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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天伟

十月的晨光，轻柔地穿透了薄
雾，斑驳陆离地铺洒在古老而静谧的
村落之上。空气中，荡漾着一抹淡淡
的桂花香，这香气，细腻得像初春的
雨丝，轻盈得似夏夜的微风，温婉得
如冬日的暖阳，它无声无息地渗透进
每一个细微的角落，将这个季节独有
的韵味，细细地描绘出来。

我家的庭院，藏着一棵历经沧桑
的老桂树。它矗立在那里，仿佛是一
位阅尽人间春秋的老者，静静地注视
着四季更迭，见证着岁月的流转。每
年的这个时候，老桂树便会绽放出满

树的花朵。那花朵小巧玲珑，色泽金
黄中带有些许银白，犹如夜空中最亮
的星辰，又似秋日里最温柔的梦境，
令人向往。

对于十月的桂花，我有着一种特
殊的情感。它的香气，既不像玫瑰那
样浓烈刺鼻，也不像茉莉般清淡无
味，而是恰到好处的淡雅。这种香
气，随着微风时隐时现，给人一种若
有若无的感觉。它带着一丝丝甜蜜，
又不失清新之感，正如秋日清晨的露
珠，滋养着万物，也滋润着我的心
灵。每当走在这样的清晨，深吸一口
气，那股淡淡的花香仿佛能够洗净心
灵的尘埃，让人感到一种莫名的宁静

与安详。
母亲的手艺，总是能把平凡的事

物变得不凡。她将新鲜的桂花与糯米
粉巧妙结合，经过精心蒸煮，制成了
软糯香甜的桂花糕。而那一壶壶清冽
甘甜的桂花茶，则是秋天味道最直接
的表达。母亲将桂花晒干，再以滚烫
的开水冲泡，茶香与花香相互交融，
每一口都是秋天的美好，让人感到无
比舒畅。喝下这杯茶，仿佛可以将整
个秋天的美好都收纳于心。

时光荏苒，岁月如歌。尽管世事
变迁，但每年十月，当桂花再次盛开
之时，我总能感受到一种不变的情
愫。那些关于童年的回忆，关于母亲

的温暖，关于家乡的一切美好，都在
这一刻被重新唤起。

如今，我身在他乡，每当十月的
风吹过，那熟悉而又遥远的桂花香，
总会勾起我对故乡的无限思念。它不
仅仅是一种气味，更是一份情感的寄
托，让我无论走到哪里，都能感受到
来自故乡的呼唤，以及那份永不褪色
的温情。桂花香，如同一条无形的纽
带，将我与远方的家紧密相连，无论
岁月如何变迁，那份对家的眷恋，始
终如一。

（作者系四川省成都市文学爱好者）

十月桂花香如故

□刘泽熙

秋天，是一年四季中最为深情的
季节。它以一种不言而喻的方式，将
大自然的每一个角落都涂抹上金黄的
色彩，而在这片金黄色调之中，最能
触动人心的，莫过于故乡那棵古老的
梧桐树了。梧桐，这种在古诗词中常
被赋予离愁别绪的树木，在深秋时
节，更是以其独特的魅力，成为我心
中不可磨灭的风景线。

记忆中的梧桐，总是与深秋紧密
相连。每当秋风渐起，梧桐叶便开始
缓缓地从枝头飘落，一片片、一簇
簇，如同时间的碎片，轻轻地落在地
上，铺成一条金色的小径。走在这样
的小径上，每一步都踏着岁月的痕

迹，仿佛能够听到时间轻轻的回响。
而那些梧桐叶，不仅承载着过往的记
忆，更寄托着对未来无尽的遐想。

梧桐树下的时光，总是那么宁静
而美好。小时候，我常常在树下玩
耍，捡拾那些形状各异的叶子，用它
们编织成各种各样的图案。那时候的
我，单纯地享受着那份属于童年的快
乐。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我逐渐
意识到，梧桐不仅仅是一种植物，它
更像是一位智者，静静地观察着世间
的变化，见证着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
与衰老。

深秋的梧桐，总是带着一丝淡淡
的忧伤。当最后一片叶子落下，光秃
秃的枝干在寒风中摇曳，仿佛是在诉
说着什么。这或许就是为什么古人常

常用梧桐来表达离别之情的原因吧。
在这样一个季节里，人们更容易感受
到时间的流逝，更加珍惜眼前的一
切。而对于我来说，梧桐树下的每一
次停留，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
学会了如何面对生活中的得失，如何
在变迁中保持内心的平静。

每到深秋，我总会想起那首《声
声慢》：“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
点滴滴。”这首词，不仅描绘了深秋
梧桐的景象，更道出了离别时的哀
愁。而在我心中，梧桐不仅仅是离别
的象征，它更代表了一种坚韧不拔的
精神。即使在最寒冷的季节，梧桐树
依然矗立在那里，不畏严寒，不惧风
雨。

如今，虽然我已经离开了故乡，

但那棵梧桐树却始终在我的心中生根
发芽。每当我感到迷茫或困惑时，我
都会想起那片金黄的梧桐叶，想起那
条铺满落叶的小径，想起那段与梧桐
相伴的时光。梧桐，不仅是我童年记
忆的一部分，更成为了我人生旅途中
的一盏明灯，指引着我前行的方向。

梧桐深处的秋思，不仅仅是对过
去的回忆，更是对未来的期许。愿每
个人都能在自己的生命中找到一片属
于自己的梧桐林，那里有温暖的阳
光，有轻柔的微风，有永不凋谢的希
望。梧桐树下，岁月静好，现世安
稳。

（作者系云南省昆明市文学爱好者）

梧桐深处是故乡

□耿艳菊

重阳，望文生义，阳光与阳光的
重逢相遇，该有多灿烂！事实上，重
阳节原本就是一个欢乐的日子。古时
候，人们将天地万物分为阴阳两类，
阴代表黑暗，阳则代表光明、活力。
奇数为阳，偶数为阴。九是奇数，属
阳，九月初九，日月逢九，阳阳相
遇，称为“重阳”。作为千百年来的
传统节日，重阳节踏着历史烟尘而
来，携着数不清的风俗和习惯。

聚会宴饮是最早最普遍的庆贺方
式。三国时魏文帝曹丕说：“岁往月
来，忽复九月九日。九为阳数，而日
月并应，俗嘉其名，以为宜于长久，
故以享宴高会。”日月同辉，多么难
得，稍纵即逝，邀上亲朋故旧，纵情

宴饮吧。叙叙旧，聊聊天，唱唱歌，
跳跳舞。好风好水好晴天，人生得意
须尽欢。

重阳登高是民间最重要的风俗。
关于登高，民间曾流传着一个故事：
东汉时，汝南一带，出现了瘟魔。一
个叫恒景的青年因为父母被瘟魔夺去
性命，四野乡邻均受其扰，决心访仙
学艺，为民除害。历经千亲万苦，终
感动了一位老仙长，传他降妖剑术，
赠他宝剑，又指点一番。恒景回到家
乡，在九月九日瘟魔出没的时候，按
照仙长的嘱咐把乡亲们带到附近的一
座山上。然后，恒景手持宝剑与瘟魔
在山下拼杀，几个回合，瘟魔就死在
了恒景的剑下。虽然只是传说，人们
则相信登高避祸。其实，重阳节，天
朗气清，金秋送爽，登高远眺，不仅

可以欣赏美景，令心情愉悦，还可以
锻炼身体。

赏菊，还有饮菊花酒应该是最风
雅最有诗意的习俗了。开创此风的是
晋朝大诗人陶潜，他爱隐逸，爱诗，
爱酒，更爱菊，篱笆门扉旁遍植菊
花。金秋重阳，菊花怒放，姿态万
千。手持美酒，临菊赋诗，想想便觉
得美好。孟浩然诗日：“待到重阳
日，还来就菊花。”是的，这时候，
再有老友造访，畅叙幽情，人生最美
好称心莫过于此吧。

另外较盛行的还有吃重阳糕，插
茱萸，簪菊花等。据记载，重阳糕制
无定法，各地不同，主要是以“吃
糕”代替“登高”之意。茱萸，又名

“艾子”，有杀虫消毒、逐寒祛风的作
用。重阳节人们喜欢佩带茱萸以辟邪

求吉。同时九月九日重阳节时爬山登
高，臂上佩带茱萸，以示对亲朋好友
的怀念。有诗为证：“遥知兄弟登高
处，遍插茱萸少一人。”簪菊花的意
味也是如此。

九九重阳，九九与“久久”同
音，有生命长久，健康长寿的含意。
很多地方都会开展敬老爱老的活动。
后来，重阳节又被立为老人节。如今
流传最广最盛行的便是敬老爱老的习
俗，由此可见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有句谚语说，九月九风吹满天
哮，重阳无雨一冬晴。不管是何种风
俗，愿景是相同的，都希望留得住这
样阳光灿灿的日子，长长久久，头顶
无雨，一世安康。

（作者系北京市通州区文学爱好者）

重阳的愿景
□刘圣明

九九金秋，菊绽芳华，雁过碧霄。念季秋祭祀，源来上古；重阳佳节，意蕴丰饶。

插佩茱萸，登高远眺，欲把灾殃尽避消。思千载，看星河灿烂，火耀心苗。

菊花美酒香飘，共赏菊、怡情韵自娇。喜食糕寓好，步升云路；风清日朗，意满今朝。

敬老尊贤，爱浓助老，美德传承意气豪。新时代，赞人间有爱，岁岁丰饶。

《沁园春·重阳节》

《金秋》 汤青 摄

□刘圣明

露冷风寒节气，霜凝叶舞深秋。

温差拉大惹离愁，农事忙收丰厚。

南岭秋光如画，北疆冬意初留。

登高赏菊韵悠悠，岁月安然依旧。

（作者系山东省枣庄市文学爱好者）

《西江月·寒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