，这醉人的春夜》获得迎香港回
归文学征文创作奖，《野米饭》一文获
得了嘉兴市郊区迎国庆五十周年征
文赛银奖，还被袁克露编辑转载在

《嘉兴日报》副刊上，我其他的一些文
章也开始在《南湖晚报》上发表。

有一天，我突然收到刘阿姨写
给我的一封信：小袁，我要退休了。
喜欢写作是件好事，你记得一定要
坚持写下去，不断投稿。千万不要
怕失败，失败了就继续写继续投！
后来，由于工作繁忙，也失去了刘阿
姨的鼓励督促，我的写作被搁置起
来。每当夜深人静时，耳畔总会响
起刘阿姨的叮嘱，我就好像是小时
候读书偷懒受到老师责备一样羞
愧。之后，虽然没有再继续投稿，却
一直坚持练笔写日记。

如今的我临近退休，教学工作
也已经没有年轻时那么重了，我没
有忘记刘阿姨当年的谆谆教导，开
始每周坚持写作投稿。驽马十驾，
功在不舍。

※人间事

刘阿姨和《长虹桥文艺》

■朱娟清

白露，如同《诗经》中那位独
立水边的伊人，“蒹葭苍苍，白露
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整
部《诗经》中，最有意境的莫过于
这首《蒹葭》了，“白露为霜”，赋予
了伊人超凡脱俗的形象。“白露身
不露，寒露脚不露”，白露过后，天
气逐渐转凉，人们开始感受到秋
天的气息。

鸿雁南飞，玄鸟归巢，群鸟
忙碌地储备食物，以备寒冬。
朝阳初升，天边被染成了一片
金红，稻叶上的露珠在阳光的
照耀下闪烁，白鹭在稻田上空
翩翩起舞，构成了一幅生动的
秋意画。

沿着绿道行走，小野菊们
黄一朵白一朵地点缀着草地。
秋日的空气薄凉得恰到好处，
露水就在每一朵小野菊上停
留、闪耀。我如同看见故交一
般亲切，忍不住想招呼一声：

“嗨，你好啊。”

我还结识了一种花，叫栾树
花。它的名字或许并不响亮，但
花朵却别有一番风味，淡黄而细
腻，宛如秋日的温柔。栾树花静
静地开在枝头，不与群芳争艳，却
自有风姿。因果实形似灯笼，栾
树花又名灯笼树花，但我觉得它
的花朵更像一颗颗小太阳。它是
本土树种，花朵并不张扬，却见证
了无数个季节的更迭。

流连于秋色中的人儿，听着
鸟雀喧闹着归巢，方才惊觉天色
已晚，恋恋不舍地策马而归。

“秋水碧连天一色，暮霞红
映日三竿。”“霞景焕余照，露气
澄晚清。”秋天是文人墨客笔下
的宠儿。

月色朦胧，有棵树上的一片
叶子特别闪亮，我以为有什么东
西掉在了上面，走过去，原来是
它小心地盛着月光呢！

秋虫在一棵栾树上叫得挺
大声的，是看到月光开心的
吗？我也想爬到树上去和它一
起欢唱。

※节气说

秋的样子

■王月明

小时候我最喜欢玩的，莫过
于和小伙伴一起捏泥人。先去
田里挖些田土，拿回家后便兴致
勃勃地捏起泥人来。小伙伴中
有个叫周正祥的，平常我们都叫
他祥祥，人聪明，学什么会什么，
所以捏的泥人最好，不管是动物
还是人，都有模有样，栩栩如生。

长大后，祥祥进入毛纺厂工
作，后期经历了下岗，自谋出
路。一次，祥祥在报纸上看到海
宁有位捏面人的高手，在街上摆
摊现捏现卖，生意十分红火。于
是便和妻子阿毛商量能否去海
宁拜师学艺，以解决失业问题。
祥祥说，偌大的一个王店镇，常
住居民多，摆个捏面人的摊位肯
定不愁没生意。

经得妻子同意后，祥祥备了
干粮，骑着自行车一路来到海宁
硖石镇。环游一圈后，终于找到
了那个捏面人的摊位。

只见摊位前后挤满了人，
捏面人手法熟练，三捏两捏，一
只小鸟就活灵活现地捏成了。
小孩们争先恐后地抢着买，摊
主就给了最早来、喊得起劲的
小孩。一会儿，摊主又从箱子
里拿出红色的面团捏起来，又
加些紫色的，黄色的，摊主用一
根竹签摆弄起来，在鼻梁上钻
了两个细孔，很快，一尊孙悟空
手持金箍棒的面人又捏成了。
站在旁边猴急猴急的小孩们又
抢着要……不知不觉到了午饭
时分，摊主挑起担子回家吃中饭
了。祥祥就在一棵树边吃起干
粮，继续等待。

下午一时许，捏面人的摊主

又挑着担子回到老地方。此时
天气不冷不热，街上的行人络绎
不绝，不一会摊前又挤满了人。
祥祥就这样站在摊位后边，连续
三天认认真真地看着。

摊主终于注意到祥祥，就问
他是哪里人，为什么天天站在这
里看。祥祥如实说明，并说出了
想跟他学捏面人手艺的想法。
摊主老家是江苏的，来海宁居住
已有三年多了，只比祥祥大六
岁，两人谈得投机，摊主就同意
收徒了。

学习了一段时间后，祥祥辞
别师傅回到了王店。他买好了
面粉和各类颜料，按照师傅的传
授，有模有样地开始揉面团、调
颜料，开始一门心思钻研捏面人
手艺了。

那时的祥祥家离小学仅三
百米，一天，他算好时间，趁着放
学前去学校门前设摊。学生出
校门时见到琳琅满目的面人，都
感到新鲜，于是一拥而上把摊位
围得水泄不通。祥祥的面人一
律卖一角一个，因为价廉物美，
吸引着大家争相抢购，“我要孙
悟空”“我要白龙马”的叫喊声此
起彼伏……

祥祥没想到第一天摆摊，生
意就这么好。从此，他每天调
色、揉面团，下午四时准点到学
校前迎候放学的学生。

祥祥出名了，我外甥也想要
一个黑猫警长。我找到祥祥，不
一会他就捏好了，这个警长活灵
活现，富有生气，很有水平。

原以为祥祥会把这门手艺
一直传承下去，没想到几年后，
他找到了一份门卫的工作，捏面
人的事也就从此搁下了。

※忆往事

捏面人

■付玉华

女儿死缠烂打，拽着我去月河
街的花鸟市场买了一只小鹦鹉。

这只小鹦鹉并不知道它不得我
的欢心，在金色的鸟笼里蹦来跳去，
飞到东来飞到西，甚是活泼。我想
叫它小绿，因为它从头至尾全是深
深浅浅的绿，就像只翠鸟。如果不
是脖子前有个橙色的围兜来点缀，
让它待在芦苇丛中，根本就找不到
它。但女儿说要叫飞飞，行吧，那就
叫飞飞了。

卖鸟的老板说这是只牡丹鹦
鹉，很聪明。我不明白什么叫牡丹
鹦鹉，但仔细看那笼子里的小家伙，
颜色十分华丽，确实像国花牡丹，尤
其站着一动不动望着一处时，真有
几分贵气呢。

女儿到底还是小孩子，心心念
念地说要让飞飞把她的手当作家，
却不知如何训练。飞飞十分灵活，
看见人来抓它，便拼命奔逃，鸟笼虽
是方寸之地，却也抓不住它。于是，
我只得伸手，用两只手把它擒住，它
便用利爪把我的手臂抓开了。我刚
想训它一顿，它又张开尖喙，把我左
手中指啄开了。这一吃痛，我赶紧
松开，飞飞立刻张开翅膀飞离，获得
了自由。只见它站在笼子的横梁
上，得意地叫了起来。女儿看这情
形，也乐得笑了起来，只有我窝了一
肚子火。

正好女儿在读沈石溪的动物小
说，我又想到动物园训练动物，通常
先不给吃东西，让它饿肚子，再以美
食引诱之，便想将此法用在鹦鹉身
上。

于是，我只在笼子里放上小水
罐，把放食物的小盒子拿走，决定饿
它个一天一夜，看它会不会乖乖到
我手里来讨食物吃。女儿也在我的

严密监视下，没偷偷给飞飞喂食，就
这样到了第二天晚上。

这次我把手伸到笼子里，它还
是不肯乖乖就犯，依旧飞来飞去。
或许是饿久了，飞起来力道不足，很
容易就被我抓住了。我用拇指轻轻

抚摸它的头，自上而下，一次又一
次，动作轻柔，生怕弄疼它。飞飞便
把头低下，把嘴巴靠在我的手心里，
一动不动。我赶紧拿些杂粮放在手
心里，飞飞的嘴一碰到食物，整个儿
都清醒了，欢快地吃了起来。小米、

高粱，它小嘴一啄，一下子就几粒进
肚了。最令我惊奇的是，它竟然是
个吃瓜子的行家：低头轻轻一啄，一
粒葵花子进入喙中，上下两喙一碰，
瓜子裂开了，里面的瓜子仁便露了
出来，飞飞灵活的小舌头轻轻一搅
动，瓜子仁就随之进入食道。这嗑
瓜子的神功，比人还厉害，简直令我
大开眼界。

经过这次，飞飞便与我亲近了
许多。我每次伸手进笼去抓它时，
往往不费吹灰之力即可达成目标。
它来到我的手里，不只是吃东西了，
还会用喙轻轻啄，好似在亲吻我一
般。我知道训练有了成效，便想更
进一步，让它站在我的一根手指上。

起初飞飞不肯，我便用食物引
诱它。慢慢地，它敢站上去了，把我
的食指当成了一根树枝，小爪子张
得大大的，把我的食指抓得牢牢的，
一点儿也不肯松开。等飞飞站稳
了，我就给它吃食。但它不肯站得
久，吃了几口，又想逃走。我便收起
食盒。它一见没吃的了，又乖乖站
着。我又打开食盒，它又吃了起
来。如此多次反复，现在它已经能
够乖乖站在我的手指上吃食物，直
到吃饱了才停下。有时候我逗它，
把食盒往下拿，它便头朝下，倒挂金
钩进食，令女儿啧啧称奇。

飞飞来我家不过才四天，虽然
还没有到达一伸手它便来的境界，
但已经愿意跟我们亲近了。它会站
在我和女儿的手心里进食，会趴在
我们的怀里睡觉，会让我给它挠痒
痒，会在我工作的时候，在我的电脑
或者书桌上走动，时不时地叫几声，
还会毫不客气地在我身上留下它的
便便……我想起了冯骥才的那句
话：信赖，往往创造出美好的境界。

神奇的萌宠飞飞，改变了我们
的生活状态。

※欢喜录

萌宠飞飞

作者供图作者供图

■徐越勤

午后，播放器传出降央卓玛
的歌声，犹如清泉潺潺，消解了
炎夏的炽热。《天边》旋律响起，
坐在藤椅上的母亲，和着节拍哼
了起来，手指轻轻地拍打着扶
手。见我来到她身边，便笑着分
享：“好听伐，记住了，她叫降央
卓玛。”看着母亲沉浸在音乐声
中，我心中泛起一丝酸楚。母亲
现年 88岁，患阿尔兹海默症，对
身边人的记忆开始模糊了。自
母亲离不开藤椅和轮椅下不了
楼以后，降央卓玛的歌声就成了
她的陪伴，那悠扬的声音便注入
了母亲的心田。

“你见过她吗？”我问道，母
亲笑眯眯地回答：“没有，声音优
雅，应该是脸洁白粉嫩，长头发，
仙女一样漂亮得不得了吧。”“是
呀。”我翻出一张与“仙女”的合
影给母亲看。“你看，个头高高的
就是降央卓玛。”母亲端详照片
说，“漂亮来。”随即又投入到音
乐的节奏中，轻声唱和。

上个月，中国文联文艺志愿
服务先锋队来到嘉兴农村慰问
演出。得知降央卓玛随队献歌，
我驱车近20公里赶赴现场，渴望
近距离见见母亲心中的“仙
女”。朋友戏谑地问：“你也追
星？”我微笑着点头，心中却揣着

别样的期待。
我悄然绕到舞台后面，期待

相遇，若能合 影 便 是 无 比 珍
贵。然而，她尚未出现，正当我
心神不定时，一个高挑的身影
掠过我的视线，她长发披肩，身
着藏青色条纹服饰，仿佛从画
中走来。母亲心中的女神就在
眼前，我既兴奋又紧张。只听
工作人员轻轻提醒她，“下一个
节目就是您了”，我眼睁睁看着
她走上舞台。

《故乡的歌谣》响起，歌声如
薄雾般缓缓流淌在我心里。我
静立在村委会的台阶前，倾听女
中音如丝绒般柔滑，将我从现实
中抽离。一曲唱罢，掌声雷动。
随后，《格桑曲珍》的旋律如梦如
幻般响起来，我又一次沉醉其中，
直到掌声又响起，降央卓玛以“扎
西德勒”的祝福向众人致意。

接着，降央卓玛步下舞台，
立刻被热情的观众簇拥，我生怕
再错过机会，鼓起勇气，微笑着
向她提出合影的请求，她欣然答
应。随着相机的咔嚓声，我和降
央卓玛的微笑一起定格。

饭后，我陪在母亲身边，聊
着那晚的文艺演出，母亲很专
注地听，还问我：“你见到降央
卓玛了吗？”“见到了，她脸洁白
粉嫩，长头发，漂亮得不得了。”
我回答。

※千千情

心中的卓玛

■吴顺荣

中秋节又临近了，这个有着悠
久历史的节日，可以追溯到远古的
敬月习俗和秋祀活动。如果说祭月
是古人对“月神”的一种崇拜活动，
那赏月和吃月饼则是所有中国人过
中秋的习俗。

月饼一词，最早收录于南宋吴
自牧的《梦粱录》中，那时还仅是一
种点心。后来的人们才逐渐把赏月
和月饼结合在一起，寄托思念，寓意
家人团圆。正可谓：“八月十五月正
圆，中秋月饼香又甜。”

关于中秋节与吃月饼，民间有
多种说法：一说为了纪念元朝末年
朱元璋的军师刘伯温利用月饼传条

子杀鞑子的故事；二说源于嫦娥奔
月、吴刚伐桂、玉兔捣药的美丽传
说；而更多人认为是起源于先民对
月亮的自然崇拜和祈求人间团圆。
从天象物候上说，每年秋季，地球与
太阳的倾斜度加大，天空中的暖湿
气逐渐消退，此时，天高气爽，月光
皎洁。尤其是中秋之夜，圆月如盘，
怡神乐人。人们以“花好、月圆、人
长寿”来寄托幸福美好的愿望，而满
月形的月饼也跟十五的圆月一样，
寓意着人间团圆。

古往今来，月饼成为中秋节礼
尚往来的馈赠上品。明人田汝成在
《西湖游览志余》中说：“八月十五谓
中秋，民间以月饼相送，取团圆之
意。”苏东坡有“小饼如嚼月，中有酥

和饴”的佳句。
长期以来，中国人对制作月饼积

累了丰富的经验。宋代制作月饼讲
究味形俱佳；明清时期，饼师已经把
嫦娥奔月等神话故事作为食品艺术
图案印在月饼上。一位清朝文人形
容：“月饼饱装桃肉馅，雪糕甜砌蔗糖
霜。”看来当时的月饼和现在已颇为
相近了。

到了近代，月饼的制作工艺更
加精细，馅料考究，外形美观，还分
成京式、苏式、广式、潮式、津式等不
同风味。在我们嘉兴，王江泾的公
泰和月饼，新塍的荣荣、新旺记、徐
珍斋、袁顺泰等苏式月饼，也各具特
色、别有风味。

嘉兴中秋节除了吃月饼，还有吃

南瓜、南瓜饼、南瓜团子的习俗。相
传从前南山脚下有一户穷苦人家，二
老年迈，生有一女名黄花。中秋节那
天，家中断粮，女儿饿着肚子上山去
挖野菜，采回一瓜，救了一家人性
命。因此瓜生于南山，故名南瓜。为
了纪念这位孝顺的女儿，每到中秋就
用圆圆的南瓜饼和南瓜团子来代替
月饼。在我的记忆里，儿时过中秋节
从来没有吃过月饼。那时每家每户
都要留几个老南瓜，等到八月十五那
天，都要烧上一镬子金黄色的南瓜。
小孩子要能抢到一个官印似的南瓜
柄，便会高兴得一蹦三尺高。

如今的中秋节，全家人围桌而
坐，在月下赏月，吃月饼，喝桂花酒，
这是何等惬意、幸福之事啊。

※茶话坊

中秋节与吃月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