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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在秋风里凉爽，外婆院子里的
枣子熟了。红通通、沉甸甸的，如一盏
盏小灯笼，在茂盛的枝叶间热热闹闹地
拥着，挤着。

枣树是十几年前种下的。那一年，
外婆的村子里发展经果林，荒山野岭都
开垦了出来，栽种上了枣树。每家每户
的屋前屋后，也都栽种了几棵枣树。第
二年春天，枣树发出嫩绿的叶子，油亮
亮的，在阳光映照下闪闪发光。五月的
时候，枝叶间开出了小小的青绿色的小
花儿，不久，花儿落了，结出一颗颗麦粒
一般的小枣子。枣子一天天地长大，从
青绿慢慢地变成了黄绿。夏天，微风轻
轻吹过，枣子在枝叶间颤颤地摇曳着，
让人见了，不由得会心生怜爱之情。

外婆的院子里也栽了两棵枣树，一
棵在东厢房后面的空旷地里，一棵在西
厢房后面的水井边。不知是品种的缘
故，还是水井边有水的原因，西厢房后
面的那棵枣树结的枣子特别好吃。放
一颗到嘴里，慢慢地嚼，脆甜可口；而东
厢房后面的那一棵结的枣子却是又老
又涩，吃起来像嚼木头渣一样。四岁的
表弟似乎也发现了两棵枣树的区别，奶
声奶气地指着西厢房后面的那棵枣树
说：“我吃这棵树上的枣子，你们吃那棵
树上的枣子。”大人们听了，一阵会心地
笑后，并没放在心上。表哥知道了，却
不依不饶地跟表弟理论起来。外婆从
屋子里伸出头来，看了看表哥，又看了
看满树的枣子，笑着说：“枣子吃不完
的，多着呢。”然后，她拿来竹杆，从树上
打枣子给兄弟俩吃。

那时的乡里，孩子们爬树捣鸟窝、
下河摸鱼虾是常有的事。母亲背地里
常常教导我，女孩子要温良斯文，不要
像男孩子一样调皮玩劣。所以，我不会
爬树，也从不参与他们的口舌之战中。
外婆很疼爱我，总是夸我听话，每次吃
枣子的时候，都会单独给我留一些。记
得有一年秋天，我去了县城里的姑姑家
多玩几天。回家后，母亲说，我不在家，
外婆天天念叨我。听了母亲的话，我也
想外婆了，连忙跑去外婆家里，外婆端
出一盆洗得干干净净的枣子给我吃，我
很乖巧地挑出大的枣子往外婆嘴里
送。外婆慈爱地笑了，说：“我吃过了，
这是专门给我的宝贝外孙女吃的。”外
婆脸上的皱纹一条一条地牵扯着，像极
了田间相依缠绕的藤蔓。

冬来夏往，春去秋来，如今外婆离
开我们已经十几年了。每到秋天枣子
上市的季节，看到超市里、水果摊上，
摆满了红润水灵的新鲜枣子，特别是
走在大街上，看到一些朴实的乡里人
站在装满了枣子的车前，嘴里吆喝着：

“自家种的枣子，又便宜又好吃哦！”我
不由得会停下脚步，买一些回家。我
学着外婆的样子，将枣子泡在淡盐水
里，清洗干净，放在盘子里，一颗一颗，
慢慢地品尝。

吃的时候，那些过去的旧时光，那
些童年里的天真无忧，那些外婆呵护
下的温馨幸福，以及外婆的音容笑貌，
一点一点地又浮现了出来，内心莫名
地就有了一股暖流，静静地、静静地流
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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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天，父亲的胃病又犯了，晚上
母亲打电话告诉我，让我去药店买点
胃药，周末全家一起回老家，顺便把药
送回去。

父母已经年近古稀，身体还比较
硬朗。我有点不明白，卫生院、药店都
离父母家不远，去买点胃药，走路也只
是十几分钟的事，母亲为何要让我带
上全家专程跑一趟？

对父母，我从小就言听计从惯了，
只要是他们吩咐的事，我从不违抗。
我叫老公陪我一起去买胃药，并要他
周末和我一起开车回老家送药，老公
半开玩笑地说：“爸妈不会是借送药之
名，‘骗’我们回家‘蹭饭’吧？”

老公的话突然让我陷入了沉思。
几年前，我在城里买了新房，每月有还
贷的压力。为了减少开支，我们一家
减少了开车回老家看父母的次数，想
来确实有很长一段时间没回去看父母
了。

老公说归说，其实他也是一个十
分孝顺的人，对父母的需求，哪怕是再
小的事，也总是有求必应。记得两个
多月前的一个假日，父亲打电话给我，
说家里有一盏灯不亮了。老公听说
后，立即要和我一起驱车回父母家修
灯。其实那一盏灯，平时用得很少，完
全可以等我们下次回家再修也不迟。
而且，就算急着用灯，找邻居帮忙换一
下，不比叫远方的孩子回来换更快？
可父母坚持让我们全家回去，帮忙修
灯。

回家那天正好是周日，到家后，我
走进厨房，只见桌上摆满了各种菜
肴。父亲低头在帮母亲择菜，母亲则
穿着围裙，在灶台边忙乎。厨房内外，
一股股香气扑鼻而来，我打开锅一看，
有我最爱吃的砂锅炖鸡，有老公最爱
吃的酸菜鱼，还有儿子最爱吃的水煮

虾。吃饭时，看着满桌子的菜，我问：
“不是让我们回来帮忙修灯吗？为啥
要这么费事做满桌子的菜？”

“做满桌子的菜，就是想犒劳你们
回家帮我修灯。如果你们回家都没有
好吃的，担心你们以后也不会怎么想
这个家了。”父亲说。

父亲让我们回家修灯，只是一个
借口，他是想我们多回家一起吃一顿
饭，享受一下全家团圆的天伦之乐。

那一顿饭，老公和儿子吃得胃口
大开，满嘴流油，我吃得心满意足，父
母也吃得兴高采烈。

不知不觉，距离上次回家吃饭，已
过了两个多月。如今，母亲又打电话
给我，让我们周末买些胃药送回家。
我猜想，让我们买药送回家是假，父母
肯定又会张罗一桌饭菜，专等我们回
家“蹭饭”。

想到这，我拨通了母亲的电话，告
诉她胃药已经买好了。母亲听说后，
果然兴奋地问我这次回家想吃什么
菜。在得到我的回答后，母亲把电话
给了父亲，我决定打开天窗说亮话，问
他这回是不是想借买药之名“骗”我们
回家。父亲先是一怔，然后笑说：“闺
女呀，你们很长时间也不回家来看看，
你妈平时在家总唠叨说想你们了，这
都是她出的主意。”我突然感到鼻子发
酸，眼泪竟然湿了眼眶。我忽然感到，
父母真的老了，他们太需要儿女的陪
伴，哪怕是我们假日回家，陪他们吃一
顿饭，都成了他们心中不能明说的愿
望。我赶紧说：“我们以后会常回家

‘蹭饭’的，你们欢迎吗？”父亲开怀大
笑：“欢迎常回家‘蹭饭’！”

陪伴是最好的告白。我和老公决
定以后再也不能让父母找理由“骗”我
们回家，一定要抽出时间多回家，陪陪
父母，让晚年的他们多享受天伦之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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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岁月的诗册，跃入眼帘的
是季节的色彩斑斓和气宇轩昂。漫
步其中，你会发现，你所看到的，正
是你过去所期盼的，它们以细微的
事物呈现在你面前，让你禁不住要
为它的美而歌颂。

秋天，我们歌颂它的云卷云舒
和落叶之美。

云在天空，我们常常用善于发
现美的眼睛来和它交流。云朵，云
海，云用它最纯粹的心思，装扮了我
们的天空。它在蓝色的底蕴上，飘
逸着，舒卷着，其轻盈和洒脱，让我
们为其倾倒和向往。天空的蓝，衬
托了云的白，天空的辽阔，对比了云
朵的纤巧。云朵是天空的组成部
分，但它又不拘泥于天空，因为，山
峰高耸的时候，云朵恰恰又给予了
传神的笔锋，让山峰的高度有了新
的解说。

此时，在山峰，在山脚下，在山
峦的一侧，所有的景象，都有秋之韵
脚。

风儿轻吹，叶落如斯，它们的翻
飞和铺垫，让大地更添诗情。所以，
我们要歌颂落叶之美。

落叶是美的，它在枝头时，从
不因为“霜叶红于二月花”而炫耀
其颜色艳丽；在空中，也不因为“翩
然做蝶飞”而自傲才情，更不因为

“满城尽带黄金甲”而目空一切。
它是坦然的：听雨寒更彻，开门落
叶深；它是随心的：雨过闲田地，重
重落叶红；它是真诚的：翻飞未肯
下，犹言惜故林……它的一动一
静，都与我们内心的情感交融，让
我们为之击节赞叹。你放眼望，或
者俯首细品，落叶之声，都是秋天
最得意的音符。

我们歌颂秋，当颂其收获。
春种，夏长，秋收……我们经历

了那么多的风雨和劳动、汗水，而
今，我们终于可以因为收获而感动，
眼眸湿润。“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
子”，让我们明白了播种的意义，让
我们体味到初心的孕育。“谁知盘中
餐，粒粒皆辛苦”，更让我们珍惜秋
之收获；“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
黄橘绿时”，让我们对过去的得失铭
记，对未来多了份期盼。

秋之美，在于我们内心的缅怀、
肯定和期许。

过去的，终究是历史，但我们不
能遗忘它。你的跌倒、爬起，你的失
去和收获，你的感恩和感动，都是秋
之内容。记住它，虽然它们无声，却
是你珍惜好日子的一句箴言。又因
为你我的不愧对每一天，不敷衍每
一寸光阴，所以我们又承认自己的
付出，对自己的收获也是势在必
得。还有未来，不沉迷现在，不满足
现状，对于日后的风景，我们更是信
心满满、翘首以待……

所以，我们歌颂秋，歌颂它的安
静和喧嚣，歌颂它的富饶和浩瀚，更
要歌颂的是在秋天中的我们自己。
因为我们自己从不言放弃，从不会
对内心还没有实现的梦想懈怠每一
分力量。

我们歌颂秋！

秋天之美秋天之美
李易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