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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云燕

立秋过后，顿觉天高云淡，暑气全消。一叶落而知秋，陪伴多年的梧桐
树，竟然飘落第一片叶子，那叶子呈黄色，仿佛在告诉我：秋天到了。

每到秋天，时常会想起阅读过的名家笔下的秋天。最有名的莫过于郁达夫
《故都的秋》。在他笔下，秋天格外让人迷恋。他感叹道：“秋天，这北国的秋
天，若留得住的话，我愿把寿命的三分之二折去，换得一个三分之一的零头。”

北京的秋天是非常有特色的。每到秋天，我特别喜欢去北京，游走在胡同
里，看银杏树下斑驳的老宅。秋天里，到处是银杏叶的金黄，与红瓦的牌坊相
得益彰。北京的秋季，是最美的季节。天气不热不燥，人们可以缓缓地走，慢
慢地行。似乎时光凝结在一砖一瓦中，让你慢慢回味。亦如郁达夫笔下的秋，
可以听得到秋蝉的叫声，可以看得到枣树结出的红枣子。

北京的秋天是迷人的，而我更喜欢济南的秋天。老舍先生曾居住在济南，
度过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光。在他笔下，济南呈现出美丽的风景。“诗的境界必
须有山有水。那么，请看济南吧。那颜色不同，方向不同，高矮不同的山，在
秋色中便越发的不同……秋山秋水虚幻地吻着。山儿不动，水儿微响。那中古
的老城，带着这片秋色秋声，是济南，是诗。”

我喜欢秋天的济南城。如果你走在老城的街巷里，定能感受到泉城的魅
力。你看，家家有水，户户有花，垂柳依依，鱼儿游弋。走在济南的秋天里，

风景明艳艳的，仿佛是一张张动人的明信片。夕阳西下，水域里荷叶片片，韵
味悠长。度过酷暑，人们喜欢在自家门前摆起小桌小椅，在饭后舒服地泡杯
茶，一边听着泉水叮咚，一边慢慢地品茶、聊天，享受着秋天的惬意时光。

作家林清玄有一篇文章非常有名，题目是《温一壶月光下酒》，他写道：
“在秋日薄暮时分，来点小酒，秋日薄暮，用菊花煮竹叶青，人与海棠俱醉。”
秋天里，我最喜欢在乡下的小院子里，日暮时分慢慢地泡一杯茶，可以观西边
天际的火烧云，亦可等待星光满天，此时，丝瓜爬上我的窗，小虫在齐声欢
唱，自然天籁营造出最美丽的声音。此时，你自然可以温一壶酒，在月光下品
尝，天上人间，似乎融为一体。这种感觉，唯有秋日最佳。

秋天，也蕴涵着一份真挚的情感。我喜欢史铁生先生《秋天的怀念》，他
写母爱的伟大，每每读来，都会潸然泪下。“黄色的花淡雅，白色的花高洁，
紫红色的花热烈而深沉，泼泼洒洒，秋风中正开得烂漫。”面对着美丽的秋
天，史铁生却无限地伤感与怀念。

名家笔下的秋，或唯美，或轻快，或忧伤，或落寞，皆因他们有着不同的
人生经历。而作为一个普通人，我们爱着秋天，爱着这个收获的季节。同时也
深深地懂得，只有活在当下，享受当下每一点微小的幸福，才是完美的人生。
人生中的得与失，都不必太在意。

在秋天里，我们品读着作家的文字，收获着一份感悟与情怀……
（作者系河北省石家庄市文学爱好者）

立秋之美

□王振全

泰山素有“五岳之首”之称，也是我一
直向往的名山。记得我第一次爬泰山竟也恍
惚间隔了三十二年，总想有朝一日再次登上
泰山之巅，领略感受她的自然风光和文化魅
力。时不我待，说走就走。在儿子的策划
下，7 月20 日傍晚他开车带着一家人从枣庄
出发，前往泰山游览观光。

到了泰安市区后把车停在天外村停车
场，在附近商店买了几个简易登山杖，准备
好后步行到旅游中心乘坐中巴车到中天门。

从山下乘车已是深夜十一点了，漆黑的
夜里，中巴车在上山的道路上奔驰着，左盘
右旋真让人胆战心惊，一时也没有了困意。
二十多分钟后车子开到中天门停车场。下车
后看到游人如织，人头攒动，选择夜爬泰山
的游人可真不少，其中大多是一些年轻人。

登山是非常消耗体力的，上山之前找了
一个避静之处，吃了点从家里带来的煎饼和
水果，喝足了水准备开始登山。

十二点整，我们随着上山的人群一步一
个台阶向上爬，小孙子奕骁兴奋的在前方向
上登攀。登山的路上没有灯光，上山途中漆
黑一片，游人的手电筒和头上带的多彩装饰
灯如点点繁星，成为一条美丽的银河，直通
泰山之巅。

攀爬了一个多小时后也不知到了哪里，

有人说已到十八盘。这时，我们也都累的气
喘吁吁，汗流满面。腿打颤的时候就停住脚
步在登山步道两侧进行短暂休息。回望上山
的路，看到灯光逶迤连绵，若隐若现。登山
的游客大都和我们一样都是赶在黎明前去极
顶观日出的。来不及多待一会，我们又匆匆
加入人潮，伴随着“啪哒、啪哒”的登山杖
碰击台阶的声响继续向上攀登。

很快到十八盘，上山步道也越来越陡，
简直就是天梯。夜幕下的泰山更显神奇壮
阔，仰望，泰山如同威猛高大的将军，千百
年来守护着齐鲁大地。

近三个小时的运体向上，气喘吁吁快要
腿抽筋的时候，忽听有人高喊，南天门到
了，用锂电灯照了照果然是南天门。

进南天门，就属“天界”了。山上雾气
缭绕，风也很大，凉风吹来顿感阵阵寒意。
平地和台阶上横七竖八趟着、坐着的都是游
人，大多穿着租来的军大衣和裹着棉被在休
息。看看时间已是凌晨三点多，离天亮还有
一个多小时，我们便找一片空地的山石坐
下，坐在上面感觉凉凉的，周围满是带着雾
气的水草，只好撑起雨伞在山石上静坐等待
着天亮。

凌晨4点40分天刚蒙蒙亮，站在高处向
下望去，黑压压的人群都在翘首以盼等待着
日出。可是5时10分该日出的时候还是未看
到日出。这时有景区工作人员手持话筒不断

喊话，告知这里不是观日出的地方。
虽然没有看到日出有点遗憾，但是在这

里看到云海。立于山顶，眺望远方，看着云
海缭绕的群山和汹涌翻滚的云海，如同身处
仙境，全身的疲惫也随之消散。爬山虽然苦
累还是觉得很值。

过了西神门和碧霞祠，再往前走就是最
著名的岱顶大观峰,这里摩崖林立,千姿百态,
蔚为大观。崖壁上的《纪泰山铭》刻石刻于
唐开元十四年，碑文是唐玄宗封泰山时亲手
撰书的。泰山是世界自然遗产和文化双重遗
产，众多的摩崖石刻成为文化遗产之一，历
朝历代的帝王将相，文人墨客不断将墨宝携
刻于此，泰山的摩崖石刻就有1800多处。

在泰山五岳独尊处有不少游人手持五元
人民币背面在拍照。五元人民币的背面就印
有由著名山水画家李叔平先生所绘制的泰山
雄姿图，而且图上还有一行小字“五岳独
尊”。泰山也是五岳之中唯一出现在人民币上
的名山。

我们终于登上泰山极顶玉皇庙。玉皇庙
古称太清宫、玉帝观，始建年代无可考，明
成化年间重修。由山门、玉皇殿、观日亭、
望河亭、东西道房组成。正殿前有“极顶
石”，标志着泰山的最高点为 1545 米，1921
年增修石栏时王钧题“极顶”。1990年5月1
日曾和同事来过泰山，站在极顶石前拍过照
片，三十二年弹指一挥间，没想到今天又站

在这里拍照，定格这一美好瞬间。
在泰山顶观日出的地方游人渐少，不过

向东看去，在太阳的照射下云海十分壮观。
泰山周围的群山被层层叠叠的云海覆盖，远
远望去就像大海里的惊涛骇浪，汹涌澎湃。
随着太阳升高，云朵也不停变幻出各种形
态，壮观的云海瞬息万变充满神奇，像一幅
流动的画卷。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唐
代杜甫《望岳》的诗句时常会在耳边响起。

游完山上的美景该下山了。下山之前逛
逛天街,岱顶的天街虽不及庐山牯岭规模恢
宏，也算得上名山之巅的小镇之一。徜徉于
白云亭、蓬元坊、五岳真形碑周边，极目可
远望，近观如临渊，群峰拱岱，众山若丘，
仿佛置身于天上人间。

下山途中常常会看到泰山挑工，肩上搭
一根光溜溜的扁担，两头担着沉甸甸的物
品。登山时候，他们光着上身，一步一步艰
难地向上攀登。在他们日复一日的劳作当
中，挑山工逐渐成为了泰山独特的文化符
号，也成为了泰山精神的一部分。

到了中天门停车场排队乘坐中巴车下山，
坐在中巴车内眺望窗外的天光山色，尽览秀美
的壑涧曲溪，窗外一幅幅千岩竞秀霜天峥嵘的
山水画卷，令人目不暇接，心旷神怡。

这次泰山之游，似乎不那么完美，却也
别有一番味道。

（作者系山东省枣庄市文学爱好者）

泰山游记
○王双发

八月，家乡阳光是纷飞
雨水也纷飞

当八月亮出第一缕阳光
那露珠闪闪的季节

依然沁人心脾
将八月染成金灿灿的光泽
在家乡的上空，绵延舒张
当每一轮旭日冉冉升起

在八月每一个
赶不上抒怀的清晨

家乡的味道
在火红的八月里

每一缕阳光都是炽热的
每一声吆喝都是幸福的
书写着家乡美丽的序言
稻田写满了爱的密码

挺立在池塘里的红色荷花
以及，那田块里闪亮的紫葡萄

仔细品味着家乡的味道

家乡夏天的夜晚
依然激情四溢
酝酿与赞美

当一颗星星走出夜幕
满载闪亮的星辰

那是通往家乡的星光大道
而我，在梦中一遍遍
呼喊着家乡的乳名

（作者系安徽省望江县文学爱好者）

在八月每一个
赶不上抒怀的清晨

（外一首）

《高山流水》 李昊天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