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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秀兰
“谷子好，谷子好，谷子是太行山上

第一宝。”听着舞台上孩子们稚嫩的朗
诵声，我的心里生出无限感慨。是啊，
谷子好，谷子何止是太行山上第一宝
呀，谷子是庄稼人心里的第一宝啊。百
度百科上讲，谷子，古称稷、粟、亦称粱，
一年生草本。秆粗壮，狭长披针形叶
片，有明显的中脉和小脉，有细毛，穗状
圆锥花序。每穗结实数百至上千粒，籽
实极小。谷穗一般成熟后呈金黄色，卵
圆形籽实，去皮后俗称小米。

每年春天，一到播种季节，布谷声声
唱，庄稼人便开始播谷忙。若是播迟了，
谷子在秋天未成熟前有可能会受到轻霜
冻的危害。庄稼人依据多年种谷子的经
验都了解，经历轻霜冻后成熟的谷子灌
浆不会饱满，产量也会跟着降低。

依稀记得小时候看大人们播谷子
的情景，前头有人牵牛，后面的摇耧老
把式摇着耩谷子用的木耧，不紧不慢，
一步三摇，走得匀称结实。耩谷子的把
式都是由村里上了年纪有经验的人担
当，一般年轻人是没有资格的。耩谷子
时，前面牵牛的人也要有眼力，特别是
在转弯抹角时，配合得好，后面的摇耧
者能省下好多劲儿。耩谷子的人后面
还紧跟着两个人，每个人拉着 3 个用粗
糙的砂石做的砘子。砘子碾压的目的
是不让垄沟里的水分被春风吹干，使种
子和土壤结合得更加紧凑，这样容易发
芽。村里的老人们说，种谷子以砂石地
为宜，不宜黏土地种，含磷程度高的地
最宜谷子生长。

谷子长出来了，母亲就会找出短柄

的薅锄去地里。她手里拿着薅锄，或蹲
或跪在谷垄上薅呀薅。每一株谷子都
要细致地照料，锄草松土，一株一株。
经过母亲的辛苦打理，谷子苗从起初的
两片叶子中不断钻出一对又一对的叶
子，一直到长出一个毛茸茸的谷穗。有
一年刚下完雨，母亲就到地里薅谷子，
因为地太潮湿，劳作时间又长，竟然落
下关节炎的毛病。

一个长长的夏天过去了，谷穗们的
重量在不断增加，沉甸甸的谷穗累弯了
谷子苗的腰，也累弯了母亲的腰。

秋风吹来，谷子成熟了，颗颗饱满，
它们谦逊地垂着头，身披叶子盔甲，香
气弥漫田野。金灿灿的谷穗造型，喜悦
着庄稼人的心。宽阔的晒谷场上，阳光
使劲地摇曳着光芒，明媚的谷穗把秋天
的日子照得又明又亮。那一粒粒的金
黄里藏着庄稼人多少辛苦、多少汗滴、
多少心愿呀。

谷子与我们的生活密不可分，关于
它的故事讲也讲不完，数也数不清。

小时候的母亲经常挨饿，缺吃少
穿。有一回外祖母外出挖野菜饿晕在
路上，是邻居家送来的一个谷子皮拌野
菜窝窝，把她从昏睡中唤醒。

有一年种谷子的时候，母亲去给在
地里耩谷子的人们送饭。一大早，母亲
肩上担了 8 个黑黝黝的陶瓷大饭罐，急
急忙忙走在山路上。一不小心，右脚被
横在路中央的一根藤蔓绊倒，扁担从肩
膀落下，饭罐打翻，稀饭洒了一地。那
是一罐罐很稀的小米粥呀。看着滚落
在泥土中的那些金黄的米粒，母亲流下
伤心的泪水。

“谷子好，谷子好，吃得香，废得
少。磨成糊糊摊煎饼，满身窟窿赛面
包。”小时候母亲常为我们做香喷喷的
小米干饭。母亲把小米熬熟，放上花椒
胡麻油炝上葱花，小米干饭做好了，满
屋子的香气。稠粥也是小米的杰作。
把洗好的浸泡过的小米倒入水锅中，大
火煮沸后转中火煮。母亲每隔一会儿
用勺子在锅里搅拌一下，防止小米粘锅
底或糊锅。最后小火慢焖，做出诱人的
小米稠粥。

谷子与我们祖祖辈辈相偎相依，我
们的心灵从小受到谷子馨香的洗礼。
每一穗谷子都是一首纯洁的小诗，小小
的谷子，圣洁了大地，给予了我们爱的
气息，让我们学会了珍惜。

谷 子 飘 香谷 子 飘 香

□何龙飞
秋天来了，房前屋后、地坝边、土边

的老南瓜成了母亲的“宝贝疙瘩”。
这些年来，母亲一直坚持在春天育

栽南瓜秧，经过精心呵护后，南瓜秧茁壮
成长，到了夏天长得最为茂盛，开花结南
瓜儿。到了秋天，则长成了老南瓜。

老南瓜呈黄褐色或金黄色，起初隐
藏于绿黄相间的南瓜叶中，显得有些羞
涩。不久，南瓜叶枯萎，老南瓜则“显山
露水”，大大咧咧的，十分醒目。倘若南
瓜藤枯死，就只剩下老南瓜“望星空”了。

老南瓜呈椭圆形或长条形或葫芦
状，小的十多斤，大的二十多斤，个数
多，最多的那年达到 60 余个，缘于母亲
种植有功，被父亲誉为“种瓜能手”。

母亲笑了笑说：“哪里是什么能手
哦，就是爱好种罢了。你看，种南瓜费
不了多少工夫，适当淋点粪，它就吃露
水长大了，而且长成了老南瓜，丰收成
为定局，多安逸！”

听着母亲的话语，父亲及我们感受
到了她的谦逊、质朴、憨厚，感受到了她
对土地、南瓜、劳动、生活的热爱。其
实，母亲为了种植老南瓜是费了不少心
血的，从备南瓜子作为种子到育苗从备南瓜子作为种子到育苗，，从从
移栽南瓜秧到浇水移栽南瓜秧到浇水、、施肥施肥、、除杂草除杂草，，从从

“靠”南瓜花到结南瓜，从祝福南瓜儿快
快长大到收获老南瓜，母亲都很细致、
认真，像疼爱幺儿一样管护。要是有南
瓜儿夭折了，她会伤心、难过。待到一
个个老南瓜黄得可爱时，母亲不由自主
地把它们看了又看，摸了又摸，闻了又
闻，欣慰、爱恋的情愫可见一斑。

于是，母亲珍爱那些老南瓜，把它们
当成“宝贝疙瘩”，除带领我们去看、摸、
闻外，就是把那些老南瓜摘、背回去，要
么堆放在屋内，要么堆放在屋檐下。

“不怕别人顺手牵瓜呀？”我们不解
地问母亲地问母亲。。

母亲坦言相告母亲坦言相告：：老南瓜是农家人的老南瓜是农家人的

老南瓜，母亲的宝贝疙瘩

□洛 红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一场又

一场雨下来，蜀黍棵青黑粗壮，蜀黍棒胀
得要撑破衣裳，顶上的缨子由嫩黄渐变成
红褐。青绿长身，白衣红缨，籽粒金黄。
唧唧秋虫唱响了热烈欢快的丰收之歌。

乡下长大的我喜欢叫蜀黍，而不是
叫玉米。这是祖辈沿袭下来的叫法，是
一种渗入骨髓的习惯。掰蜀黍、剥蜀
黍、挂蜀黍、晒蜀黍、烤蜀黍、煮蜀黍，挂
在嘴边的蜀黍，把我们喂养大。

秋假时分，天微微明，村庄通向田间
的土路上就沸腾起来，男女老幼，成群结
队，拉架子车、拿镰刀、扛镢头、背篓子、
提箩头、挎竹篮、挑担子……踏着纵横交
错车辙印的小路，赶往自家的田地。

掰玉米是个辛苦活儿，好在我家人口
多。每人把两垄，“咔嚓、咔嚓”，左掰一
下，右掰一下，隔丈把远扔成一堆，看似轻
省，但搁不住多，不停重复会让手腕酸
疼。好不容易挨到地头，还要装运玉米。
我张麻袋，姐往里装，哥哥一趟一趟往地
头扛。虽已秋天，比人还高的青纱帐里密
不透风，燥热难耐，玉米叶剌到胳膊上，刺
挠得很，汗水一浸，火辣辣地疼。但苦中
有乐，田里热闹，虫声不断，有蟋蟀叫，有
蝈蝈叫，也不怕人。随手抓两只，用草引
逗它们斗架，有趣得很。间或找到一根

“哑巴秆”，即不结穗的玉米秆，扒掉叶，咬
去硬皮，像嚼甘蔗一样大口咀嚼，吞咽甜

甜的汁水，在焦渴疲累时，是很过瘾的事。
沾着新鲜气息的玉米棒收到家，庭

院里堆出了一座“小山”。在夜晚明晃晃
的月光下，一家人围着“小山”坐一圈，手
不识闲儿地剥玉米。刚开始大家还讲个
笑话，打个嘴仗，兴致盎然地闲唠，渐渐
地就只剩下撕玉米衣的“嘶啦”声和收音
机里说评书的沙哑声，不觉间已夜深。

玉米剥完，送到房顶上晾晒，几天就
能吃上新黄面。留辫子的玉米，成双结
对地绑起，挂在树杈间、墙头上、屋檐
下。朝阳墙面屋檐下那排木橛，一个个
迎来了自己的新娘，结实的橛子上挂着
一串串金黄的玉米辫。本是长在田园里
的玉米，飞到了树上、墙上，装点着庄稼
人的庭院，使简陋的小院变得金碧辉煌。

如今，那个挂满秋实的小院早已被
贴着瓷砖的楼房取代，玉米曾经的辉煌
成了最柔软的记忆，安放到心灵深处。
透过时光的罅隙，恍若看到金黄的玉米
从枝叶间探出头来，似乎在回望它走来
的田园。

玉米金黄

□赵盛基
我小时候，每到农忙时节学校就会

放假，让我们参加生产队里的劳动。队
长会安排一些我们力所能及的活儿，翻
地瓜蔓就是其中之一。

老人们说，地瓜属土，沾地就活。
此话毫不夸张，将一拃长的瓜苗插到垄
上，浇一碗水，就成活了。瓜蔓的生命
力非常强大，栽下一棵小苗，能长出很
多条长满叶子的蔓子，而且越长越长，
向四面八方延伸，不久就覆盖了地面。

我和小伙伴们每人手持一根细长
的棍子，沿着地瓜垄，一根根地将瓜蔓
挑起来，从垄这边翻到那边，垄那边的
翻到这边。长长的瓜蔓，有的轻松翻
过，而有的已经一节一节地扎了根，棍
子翻不动，我们就用手拽起来翻，将它

们的根与土壤脱离。有时候，会将瓜蔓
翻断，队长说：“不要紧，只要不拔起主
根就没事。”主根就是结地瓜的根，它们
已经结瓜，紧紧地拥抱着土地，轻易是
拔不起来的。

我们不懂为什么要翻瓜蔓，就问队
长：“挨热受累的，何必翻弄它们？”队长
说：“地瓜不翻蔓，金蛋不值钱。”原来，
瓜蔓上有许多不定根，它们扎进土壤后
使瓜蔓吸收了更多营养，会促进瓜蔓疯
长，从而争抢主根的营养，结不出高质
量的地瓜。翻蔓的目的就是切断瓜蔓
上的不定根与土壤的接触，控制瓜蔓旺
长，促进养分向主根部输送，集中养分
结瓜，以保证地瓜膨大，增加产量。

做任何事情都像翻瓜蔓，我们希望
得到的是实实在在的果实，而不是徒生
旺长的枝叶。

翻 瓜 蔓

土特产，家家户户都在种，都有收获，值
不了几个钱，不担心被“偷”。原来如
此，我们恍然大悟，对母亲的宽广胸襟
佩服不已。

对于那些“宝贝疙瘩”，母亲会做妥
善安排：先得考虑一家人吃的问题。无
论是煮老南瓜汤，还是炒老南瓜片，还是
清蒸老南瓜，还是老南瓜烘饭，都香甜不
已，不失为农家美味，既能充饥，又能变换
口味、犒劳味蕾和肠胃，还能美好心情，
怎能不美美地为家人奉献出爱心呢！

事实上，母亲做出的各式老南瓜菜
肴，均成了我们的最爱，常常嚷着“还要
吃”“还想吃”。而母亲不厌其烦地操劳，
满足我们的愿望，不能不令我们发自肺
腑地感激，由衷地向母亲翘起了大拇指。

家里人吃不了多少老南瓜，对于剩
余的老南瓜，在亲朋来串门告别时，母亲
会送些给他们作为“礼物”，浓烈情谊。

还有剩的老南瓜，则用于喂猪。是
啊，把老南瓜砍成砣，放进锅里煮熟后
更加香甜，猪们吃起来摇头摆尾的，惬

意极了。
在老南瓜的滋养下，不单人能饱

腹，促进生长，还能助力猪们的生长，以
至于长得膘肥体壮，尽快出栏换回钞
票，可把母亲笑得合不拢嘴。

每每看到那些“宝贝疙瘩”发挥了功
用，越来越被乡邻、家人、亲朋喜爱，母亲
就会情不自禁地感叹：“还是老南瓜好哦，
谁叫它是我的宝贝疙瘩呀！”

靠着毅力、勤劳、爱心、细心，母亲
每年秋天都会收获老南瓜，一看到老南
瓜就倍感亲切，一摸到老南瓜心里就踏
实，一闻到老南瓜散发的清香心里就畅
然，那眷恋、珍爱的情愫溢于言表。

当我们回归老家时，母亲尤为兴
奋，定要为我们做老南瓜饭菜来吃，理
由是为了“不忘本”“吃水不忘挖井
人”。分别时，母亲会送我们老南瓜，说
拿回去吃了会慰藉乡愁。刹那间，我们
的心灵震撼了，发自内心地钦佩母亲的
种瓜能耐及为人处世，感恩母亲融入到
老南瓜这个“宝贝疙瘩”里的深爱。

□徐竞草
红薯长在一条条垄地里，中秋后便开挖

了，过去乡下无农机作业，全靠人工挖。那
时，每天放学后，我都要去垄地里挖红薯。

垄地里的红薯，实在是太多了，一锄
头下去，能带出好几个红薯来。一垄垄地
挖，一趟趟地挑，特别忙和累。不知不觉

中，村口飘起了一缕缕炊烟，母亲已差不
多把晚饭做好：锅里是红薯稀饭，灶洞里
埋着烤红薯，桌子上摆放着洗干净的生红
薯，丰收了，红薯得要花样百出地吃。

人勤，地就能生万物，从育薯苗，到
插薯藤，再到锄草、施肥、翻藤、松垄，父
亲带着我一路照顾打理着红薯，才有了
秋收时的忙碌，累并快乐的忙碌。

收 红 薯

□程 筠
路的两边是杨树，半青半黄在风中

抖颤。人在中间穿行，像一叶行舟流淌
在秋天的河流。在河里丢的东西，是要
照着河岸去找的。在路上失的东西，也
是要照着路旁去找的。水泥路、柏油
路、泥土路，所有的路都记不住时间的，
隔夜就忘，次日又重新来过。时间和季
节，全由路旁的花草树木记着。

在我生活的地方，杨树是路的埂，
路的岸。夏天的杨树青到了极限，一到
秋天，开始转黄凋落。青退了一步，黄
进了一步，于是青黄相接。此时，树叶
早已稀疏，是点点滴滴连不成片的。青
一点黄一点，博弈似的，是颜色的博弈，
是季节的博弈，也是枯荣的博弈。

秋日，处处都有这样的青黄相接。
桂树，叶青花黄，如火如荼，香气是这片
青黄自由的思绪。柿树，叶芯还是青
的，叶边已经镀金，青与黄有些齐心协
力。梧桐，也擎一些青、擎一些黄，露霜
之前怕是难分胜负……

青黄，绝不单单只是时间的颜色，
更是劳作的颜色。

劳作改变了大地的颜色，从青到黄，
从黄到青，是手播手种，也是手收手割。
画家对着颜色劳作，庄稼人也对着颜色
劳作，画家对万色钟意，庄稼人只对青黄

深情。大地是庄稼人无边无际的画纸，
庄稼人不愿留白，每一寸大地都有过双
手的摩挲。画纸用过作废，大地却永远
在那儿，等待世世代代的双手。

秋天是来交答卷的，也是来检验手
艺的。庄稼青的青、黄的黄，牵着人喜的
喜、悲的悲。金秋，是秋天末梢的颜色，
是饱鼓鼓的答案。青黄之间是半秋，是
答案之前的最后一点未知，是出炉之前
的最后一点火候，叫人牵肠挂肚。

青黄之间其实就是一个等，大地上
的劳作都是一个等，在劳里等，在等里
作。人的双手，让大地和时间相通相
连，大地与时间的关系，就是这漫山遍
野的青色与黄色。

那一回，车在秋天的早晨开着，两
岸稻田青黄，晨雾晨光，色彩更加明
亮。秋野很静，声音都凝结在那青黄之
中。颜色的变化，也是声音的变化。车
里匆匆而过的我，是听不到这些的。

一棵秋天的树，在天地之间撑出多
大的青与黄，都只是莽莽大地上的一个
点。一棵树的荣枯，也只是滚滚时间长
河的一粒微尘。大地上的一青一黄，不
是一荣一枯，而是万荣万枯，不是一个
秋天，而是万物皆有一个秋天。

一幅画纸画完就收工，大地是没有
收工之日的，青了黄，黄了又青，在秋天
里，又等秋天来。

青 黄 相 接

□孙志昌
秋天，那金色的季节，充满了欢快

和清新。微风轻拂，带着金黄的收获和
舒适的温度，让我们的心在飞翔，仿佛
一场秋天之舞正在上演。

黄昏中，微风轻拂，黄叶纷纷洒
下，就像舞台上的舞者们正在演绎着
一段精彩舞蹈。绿油油的叶子自由而
轻盈地旋转着，如同那些充满忧伤和
温 暖 的 回 忆 ，舞 动 在 大 地 的 广 袤 之
间。每一片叶子都像一位优雅的舞
者，用自己的手臂展示出千变万化的
美丽图案。

秋天的舞者们还扮演着阳光的角
色。当太阳轻轻地亲吻它们的时候，每
一片叶子都变成一颗明亮的星辰，在微
风中闪耀着自己独特的光芒。舞者们
在舞台上跳跃、转动，闪烁着魅力无限
的光芒，创造出美妙的画面。

秋天的舞蹈让大自然也沉醉其
中。树木轻轻颤动，用它们的枝干和叶
子演奏出一曲恍若天籁的乐章。远山
远水也为这场盛大的舞蹈鼓掌喝彩，山
川交相辉映，仿佛整个世界都陷入了秋
天之舞的魔幻氛围之中。

我渴望成为其中一员，去感受落叶
从指尖划过的那种柔软触感，细细品味
秋风带来的清香。我愿意成为秋天最
忠实的旁观者，感受每一个瞬间的美妙
和悲伤。在秋天的诗意中，我感悟生活
的真谛，尽享人生的美妙。

秋天之舞风姿绰约，散发出迷人的
力量，让人沉醉其中，无法抵挡。当秋
天终于静下来，大地铺上了一层厚重的
黄金色地毯时，我们会明白，秋天最动
人的故事已经永远地刻在心底。

让我们相约于那个悠长的秋天，在
大自然的舞台上共同起舞，感受大自然
的恩赐，品味生命的华彩。

秋天之舞

□郭 洁
不觉初秋夜渐长，清风习习重凄

凉。炎炎暑退茅斋静，阶下丛莎有露
光。立秋一过，龙城的天空蔚蓝得像洗
过一样，夜晚的灯光都衬得格外耀眼。
站在楼上看西山，近在咫尺，脑海里闪
过诸如“天高云淡、秋高气爽”之类的词
语，也有“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之
类的诗句。

每年一到秋天，就读起了郁达夫
《故都的秋》，自古至今，“秋”总是代表
着离别的淡淡忧伤，而《故都的秋》却打
破了这不变的韵律，他穿越过大半个中
国，就为一睹故都“秋”的味道。我也对
秋天有一份独有的喜爱，秋不像夏的狂
热、冬的冷酷、春的含蓄，它像一个智慧
的知己总是默默陪伴在你的身旁，听你
娓娓道来心底的事。

我爱秋，还因为我和爱人相识相知
相爱在这个美丽的季节里。如果把秋
天比作爱情，它就像一幅美丽的画卷，
充满诗情画意；它就像是一轮明月，寄
托着相爱之人的喃喃诉语；它更像是似
火的枫叶，表达着恋人之间的那份火热
的情怀。

秋之于人，是中年的味道，代表的
是成熟。暖暖的阳光照在装帧精美的
书上，一杯红茶、一份精致的点心，“无
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随心所
欲，自在悠然，画卷铺开，挥毫泼墨抒写
自己此时此刻的心情。

秋之于物，是怀旧的味道，好像精
致的茶盏，在岁月的摩挲中，包浆浑厚、
色彩沉稳，看一眼就忘记不了，用得久
了就像自己的家人，不忍舍弃。

秋之于文，是抒情的味道，如果用
宋词唱出来，更是别有一番风味，“碧云
天，黄叶地……”似乎文人对秋写得最
多，也最好，春华秋实，人们所向往的是
丰收在望的喜悦，是付出后得到回报的
满足感。

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
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我爱秋，更爱
初秋，一切都很美好，那阳澄湖的大闸
蟹，就着绍兴的黄酒，摆上瓜果桃梨、香
甜的月饼，与家人在院子里，闻着桂花
香，小酌赏月，团圆与幸福的味道瞬间
就弥漫开来，愿每每举杯欢畅时，珍惜
眼前一切，心存感恩，感怀天下。年年
盼秋，我盼得更多的是家人的平安和团
圆，是“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美
好情境，多想一直留在这个季节，让步
伐放慢，时光不老。

多想留住秋天

□唐占海
前些年在老家的时候，每到立秋这

天，父亲会起得特别早。趁着晨风清
凉，他站在门口高喊一声：“秋风凉喽！”
那一声喊，高亢悠扬，仿佛是唱出来的，
似乎还有曲调呢！

母亲说：“你爸呀，又去接秋风了！”
接秋风，母亲的说法很生动，好像秋风
是一位久违的贵客。一年一度，秋风如
约而至，当然得隆重地去接一下，以示
重视。对父亲来说，接秋风是一种仪
式。后来我读书，书上说古人也是如
此，秋天的第一片梧桐叶落地的时候，
人们就会齐声高呼：“秋来了！”

我觉得，父亲接秋风表达的情感可谓
意味深长。首先，接秋风表达秋天到来的
欣喜，不然父亲的语气为何那么喜滋滋
的？另外，接秋风是为了酝酿气氛，给全
家人一个提醒。因为立秋时天还热，几乎
让人感受不到秋天的气氛，只有早晨有一
丝清凉的晨风，父亲紧紧抓住这缕秋风，
把秋天的信息早早传递出来。还有，父亲
接秋风是为了图个吉利。秋收马上就到
了，接秋风是为了秋天有丰硕的收获，里
面有展望和期待的意思。

接秋风之后，秋色就开始一点点染
开来了。先是我家院子里的瓜果蔬菜，
被秋风一吹，颜色就变得斑斓起来。秋
风吹到东，吹到西，就像一位大画家的

画笔，在不停地描呀画呀，各色瓜果蔬
菜都显出成熟的颜色。红、橙、黄、绿、
紫、青，都是被秋风描画出来的。

秋风飞出了院子，飞向了田间。田
里的庄稼吹过几场秋风，就散发出成熟
的气息。那种味道真好闻，有阳光之
香，有草木之清，有果实之甜。又是一
个丰收年，秋天流光溢彩，丰收就在眼
前。父亲经常站在秋风中，望着眼前灿
烂的秋景笑起来。秋风吹动他的头发，
他的表情那么幸福。不久前接秋风的
时候，他也是这样的幸福表情，不过此
时他的表情又多了几分欣慰。春华秋
实，丰盈的收获属于每一个辛苦付出的
人。秋风善解人意，懂得人们的期待和
心愿，它就是来帮人们圆梦的。

年年秋风，匆匆流年。最近十来年，
我家的变化很大。机缘巧合，我们告别
了故乡，告别了土地，在异乡做起了生
意。生活越来越好，可父亲依旧没有忘
记故乡的故事。他执意买一所带小院的
房子，就是为了留个角落给自己的田园
梦。如今立秋之日，父亲照例在大门口
高喊：“秋风凉喽！”其实我们现在生活的
地方，立秋日风也不凉，但父亲这样一
喊，我真的觉得风里多了凉意。父母的
院子里，依旧种着瓜果蔬菜。立秋时节，
瓜果飘香，似是故乡场景。

我站在门口，也像父亲那样高喊了
一声：“秋风凉喽！”

接 秋 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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