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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
遍野满诗情 □寇玺

□宜苏子

最近的洛阳阴雨绵绵，气温猛降，已到
了“秋老虎”也不敢发威的农历八月。

农历八月，又称桂月、壮月等，这时天
气转凉，树叶渐黄，整个大地都因秋思而充
满诗情。

“八月桂花遍地开”，这时走在洛阳的
大街小巷，总会闻到阵阵甜香，让人忍不住
止步欣赏。农历八月的别名“桂月”，也因
此得来。

每年八月十五，是中国传统节日中秋
节。它起源于古代的秋祀拜月习俗，而农

历八月十五正值一年秋季的正中，故称
中秋。

八月中正是秋分节气。
秋分时节，凉风习习，是

农业生产上重要的节
气。秋分后太阳直

射的位置移至南半
球，北半球得到的
太阳辐射越来越
少，地面散失的

热 量 较

多，气温降低的速度明显加快。农谚说“白
露到秋分，犁地要认真；秋分到寒露，种麦
不迟误”“秋分，前五后五，麦子入土”。洛
宁、宜阳、嵩县、栾川等县农村丘陵地带，要
开始精耕细作了。

与清明类似，秋分时节也有扫墓祭祖
的民俗，叫作“秋祭”。秋祭一般是在扫墓
前，先在祠堂杀猪、宰羊，吹奏乐曲，进行隆
重的祭祖仪式。扫墓时，从始祖或是远祖
开始，规模很大，往往全村人都会参加。

春分节气的竖蛋活动，秋分同样盛行，
但和春分祭日不同的是，秋分则要祭月。
自古以来，秋分就是传统的“祭月节”。早
在周朝时，就有春分祭日、夏至祭地、秋分
祭月、冬至祭天的习俗。

这时还有“送秋牛”的习俗。在对开的
红纸或黄纸上印上全年农历节气和农夫耕
田图画，就是秋牛图了。那些能说会道的
村民们，拿着秋牛图挨家挨户串门，即兴说
着和秋耕有关的吉祥话，一直说到主人开
心地赏钱为止。这些即兴说词押韵好听，
那些开口说秋的人，便被称为“说官”。

今年的寒露节气，也在农历八月。
这时气温下降，比白露时更低，地面的

露 水 更 冷 ，快 要 凝 结 成 霜 了 。
寒露时节，北方已呈深秋

景象，南方也秋意
渐 浓 ，蝉 噤

荷残。

我国古代将
寒露分为三候：“一
候鸿雁来宾；二候雀入大
水为蛤；三候菊有黄华。”这
是说鸿雁排成一字或人字形
的队列大举南迁；深秋天寒，雀
鸟都不见了，古人看到海边突然
出现很多蛤蜊，并且贝壳的条纹
及颜色与雀鸟很相似，便以为是雀
鸟变成的；此时菊花大都已开放，
洛阳每年的金秋菊花展，也在这时
吸引着大批游客观赏。

对于平川地区来说，“秋分早，霜
降迟，寒露耩地正适时”，此时耕地，益
处很多。农谚说“犁地过冬，虫死土
松”，能让庄稼有个舒适的环境度过寒
冬。最近阴雨不断，对于缺水的洛阳丘陵
地区来说大有裨益，秋雨丝丝入地，都是农

民祈盼小麦丰收的希望啊！

农历八月，又称桂月、壮月等，这时天气转凉，秋意渐浓，秋思
无限，引发诗情。“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
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唐代洛阳诗人刘禹锡的《秋词》把这种诗
情表述得淋漓尽致。大地色彩斑斓，乡野捧出硕果，亦满是诗情
画意，温暖、热烈、喜庆……

——编 者

小院有棵枣树。枣树之冠盖过了院子半个
天空。红彤彤的枣子家丁繁盛，子子孙孙彼此挤
眉弄眼，热闹非凡。孩子们早就忍不住了，一竿
子捅去，哗哗啦啦砸下一场红玛瑙雨来。颗颗红
枣疙疙瘩瘩饱满莹润，让人心生喜欢。抹一把
土，“咔嚓”一声咬去，脆生生甜丝丝，新鲜之气浸
润了口腔，立时肺腑清爽无限。

秋收正紧，农人正赶着节气的脚步撷取果
实。昔日空旷的小院丰盈充实起来。天空上方
的鸟雀审时度势，随时准备俯冲而下，企图不劳
而获。地面上狗呀猫呀耷首伏地如狼儿假寐，却
不肯放过任何动静。妇女除了做饭之外，要把芝
麻捆倒过来，一抖擞，细小的芝麻粒儿哗啦哗啦

落下一堆儿。谷穗一个

一个铰下来，用棒子锤打脱糠。玉米挨个儿褪去
苞衣，拧成朵儿挂起。破损的红薯挑出来，剥去
泥土清洗干净磨碎做淀粉，匀称完好的则码在一
处等下窖冬藏。一样一样的活计凑着手，一刻都
不能闲着。

忙碌时节总嫌天短。一转眼，红日“咕咚”一
下就跌到山的那边去了，再一抬眼，一弯冰轮挂
在树梢。山村小院的夜晚凉凉的，静静的，带着
几分禅意。这时候，那些随藤蔓带回家来的蝈
蝈，墙角的蛐蛐儿，开始上演盛大的音乐会。《诗
经》中说：“螽斯羽，诜诜兮。宜尔子孙，振振兮。”
总觉得这些身掖一把乐器的草虫，是从上古时代
一路弹唱而来的，带着古典之风，把整个秋天小
院的静谧气氛，鼓荡得如痴如醉，如诗如画！

八月画意 □耿艳菊

月令如一首十二行诗，月月似行行，截然分
明又各有味道。抒写到八月，算算已到三分之
二处，曲折精彩已过，大意明了，渐至平缓。

六月莲灿，七月兰浆，八月诗禅。八月，更
像是一朵净水濯洗过的白莲，花开洁白丽灿。
禅意袅袅里熏出的风是洁净干爽的。清晨，前
后窗对开着，刚刚擦完的地面似乎瞬间就干亮
亮的了，真好。

鸟声如洗。窗外廊檐下，有一个鸟儿的家，
几只鸟儿挤着叽叽喳喳的，恍以为是在春日的
早晨。不对，春天的鸟声，婉转悠扬。这清清亮
亮的鸣叫像是在清水里洗过一样干净，它是八
月的，心清心明的八月。

对面楼上的人家在洗衣服，走廊上花花绿
绿的一长排。洗衣的女主人提着刚洗过的出来
晾，她干脆倚在栏杆旁，隔着一条马路，闲闲地
和我聊起了阳光。

天高云淡，晴空如洗。公园里，几
个孩子躺在草坪上，小脑袋围成了一个圆，
扬着小手对着天空指指画画。一个孩子说，云
真软呀，像奶奶种的棉花。一个孩子说，云真白
呀，像雪一样。八月的天空下，似乎每个人的心
都涂满了诗情画意。

傍晚时，那个卖菜的中年男人的声音响亮
地在巷子里流淌。我下楼，他正坐在车前，笑眯
眯地说：姑娘，买大蒜呀。

他的车上齐整地码着亮白的干蒜，一盘盘，
编着大辫子。这是他自己种的。这个普通的卖
菜男人，曾经有过辉煌的过去，三十岁已经叱咤
商场了。四十岁时，一次失误，全盘皆输。他没
有东山再起，而是到市郊包了一片地，种菜卖
菜，过起了清苦但悠闲的日子。

我替他抱屈，他却很淡然地说：姑娘，你到
了我这个年纪自会理解的。

八月深秋的傍晚，沿河边散步。
隔水远望，山映着水，水映着山。款
步徐行，随手拈一片黄叶，叶面脉络
清晰，横斜之间，仿若大自然跌落的
几个折叠小令，疏落几笔，看了让人
思绪万千。随风抛出，叶随风蝶舞，
弧圆的轨迹充满了飘逸的诗意，诉说
着清幽的美，缠绵的静。

深秋，多像一幅斑斓的画卷。浓淡
的墨，恬淡执笔，随心调和，宣泄的情
感，在灿烂、多彩、沉静中停留，秋的画

意里饱含着太多太多的人生内涵。
四季中，我最喜欢秋天，秋

天没有春花吐蕊的娇嫩，没
有夏日的怒放，没有冬天

的冷峻，秋天里只有
恬淡、安宁、平和。

像一个成熟的
女 人 ，举 手

投足中散
发 出

来

的韵味和洒脱，是挡也挡不住的气度，
是千帆过尽的自若和安然。

人到中年，愈加“心素如简”，对简
单的东西越来越欣赏和喜爱，凡事也
都看得开，心静如水。生活就像一张
光盘，A 面是忧伤，B 面是欢乐，任何
一面都是生命的旋律，如果懂得转换，
就能安静地享受，平静地欣赏。珍惜
生命，每个生命都有自己存在的意
义。人生经历如深秋，经风霜，耐寂
寞，才能真正读懂生命的意义。

八月的秋，给我们一个主题自由
发挥，执着于真善，那生命便是一条清
澈的小溪。婆娑世界，长天秋影，自是
一种境界了。耐得住寂寞，才真正懂
得秋影人生的内涵。

渐寒的时节，秋在静静离别，绿叶
渐渐变黄，暮秋晚归，夕阳将我的身影
拉得很长，平铺在地平线
上，独坐在深秋萧瑟里
沉思、遐想，我愿与
落叶共舞，与
菊香同眠。

八月秋思 □刘满英

一场场秋雨，一阵阵秋风，天渐渐
变凉，百花渐凋谢。花开花谢难免给人
一丝淡淡忧伤，此时，菊花总是散发着
缕缕清香，如期盛开。

不管秋雨凉风如何肆虐，菊花依旧高
洁幽雅，灿烂恬静地微笑着，以生机勃勃
的笑脸将秋天渲染得更加姹紫嫣红，点缀
着深秋的萧瑟，给人带来生机与希望。

“花开不并百花丛，独立疏篱趣未
穷。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

农历八月里，最美的
花莫过于菊花。
菊花清隽芬芳，
凌霜盛开，以
其傲然挺 立
的高尚情怀，
香飘于天地
之间。

金秋时
节 ，秋 高 气

爽，处处菊花迎风怒放，卓然而立
在山野间、公园里、街道旁。菊花
馨香四溢，沁人心脾，让人陶醉，令
人遐想……难怪千百年来无数文
人骚客，苦思冥想，诗词歌赋，颂菊
花之美丽，赞菊花之品格。人们把
菊花当作知己，对其赞许尤佳，把
梅、兰、竹、菊并称为“四君子”。或
欣赏菊花的谦谦君子之风，或赞颂
菊花傲霜迎寒的浩然之气。

人赞菊花之美，美在其不与百
花争容斗艳，“我花开后百花杀”，
有藐视群雄的英雄气概。人赏菊
花之魅，魅在其“采菊东篱下”的隐
士风度，令人称奇的精神世界。

菊花又何尝不是乐观、顽强与
奉献之花！深秋时节，万物萧条，
百花凋谢之时，菊花却乐观坚强地
迎霜怒放在荒野石缝间，漫山遍野
的菊花，金灿灿，黄澄澄，把大地打
扮成金色。菊花奉献给人类的是
美、是良药保健品，菊花又何曾抱

怨土地贫瘠，环境恶劣……
世人多爱花，人不同，

境不同，爱亦不同，或爱
花之淡泊宁静，落落大

方，或爱花之淡雅高
洁，芳香四溢。百
花 怒 放 ，各 有 其
美，人之爱菊，盖
因 其 乐 观 、坚
强、奉献之品格
吧。

八月菊黄挹清芬 □赵宏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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