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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鲁的秋，总是来得悄然无声，却带
着一种不容忽视的力量。农历九月初，
第一场秋雨落下时，空气中开始弥漫一
种凉意，像是大地深处透出来的清爽。
平鲁的秋天不似南方那般温柔，它有一
种北方的厚重与苍凉，仿佛在诉说着这
片土地的厚重历史与人情故事。

一场秋雨过后，平鲁的天显得格外
清朗。晨起时分，站在城外的高坡上，目
光所及之处是一片金黄。那是秋天的田
野，丰收的谷子、玉米在秋日的阳光下闪
着光泽。平鲁的秋天，是农民们最忙碌
的时节。田间地头，人们挥汗如雨，笑声
伴着银镰割庄稼的声音，与远处的山峦
相映成趣。在这个季节里，平鲁仿佛变
成了一幅巨大的画卷，线条简单却有力，
颜色厚重而丰富。

走进乡间的小路，两旁是成片的杨

树和榆树。秋风一起，树叶纷纷扬扬地
飘落，发出沙沙的声响。杨树叶子最早
变黄，那种黄是明亮而带着透明感的，阳
光透过叶片，洒在地上，形成斑驳的光
影。榆树则更为沉稳，叶片由绿渐黄再
变红，像是一首秋天的诗，逐字逐句地吟
诵着季节的变化。每一片落叶都仿佛在
讲述它与这片土地的故事，质朴而真切。

沿着小路走下去，会遇见村庄。平
鲁的村落多散布在山谷丘陵之间，村庄
的建筑大多保留着石窑的原貌，古朴的
灰白色墙壁在秋日的阳光下显得格外宁
静。家家户户的院子里或场面里，都堆
着玉米、胡麻、莜麦、谷子在晾晒，形成了
最真实的秋色画卷。村里的老人在门前
晒着太阳，偶尔互相唠唠家常。孩子们
追逐着一群群飞舞的蝴蝶，笑声如银铃
般清脆，回荡在村落的每一个角落。

秋天的平鲁，有一种独特的静谧。
你可以看到农田的深处，是那些成片
的谷子地，黄灿灿的谷穗在风中起伏，
如同波浪一般。农民们忙碌地收割，
脸上带着丰收的笑容。平鲁的土地不
富饶，但这里的人们从不轻易屈服于
贫瘠的自然条件。他们用勤劳的双手
和不屈的精神，与大自然进行着一场
持续的对话。

在平鲁，最有名的当数那一片片的
梯田。这些梯田沿着山坡蜿蜒而下，层
层叠叠，错落有致，仿佛是大地母亲用双
手细心编织的彩带。秋天的梯田更是美
不胜收，黄色的莜麦和谷子与绿色的山
药交相辉映，形成了一幅绚丽多彩的田
园风光画。站在高处俯瞰，能感受到一
种宁静而深远的美。

在秋日的傍晚，平鲁的天空格外透

亮。夕阳西下，整个天边被染成了一片
火红。远处的山峦、树木和村庄在夕阳
的映衬下，显得格外寂静和美丽。虽然
是黄昏，总是那么短暂却动人。每当这
个时候，村里秋收后的人们会搬出小板
凳，坐在门口，望着远方的落日，似乎在
回味着一生的故事。

夜幕降临后，平鲁的秋夜开始显得
有些冷了，人们开始穿上了棉衣，姑娘们
被冻得瑟瑟发抖，但心里却是甜蜜的。
莜面的饭香味伴着牛羊的叫声，飘荡在
村子里的每一个角落。城里，华灯初上，
伴着人们下班后的脚步，已经是一片辉
煌了。这样的平鲁，在秋天显得格外真
实。它的美在于它的简单和质朴，它的
秋天不仅仅是一个季节，更是一种生活
的状态，一种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存智
慧。在这里，秋天是一种享受，是一种收
获的喜悦，更是一种心灵的沉淀。

平鲁的秋，没有太多的修饰和点缀，
却让人感受到一种 内 心 的 宁 静 和 满
足。走在这里的田间地头，仿佛能够
听见大地的心跳，看见岁月的流转。
秋天的平鲁，是朴实的，是动人的，是
让人愿意在此停下脚步，静静体味的
一种生活状态。每一次秋风吹起，仿
佛都在告诉我们，这片古老的黄土地
从未改变，它始终在等待着那些愿意用
心去感受它的人。

秋到平鲁
●●侯青山侯青山

（接10月26日本版）

Cai
【猜测】（测，入声）推测，估计：你别

耍小聪明，我圪挤住眼睛也能~出你想
做啥哩。

【猜咚猜】（猜，去声）用手指玩的一
种游戏，即“石头剪刀布”。

【才将儿】（将儿，需快读，近似井
儿）刚刚，刚才：~老李还在哩，绕唠个眼
花儿就不在啦。

【才学】（学，入声）才能和学问：别看
老胡只念了两年初中，肚里可有~哩。

【才气】才华：我们杜老师真有~哩，
琴棋书画没他个不会的。

【才情】才华，才思：小刘真有~哩，
谁也真喜欢她哩。

【才识】（识，入声）才能和见识：小
王的~可不一般哩。

【才子】有才华的人、才华出众的
人。一般指男子，如是女子，则称才女：
老秦可是我们街道里的大~。/石评梅
是民国时期的大才女。

【材】指棺材，一般是指未装殓死尸
前的棺材：咱朔州人有讲究，榆木是不
能割~的，你连这也不知道？

【材地】①人的资质和禀赋：那娃娃是个
好~，好好培养哇，保不准能成大气候哩。②
质地：这块呢子料~真不错，如今可不多见啦。

【材料】比喻适合做某种事情的人：
那娃娃数理化不好，却是拉二胡、吹笛
子的好~。

【财迷】过分看重或迷恋钱财的
人：那老汉可是个~哩，把钱看得比命
还重哩。

【裁夺】（夺，入声）评判，裁判：老
温，你正好来啦，给我们~~这事情。

【裁减】压缩，精简：卬单位这几天
正~人哩，听说真烟熏气哩。

【采】①摘：这架龙眼葡萄管能~摘
啦。②开采：朔州煤倒是不少，但哪能轮
上咱们~哩，你说是不是？③搜集：我这
两天给平朔~矿样哩，黑夜也回不唠家。

【采办】采购：这种东西咱朔州没，
我看你得到太原去~哩。

【彩车】装饰起来的汽车，用于元宵
节等喜庆活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
期，朔州的~工艺最漂亮。

【彩头】兆头：我手臭，抓唠会儿彩
票也没得过一块钱的~。

【彩礼】结婚典礼前男方送给女方
的财物：这可是个妨主地方，今年娶一
个媳妇，光~就得18万哩。

【踩高跷】一种传统的文艺表演形式：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朔州~的人可多
哩。〇也说扎高跷。

【菜货】（货，音活，入声）泛指蔬菜：
院里种唠一大片，一个夏天的~不缺啦。

【菜菜货货】同菜货。
【菜窝窝】用面粉拌上野菜或蔬

菜的蒸制食品：多日没吃，这 ~ 也挺
好吃呀。

【菜包子】①素包子：其实，~做好了
也是不容易的。②比喻能力不高的人：
那是个~，啥事也做不好。

【菜水气】没味道，比喻能力、质量、
效果太差：那人的毛笔字实在是~。〇
也说菜水拉气、菜水烂气。

【菜铺】卖菜的商店：我小时，全城
只有五家~，品种少得可怜哩。

Can
【参】（音灿，去声）次数：小王夜来

来唠卬家两~，也不知是啥心事，我也猜
不出。

【参谋参谋】①给人出主意：老梅，
我打算买一辆 30 来万的汽车，你给~，
看看买啥牌子的好。〇也说参谋。

【残废圪蛋】残疾人：你看那个~，我
怕是这辈子也交代不了啦。

【残渣剩饭】吃得剩余下的饭菜：咱
们出去吃哇，这~咋下筷子哩。〇也说
残汤拉水、残羹剩饭。

【残兵败将】残存下来的士兵和失败
的将官，比喻队伍缺乏战斗力：你也知
道，那都是些~，咋能给你完成这任务哩！

【残破】残缺破损：我这房子已经50
年了，如今不住人更加~啦。

【蚕儿】（需连读）蚕：小时喂~没桑
叶，就到地里剜奶奶草。

【蚕沙】蚕的屎，黑色的颗粒。也指
人脸上的雀斑：那女女远看挺漂亮，近
看就不行了，满脸黑灰黑灰的~。

【掺攉】（攉，音或，入声）参加，搅和：
这事不能叫他~，他一~就闹不成啦。/这
是人家的家务事，你千万不要~进去啊！

【惨】厉害，表示程度严重：现场真~
哩，烧得啥也没啦。

Cang
【仓仓】用土坯或条砖垒成的存放粮食

的仓库，一般是在室内垒成的：小时候，我
姥爷家里有个仓仓，能放六麻袋玉茭哩。

【仓惶】匆忙而又慌忙：民国时期，
军阀混战，黎民百姓成天过着~的日
子。〇也写作仓皇、仓黄。

【沧桑】沧海桑田的省略语，比喻变
化大，也形容一个人的面色憔悴：看看老

句一脸的~，我就知道他生活得艰难哩。
【苍苍】①头发灰白：你还没六十

哩，倒白发~啦。②深绿色：朔州利民山
上，松柏~，莜麦飘香。

【苍老】衰老的面貌：三年没见表
舅，~的我都不敢认啦。

【苍佬儿】（佬儿，需连读）满脸白癜
风的人。

【苍黄】颜色黄而灰，亚健康：老张
长年面色~，饭量也小，怕是有啥病哩。

【藏迷迷】（迷迷，音梅梅）捉迷藏的
一种游戏。

Cao
【操熬】（操，阴平，下同）操劳：满满

儿~了一个月，担心没活出来。
【操持】料理；处理：王校长真辛苦

哩，学校的大小事情都得他来~哩。
【操练】教训：那小子今儿可叫人家

~了一顿。
【操心】留心；关心；留神；小心：我

明儿出差呀，小宝的事你得多~哩。
【槽头肉】猪脖子肉，也形容人的脖

子肉：你看看那后生的~，膘兮厚夯哩。
【槽】槽，喂牲畜的器具，也叫食槽，

比较脏，尤以猪槽为最。引申为不干净、
脏：你的脸咋就~成这样啦，几天没洗？

【槽脸挂水】比喻脸、手脚、衣服不
干净：你妈也不给娃娃洗涮洗涮，~就打
发出来啦。

【嘈人】使人感到不高兴、不顺心：
你这狗狗喂成刺猬啦，真~哩。/衣裳也
不洗就出来了，不怕~呀？

【嘈囋】（囋，音杂）①喧闹；吵嚷；噪
音大：东门外的那个小区太~啦，偏偏房
价还贵，谁也不想买。②纷纷议论：外
面~得真厉害哩，说他把摩托丢啦。

【嘈责】（责，入声）指责；被指责：他
既然敢做这不说理的事，我明儿就得好
好~他一顿哩。/老也老了，叫人家亲家
~唠一顿，咋抬头哩？

【草圪榄】泛指谷子、玉米、高粱等
作物的秸秆：不管啥~，过去都是生火做
饭的好东西。

【草鸡】母鸡：我奶奶喂了六只~，每
天最少能下四颗蛋哩。

【草驴】母驴：还是喂~合算，既能干
活，还能下驹子。

【草人人】用秸秆绑扎的草人，一般
用来吓唬吃庄稼的麻雀等飞鸟：雀儿可
精哩，地里插满~也不顶事。

【草绳】用白草、青草、稻草等植物
拧成的绳子：虽说~没麻绳结壮，但也看
做啥哩，要是用来捆玉茭圪榄管杠哩。

【草筛】①一种用柳条、荆条等编制
的用来筛牲口饲料的工具：村里人喂牲
口，短不了个~啊。②比喻人出手大方
或缺乏计划：那女人手大哩就像个~，啥
也没个计划。③比喻房屋、盆、桶等漏
水严重：啊呀，真闹坏啦，连雨了一个星
期，房顶漏成~啦。

【草台班子】不正规的戏班子，演员
少、设备简陋：朔州大秧歌一开始也是~
啊，后来才慢慢发展起来啦。

【草腥烂气】草味重：你身上咋~的，
莫非是在草堆里睡了一黑夜。

【草纸】一种质地粗糙、颜色土黄的
土纸：旧社会女人生娃娃有点草纸就算
不错啦。

【操蛋】形容有品行不正、耍泼放刁
等恶劣行为的人：那个人可真~哩，全村
人不说好。

【操家】（操，去声，下同）粉刷屋子：明
儿我得给我奶奶~哩，眼看就要过年啦。

【操噘】（噘，音决，入声）骂；破口大
骂：你咋就得罪他唠，叫人家~了一晌
午。/你这是~谁哩，有理也不能骂人呀。

Ce
【册册】（册，音擦，入声）①内容专

一、文字不多的书籍或自印资料：厂里发
的那本宣传安全生产的小~，挺有用哩。
②用来记事的笔记本或自制纸质簿：过去
在农业社劳动时，我们每家每户都有一个
记工分~，可值重哩。〇也说册子。

【侧】（音擦，入声，下同）①旁边（与
“正”相对，作名词）~面、左右两~。②
向旁边歪斜（作动词）：你把身子~一下，
让我先过去哇。

【侧门】偏门：过去老财人家的房院
都有~哩，正门平素是不开的。

【侧身】把身子偏过去：庙会上人真
多，得~走哩。

【侧房】①主房两侧或一侧的房屋，
也说偏房、耳房：过去的四合院，正房一
般是中间主房三间、两边~各两间。②旧
社会指妾，也说偏房：过去，老财人家娶
媳妇，贫穷人家的女儿只能给人家做~。

【侧问】侧面打听，秘密打听：过去
给娃娃们娶媳妇，订婚前短不唠是要~
一番的。

【侧重】着重；抓重点：眼看就高考
呀，你得~复习重点和难点的部分哩，不
能眉毛胡子一把抓。

【测理想情】（想，音祥，阳平）推测、
判断事情的原委：这事情复杂哩，你自
己~地想想哇。

【测摸】估摸；测算：你给我~~，我这
辆汽车还能卖多少钱？

【测验】考试：后天语文小~哩，我那
篇课文还没背会哩。

【测个字】找算卦的人问卜：小王真
迷信，啥事也要上街~哩。

【策应】（策，入声）搭照；照应：他刚
来这里劳动，你得多多给我~哩。

（未完待续）

朔州方言乡音汇释
●●陈永胜陈永胜

阅读边云芳的散文集《恢河，淌过
我的血脉》，字里行间流淌着浓烈的乡
愁和五味杂陈的记忆，随着作家的笔
触，信马由缰，随处畅想。

开笔就得说说那个魂牵梦萦的
“阁儿墩”，城内大十字街中心，朔州的
地理中心，朔州的魂魄所在。在童年
的记忆里，阁儿墩是人世间最繁华最
热闹最有魅力的地界。尤其是农历四
月八赶庙会，男女老少熙熙攘攘，街道
上炸麻叶的油香撩拨口水，五彩泥人、
玻璃弹球、耍把戏、西洋镜……让人目
不暇接，眼花缭乱。

阁儿墩原为文魁阁，明万历年间
改建文昌阁。文昌阁本来是保佑当
地学子“魁星高照”“文运亨通”，然
而，故乡本名叫做“马邑”——秦汉养
马的地方，源于蒙恬大将据守雁门，抵
御匈奴。

本人的祖居在阁儿墩之西的北马
军巷。“马军巷”应该是骑兵驻扎之地，
地名兴许始于秦汉，或者迟于明清。

总之，故乡数千年来是战乱之
地。狼烟兵燹，刀光血影，游牧文明与
农耕文明绞杀，哪有文昌的踪影？但
是诞生过几位赫赫有名的武将，诸如
张辽、尉迟恭等。

文稿用大量篇幅叙述描写了故乡
的母亲河——恢河，它从管涔山南麓
一路向北奔来，汇入妙曼神奇的神头
海。神头海边有个吉庄，吉祥的村庄，
雁北师专坐落在村旁。雁北师专短
命，诞生没两年就“下马”了，朔县一中
的四个高中班搬迁进来。学校虽然

“下马”，老师还在。我们中学生接受
了大学老师的教授，先生们多是研究
生，代数老师竟然是北京大学数学系
的研究生。

神头海的传说很多，书中作了详
尽的叙述。除去关于尉迟恭的故事
外，那就是三大王的传说。少年时听
得三大王的故事，以为是神话，却原来
是鲜卑拓跋氏的公子，而且有名有
姓。鲜卑人从东北大兴安岭嘎仙洞走
出来，迁都平城（今日大同市），然后，
入主中原。年轻的孝文帝指挥千军
万马，带着文臣武将，南下入关，渡过
黄河，把他的鲜卑民族，连带游牧文
明全部融入汉族文化，融入农耕文明。
从文字语言到衣食住行，禁绝鲜卑，把
姓氏都废弃。甚至由于鲜卑文化与汉
族文化的强烈撞击，废掉皇后，废掉太
子——不惜斩草除根以绝后患，这是怎样
的壮怀激烈，怎样的惊天地泣鬼神。

从北魏孝文帝，自然而然就联想
到汉元帝，联想到王昭君。文集在《春
风青冢》《汉元帝年间的瓦》中，比较详
尽地记述了昭君出塞的历史故事。

汉元帝元年春（公元前 33 年），王
昭君北出雁门关，来到一个叫做“青
钟”的村庄歇息——数年后，昭君归
西，葬于这个村庄，改名“青冢”。诗圣
杜甫曾经作诗纪念昭君：“一去紫台连
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

《恢河，淌过我的血脉》，融地理、
历史、自然、人文于一炉，犹如故乡的小
百科书。故乡的山山水水，哪一处都能
开掘出历史的沉淀。大约10万年前，大
同湖畔的“许家窑人”随着湖水的干涸，
在28000年前迁徙到朔州的峙峪。碎瓷
碎瓮片钙化了历史的文化积淀。

故乡是文明交融之地，纵然千年
兵燹，战火连绵，毕竟也有自己的文
脉。从恢河到桑干河，这块地域由内
外长城相夹，是个独立的地理单元，
有着独特的地域文化。民间喜闻乐
见的“踢鼓秧歌”，脍炙人口的舞台戏
曲“大秧歌”以及“二人台”“喜乐”“赛
戏”“道情”，是这一带地域文化的结
晶，犹如一颗颗明珠在历史的长河中
闪烁。

所谓踢鼓子秧歌，是地摊文艺，据
传是演绎和歌颂水泊梁山的英雄。
生、旦、净、末、丑，应有尽有，最多 108
人，扮作梁山各色人等。搬上舞台的
戏剧，叫做“大秧歌”：

“只听那一声漫长又辽阔、无边又
无际的‘嗨——嗨——’的起腔，就确
信是大秧歌了，而且是朔州大秧歌。”

“不是那么婉转，也不是那么悠扬，更
不是那小桥流水地，而是铿锵地、亮霍
霍地一声高过一声地扬在了上空。”

少 年 时 期 听 到 大 秧 歌 来 了 ，
如 同 注入了鸡血，也恨不得“嗨——
嗨——”冲着天空吼几嗓子。

台上的当红须生“兰花红”，那扮
相 那 嗓 音 那 作 派 ，迷 倒 几 多 少 男
少 女 。 多 年 后 才 得 知 他 的 大 名 叫

“周元”。
是啊，正如作家对南北戏曲音乐

的描拟，南国人舞台上演绎着梁祝，演
绎着牡丹亭，细腻婉转，小桥流水，柔
情蜜意。塞上家乡的舞台上也演绎爱
情，剧名叫做《泥窑》，粗糙硬朗。那是
烽火中的爱情：光武帝刘秀被王莽追
杀，途中巧遇一对兄妹，没有把他“藏
进水缸”，而是泥封在砖窑里。光武帝
与妹妹一见钟情，想望私定终身。这
哥哥假意阻拦，生出一段故事。最是
让人忘不了的，是哥哥“泥窑”那段唱
腔与表演。曲牌好像叫作“珍珠倒卷
帘”。原来的唱词内容就是薛平贵与
王宝钏、青白二蛇戏许仙……那位丑
角哥哥，黑眼圈、白鼻梁，脱下一只鞋
当作“泥匙”，边唱边舞，“泥匙”上下翻
飞，活灵活现，实在是丑得诙谐，丑得
灵动，丑得可爱。

一方水土肇创一方文化。桑干河
文化圈与水乡泽国截然相异。北国风
光空旷高亢，激情澎湃，南国世情飘逸
柔和，风清月皎。江浙演唱《春江花
月夜》《紫竹调》《茉莉花》，塞上高
歌“黄土高坡”。“兰花红”高亢铿锵地

“嗨——嗨——”没齿不忘，直到耄耋
之年回忆起来，依然令人心动不已。

这就是故乡的文脉，阁儿墩便是
源头。阁儿墩，原是“文昌阁”啊。书
中写明，万历年间在鼓楼台上，改建文
昌阁，供奉文昌帝君和魁星神。后来
在战火中毁损。

2012 年，朔城区重修文昌阁，两
年后竣工，青砖灰瓦，飞檐翘角，琉璃
彩绘，“只觉这连接天地的大美勃发
着幽深浩大的文化生命力……轮回
的隐秘喜悦重新回归土地。”笔者作
为游子，期盼故乡经济繁荣，文运昌
盛，百姓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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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假期，在众人纷纷带着孩子去
探寻外面精彩世界的时候，我却选择远
离城市的喧嚣，踏上了那条通往宁静乡
村的归乡之路。

一踏入乡村，那熟悉的气息便扑面
而来。空气中弥漫着泥土的芬芳和庄稼
成熟的气息，热烈地欢迎着归家的游
子。此时，正值秋收时节，广袤的田野
像是被大自然精心绘制的巨幅画卷，成
熟的玉米、饱满的谷穗、红彤彤的高粱，
处处都洋溢着丰收的喜悦，让人不禁沉
醉其中。姥姥和舅舅还有几亩土豆地
等待着收获，而在乡村的这段日子里，一
种简单而纯粹的快乐悄然降临，那便是
挖土豆。

清晨，阳光宛如金色的纱幔，透过薄
薄的晨雾轻柔地洒在大地上，给整个乡

村披上了一层柔和的金色光辉。我领着
充满好奇的孩子们，兴高采烈地跟着姥
姥和舅舅来到了土豆地。放眼望去，那
依旧有些郁郁葱葱的土豆叶子在微风中
轻轻摇曳。蹲下身子，轻轻拨开那一片
片土豆叶子，便能看到隐隐露出地面的
土块，而在那下面，正藏着让人满心期待
的土豆。

舅舅熟练地举起锄头，稳稳地插
入土中，然后微微一撬，一个个圆滚滚
的土豆便如同欢快的小精灵一般从土
里蹦了出来。看着那大大小小的土
豆，心中的喜悦油然而生。有的土豆
个头很大，圆鼓鼓的，活像吃饱了的小
胖子，憨态可掬；有的则小巧玲珑，十
分可爱，让人爱不释手。它们身上还
带着泥土的气息，那是大地赋予它们

的独特味道。
从未体验过田间劳作的孩子们早已

按捺不住内心的兴奋，迫不及待地加入
到挖土豆的队伍中。他们在田间尽情地
奔跑着，争抢着去捡那些刚刚挖出的土
豆，小手虽然沾满了泥土，脸上却洋溢着
灿烂无比的笑容。他们把土豆当成珍贵
的宝贝，小心翼翼地放进篮子里，那认真
的模样仿佛是在收藏着一份份无比珍贵
的礼物。姥姥看着孩子们忙碌的身影，
语重心长地说：“只有让孩子亲自下地，
真正体会汗滴禾下土的滋味，孩子们才
会懂得珍惜粮食。”

中午时分，舅舅忙碌地捡拾着一些
干柴枝，生起了一堆堆温暖的火。不断
升腾的浓烟中，刚刚挖出来的土豆被慢
慢烤熟。火光欢快地跳跃着，映照着孩

子们兴奋的脸庞，也温暖了四周的空
气。偶尔传来“噼啪”的爆裂声，仿佛是
幸福在纵情歌唱。待到一个个烤黑的土
豆外黑内黄时，孩子们迫不及待地剥开
那黄黑相间、混合着烟火味的土豆皮，顾
不得烫手，一边急促地吹着气，一边狠狠
地咬上一口。那香甜的滋味瞬间在口中
散开，幸福的笑容如同绽放的花朵般出
现在孩子们稚嫩的脸庞上。吃完之后，
满嘴都是黑乎乎的，惹得大人们哈哈大
笑。这熟悉的味道，也是我童年最幸福
的味道，仿佛带着时光的印记，将我带回
到了那段无忧无虑的美好岁月。

返程的时候，车上放满了姥姥精心准
备的一包一包的农产品，有金黄的小米、
细腻的糕面、圆滚滚的土豆。姥姥慈爱地
说：“这是我们辛苦种的，大家尝尝鲜。”

一次秋收，带来了无数的趣事和欢
乐。它让我们感受到了那份简单而纯粹
的快乐。这种快乐来自于亲近自然的惬
意，来自于收获的喜悦，来自于与家人一
起分享劳动成果的温馨。它如同一缕温
暖的阳光，照亮了我和孩子的国庆假期，
也将留在我们的记忆深处，成为生命中
一段珍贵的回忆。

秋收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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