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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

□ 山东师范大学2019文综本
1班 姜辰潇

在十月，济南的天气仿佛孩
子的脸庞，一会儿一个模样，时而
明媚灿烂，时而低沉愁苦，虽然难
以琢磨，但我却总是爱它的。

想必有人定会发问，为何
喜欢济南这善变的秋。其实原
因着实简单，不同于扑面而来
的凉爽，济南的秋天总是在炎
热与寒冷的边界徘徊，如抽丝

剥茧一般送来秋的况味，仿佛
淡淡清欢，引人留醉。

其实济南秋天之美，你需
得慢慢体会。

清晨总是最寒冷的时候，
我裹紧单衣，步履匆匆。抬眼
四望，却不禁惊叹，天高寂静，
倒真是像极了曹丕《燕歌行》中
所言“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
落露为霜。”我的心不由得一
紧，济南这秋，清晨便凛冽如

此，往后的时日该怎样办呢？
是否应提早备些冬衣？

可午后当我走出宿舍时心
却全然轻松了，阳光懒洋洋地
洒在树叶上，远处一窥，仿佛月
下银树的盛景，实在是好看极
了。我仿佛趟过四季的轮回，
只要稍走快些便如在夏日的午
后，额上留下淡淡薄汗。这时
便也突然便艳羡起“手红冰碗
藕，藕碗冰红手”的清凉来，恨

不得也跟了苏轼笔下这女子，
求一碗冰块拌藕丝。

其实这便是济南的秋，在
凛冽的清晨有它的影子，淡淡
的，不曾疏离；在温暖的午后出
现在你身旁，轻轻地，不曾远
去。无论身处何方，恰逢何时，
是寒冷抑或酷暑，光明抑或黑
暗，它总能给人一个盼头与希
望，让你淡淡的道出一句“哟，
秋天还在呢”。

□ 张店 赵蕴霞
往事如烟，回忆有时带来

丝丝温暖，有时也勾起痛苦与
伤感。为了心情的平和，我曾
暗暗对自己说，关掉记忆的闸
门，不再回忆关于故乡过往的
种种。可是每每节日临近的时
候，思绪就会越过重重的关山，
准确地降落到那个魂萦梦牵的
地方。山水依然而故人走远，
一次次，我成为故乡匆匆来去
的背包客，它真实的身影距离
我的内心越来越隔膜，而我谙
熟的那个日思夜念的故园却只
能从心版上悄悄搜索了。

临近中秋，市面上眼见着
热闹起来。各式的月饼和节礼
将超市商场点缀得色彩绚丽。
穿过月饼堆积的小山，在一堆
堆水果前驻足挑选。蓦地，一

片醒目的红艳映入眼中——— 是
一个个硕大的石榴，红彤彤圆
溜溜，多像天上的红月亮。看
到价格有些小贵，迟疑片刻，终
于还是决定买两个给女儿尝尝
鲜。中午，疲惫的女儿放学回
家，一眼看到了两个大石榴，高
兴极了，急不可耐地掰开，眼前
立时闪烁出一片小小的莹润欲
滴的水晶世界。呵，真甜……
女儿一边吃着一边说。我掰了
几粒，放入嘴中轻轻咬着，一股
清甜的汁液瞬时充溢了口腔。
这是多么熟悉的味道，“不知你
姥姥家的那棵树今年结了没
有？我猜也该熟了。”想不到，
自己脱口而出的还是这句话。
吃着眼前的甜石榴，心却已飞
远，回到故园的石榴树下。

曾几何时，围绕着院中的石榴

树，一家人的欢声笑语还在耳畔。
月满中秋的时刻，红红的大石榴
垂挂在压弯的枝条上，墙角边看
家的叭儿狗毛色油光锃亮，两只
眼睛出神地盯着我们的一举一
动，旁边是几个孩子在嬉戏打闹，
厨房里一阵阵飘过来母亲做的饭
菜浓香，屋门前，一把茶壶，一张
报纸，父亲躺在竹椅上闲适地喝
茶看报，间或抬头望望嬉闹的儿
孙。小院里流淌着温馨和美，所谓
儿孙满堂、其乐融融的家庭幸福，
我以为会是长久伴随的时光。

母亲去世后，因为没有了她
精心的照料，父亲也没心情打
理，石榴树不再枝繁叶茂。我和
父亲看着这棵老石榴树，心里都
有些沉重。松土，剪枝，施肥，父
亲默默地为石榴树做着这些事
情，他希望还能让我们吃到许多

像以前一样又大又圆的果实。
可不知为什么，那石榴树结的果
子再没有以前那么多那么大了。
母亲地下有知，是否也感到惋
惜。生前，她做事向来是求一个
好字。无论做什么都要做到最
好。针线、饮食、料理家务、花木
打理、亲友邻里的相处，没有一
样不被人夸赞。她早早地离去，
让我们深切地体味出，一个好女
人会幸福三代人，她是这个家无
形的轴心。

今年，父亲因故搬离了老
家。故园渐渐寂寥无声，熟悉
的院落与小楼不再有往日的欢
笑，母亲在千米之外的墓园中
静静地安睡着。又到中秋时
节，故园里的石榴应该红了吧？
它一定在默默期盼着主人的归
来，共赏那一轮皎洁的明月。

踏金风玉露 寻诗情碧霄

月圆石榴儿红

杂谈养生

□ 张店 王效英
天高云淡的秋天悄然走来。

秋天虽然不像春天那样有生机，
但却有着诱人的金色果实。它带
着一身金黄来到人间，告诉人们
收获的季节到了。

前几天，我们鲁中晨报的老
年记者一行几人去滨州冬枣之
乡——— 沾化县参加采摘活动。路
上我们透过车窗玻璃，看到浓郁
的秋意遍布在希望的田野上；大
片的高粱举起了红红的火把；牛
角似的玉米露出了金黄的牙齿；
棉桃一绽嘴微笑……

不知不觉，我们来到枣园。
一望无际的枣林挂满了密密的枣
儿，甚是喜人。串串枣儿簇拥在一
起，好像亲密无间的姐妹；有的率
先穿上红袍；有的绿中带红；有的
一身翠绿；微风中摇曳生姿；失去
了光泽的叶子成了配角……接下
来开始采摘，我先尝了几个，呵呵！
又脆又甜；我们穿行在茫茫枣林
中，大家相互传递着信息，交流着
经验：这棵树枣儿甜，那棵树枣儿
脆；大家边摘边用手机拍照，希望
把这动人的场面留作美好的记忆。

第二天一早，我们又马不停
蹄去了微山湖。上午10时许，我
们坐着能容纳三四百人的漂亮游
船，荡漾在湖面上。放眼望去，天
连着水，水连着天，湖面上一望无
际的荷叶密密层层；无数荷梗挺
胸托起鼓鼓的莲蓬，告诉人们收
获的季节到了。

看！屏障似的芦苇荡，微风
中点头，欢迎我们的到来。看到
农民朋友摇着船桨穿梭在芦苇水
道中，哼着古老的歌谣，个个脸上
洋溢着灿烂的笑容；他们清早划
船儿去撒网，晚上回来鱼满仓；春
天撒下的鱼苗，秋天长成斤巴重，
也有几斤重的。鱼的种类达70
多种。这里的鱼儿色鲜味美，听
说客商早已订购一空；还有芦苇
也待收割，这是农村蔬菜大棚用
的草栅不可缺少的原料，也可用
来盖牛棚猪圈。

经过40分钟的行程，我们到
达一小岛，秋天到，岛上枫树已披
上了红衫，层林浸染的枫林，加上
那不知名的水岛，俨然一副天然
画卷，远远望去就像一座火岛。
大家纷纷拍照留念……中午，我们
在芳林嫂饭店就餐，全是微山湖特
色鸭蛋炒粉皮、鲜荷叶莲子粥、鲤
鱼等……

这次游览微山湖，让我们看
到了水上湿地秋色与旱地秋天的
不同；可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一方土地养一方人。

我赞美这硕果累累的秋天！

又是一年收获季

□ 张店 郑峰
有句老话：夕阳无限好，只

是近黄昏。落日的天际，晚霞
满天，绚丽多姿，确是一道迷人
的风景！想要留住这风景，几
乎是不可能的。但是，这道风
景，只有在此时此刻才会有，别
无时段。这就具有了它的独特
性、唯一性。

人生也是如此，经过了青
年、壮年，人生就步入了老年阶
段。这是不能改变的规律。可
是，如何使这段人生带着殷实
的成果完成使命，却是各有
千秋。

漫画家方成，于2018年去
世，享年一百岁，他曾总结了三
大长寿与养生的秘诀：

一是喜欢运动，充实忙碌。
自1986年退休后，他每天早晨
五点起床，开始忙碌，笔耕不
辍，创作不止，每天工作八小
时。除去睡觉、吃饭，他便是去
跟报社院内的老同事做做操，
打打拳。晚上围着大院周围散
步半小时，几十年坚持不懈。
他给自己画了一幅漫画像，题
上一首打油诗：“生活一向很平
常，骑车画画写文章，养生就靠
一个字：忙！”

二是风趣幽默，凡事想得
通。风趣幽默是他的天性，知
足常乐是他的养生之道。他
说：遇到烦心事不要找绳子上
吊，而要找瓶酒来喝喝。

三是生活规律，爱好广泛。

按时三餐，没有特别要求。睡
不着时，会听听古典音乐，看看
流行的朱德庸、几米的漫画。

电影表演艺术家于洋在银
幕上是个重量级人物。他总结
人生像一座天平，一头是劳，一
头是逸。在生活中很注意劳逸
结合，张驰有度。虽然他已高
龄，可他不服老，不畏老，在晚
年生活道路上充满了自信和豪
气。他曾写过这样一首诗，可
以看作他的养生之道：“春天后
面不是秋，何必为年龄发愁？
只要在秋霜里结好果实，又何
必在春花面前害羞。”

著名画家晏济元，于2011
年去世，享年一百一十岁。他
与画家张大千为总角之交，幼
时一同学画。在二十世纪三十
年代即已名垂川内享誉画界，
时人称之为“两张（张大千、张
善子）一晏（晏济元）”。

他是目前国内当代画家中
最长寿的一位。九十九岁时曾
远赴云南观虎跳峡，登玉龙雪
山；一百零一岁时登华山；一百
零二岁时登泰山，都是为了写
生。一百零五岁时，除了头发
花白，耳有些背以外，走路不用
扶，举止自如。直到一百零八
岁，还在作画刻印。他每天早
晨起来，就让保姆给他梳洗发
髻，他认为留长发不易感冒。
冬天冷，站久了就坐下来，在窗
前极目远眺，手指在大腿上
作画。

他一生禁烟酒，以咖啡代
茶。不熬夜，睡前浴足。他总
结，老年人养生要“静中有动，
随动而静；写字画画，即是练气
功”。直到晚年，他仍保持一颗
童心，爱看有动物的电视节目。
爱吃红烧蹄髈，口味重，不喜欢
清淡食物，偏爱番茄和豆腐。

有人问起长寿秘诀，他总
是说：没有，没有。我觉得自己
像个演员，不顺时，就当自己演
了个糟角色，别人说你不好，就
当自己演了个坏人。长寿无秘
诀，只要心态好。

作家马识途，1915年生。
一生著作等身。七十岁以后以
惊人毅力学会电脑，成为中国
作家中年龄最长的换笔人。八
十七岁以后，三十万字的电视
剧本《没有硝烟的战线》就是电
脑打字而成。

马老自信：我已百岁，垂垂
老矣，如日薄西山，夫复何为？
我偏不认命，还把往年生活碎
片拾掇起来，便是这本《百岁拾
忆》的书。

曹操《龟虽寿》云：“盈缩之
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
永年。”马老离休后，养成了有
计划作息的好习惯。每天早上
六点半起床，准时收听中央人
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早
饭后，读书看报。上午十一点
休息一会儿；午饭后写写字、看
看书，下午两点左右午休；四点
起来看书、写字或接待友朋；晚

饭后雷打不动地看《新闻联
播》，晚上十点前上床睡觉。

九十岁前每天坚持室外散
步，后在医生建议下改为室内
活动。他善于思考动脑，根据
室内健身体验，编写了老年软
体操“十段锦”，真是处处留心
皆学问啊！

作家毕竟是作家，他还根
据自己的体验写出了养生《长
寿三字诀》：

不言老，要服老；
多达观，去烦恼；
勤用脑，多思考；
能知足，品自高；
勿孤僻，有知交；
常吃素，七分饱；
戒烟癖，饮酒少；
多运动，散步好；
知天命，乐逍遥；
此可谓，寿之道。
黄昏是美丽的。人生的黄

昏各有各的精彩绚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