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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广告

□宫凤华

唐伯虎画过一幅 《秋声图》，古意十足，画面空
旷。几株佝偻老树衬一间孤独的茅屋，屋有轩窗，窗前
有寒士俯仰读书，风吹树响，秋声四起，再现欧阳修秉
烛夜读的情景。

这样的季节，原野空旷而明朗，天空澄澈而高远，
心情简约而清爽。

“闲梦远，南国正清秋。千里江山寒色远，芦花深
处泊孤舟。笛在明月楼。”清远的笛声，如天边一抹
月色。

秋天的天空湛蓝清远，像收割后的打谷场，清爽疏
旷。莲花瓣似的云朵漂浮在半空中，银子一般耀眼。灰
褐色的树叶是一只只疲倦的蝴蝶，在秋风中簌簌而下，
那是一滴滴离别的眼泪。站在空旷的田野，秋歌连同霜
露向我涌来，我成了一株植物一尊雕塑。

河滩上芦花纷飞，映着苍苍秋水，令人想起采薇蒹
葭之章。几茎狗尾草在风中摇曳，黄色的草尖轻沾水
面，流泻幽深的诗意。长空中飞过一行大雁，那高亢嘹
亮的鸣和之声汇成激越的浑天清响，久久回荡于旷野。

夕阳像一曲月楼上传来的缥缈的凤箫，像一声萦绕
在碧空里悠长的雁鸣，像一坛陈了几十年的状元红酒。
天上的青光透着嫩寒，如案几上青花瓷隐隐的绿光。几
朵云在天空徜徉，如雨后老水牛留在软泥上的脚印。

雁阵惊寒，如一首秋日小令，吟哦着不舍与留恋。
草堆如臃肿的贵妇，站在村庄边缘，绵羊一样咀嚼着乡村的一年四季。池塘
边的芦花轻盈飘逸，是仙家的拂尘。水边的香蒲和蒿茼，简洁得如同先秦典
籍里的文字。一泓秋水如在冥想，含有睿者才有的慧光。

清秋的田野，光秃秃的，裸露着黝黑的身子，如新婚的女子，热烈而羞
涩。圩堤现两旁的意杨和水杉，叶片灰褐，秋风阵阵，落叶翩跹，演绎着周
而复始的生命哲学。芦竹长长的花絮，灰灰绿绿的，似无数的唢呐，吹奏凄
婉的歌谣。卤汀河涨起秋水，岸芷苍黄，有着古中国水的意境。

秋夜静美，月儿，静静地悬挂在老槐树的枝丫间，似少女光洁的面额。
月光，清纯活泼，澄净素美，夜空柔波流转，大地寂静无声。秋虫们开始了
激情演唱：“唧唧”、“嘟嘟”、“吱吱”、“嗤嗤”……那声音是蟋蟀的、金铃
子的、蝈蝈的，还有纺织娘的，时而急促如流畅的江南丝竹，时而婉转如幽
怨的二胡曲。“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因了这静，一颗心也变得澄澈、
轻盈。

梭罗赞颂清秋十月：十月，是叶彩斑斓的月份，整个世界都闪耀着它瑰
丽和鲜明的光。如同成熟的果实和红叶，一年一日，也都有各自那落日的壮
丽和辉煌。如果说，十月是夕阳无限好，那么十一月便将是薄暮昏黄。清秋
时节，草木卸妆，沉静内敛。秋菊临风，幽香弥漫。长风浩荡，清凉怡人。
鸟雀俊郎，妙曼腾挪。

在秋天，我喜欢静坐于芦花摇曳的河畔望秋，我愿意站成一棵老桑树或
老槐树，遥望四季轮回，遥望乡村所有的清贫和苦难、欢乐和忧伤。在乡愁
的指引下找到回家的路，在生活的枝头上摘到属于自己的那枚果实。

清秋时节，是纯粹的，是坦荡的，是激情的，是诗意的。随之而来的是
深秋的简练和萧疏，是越来越抢眼的臃肿和凝重。

清秋静美，岁月如歌，让我们摒弃春的轻佻和夏的轻率，让生命落到实
处，结出灿然的果实。

（作者系江苏省泰州市文学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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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身不由己地来到这个世界
却不可以浑浑噩噩地离开这个世界

不要在天使的国度里
过着奴仆一样的生活

既使是平凡的一棵草
也要拥有脚下的一份土壤

既使是微小的一滴水
也要折射出太阳的光芒

蝴蝶虽轻
也能在大风中找到自己的方向

瀑布滂薄
也只能是随波逐流

不要说你也追求幸福的生活
不知道你是蜘蛛式的画地为牢
还是那寄居蟹一样的蜗居自闭

不要说你一直在飞翔
你是那雄鹰搏击长空
还是蒲公英随风飘浮

人生要用切肤的思痛，慰藉麻木的心灵
要用那叛逆的风，抽打世俗的骨骼

让生命燃起一蓬霞光
精彩的活着，优雅的老去……

（作者单位：区纪委）

让生命燃起一蓬霞光
○张运海

□李职贤

“小楼有月听吹笛”，月夜，闲坐小楼，
一边品着香茗，一边静下心来，聆听着不知
从何处飘来的千回百转的笛子曲，岂非人生
一大享受？“夜凉吹笛千山月”，枕着夜凉，
头顶一轮明月，随意吹一阕笛子曲，岂非人
生一大快事？

笛声悠悠醉朗月，闲奏一曲寄人生，沉
迷笛子曲，痴情于奏笛，弹指间，已有三十
余载。

想当年，刚读初中，见邻班有个同学吹
得一手好笛子，笛声悠扬，美妙动听，如行
云流水，听得我如痴如醉，常常怀着钦仰的
心情，观摩他的演奏技巧，幻想着将来有一
天也能吹得一手好笛子，让小伙伴们也钦羡
一番。

于是悄悄地买来笛子以及相关教材，从
把握笛子的正确吹法和吹响笛子的每一个音
阶学起，刚开始，笛孔发出的声音与动听毫
不沾边，有时像刺耳的刹车声，有时像电刨
的嘶鸣，每次都吓得同学们捂着耳朵“落荒
而逃”。当然也并非一无是处，据一些同学观
察，原本在宿舍里夜以继日地神出鬼没的耗
子突然销声匿迹了，大概被我的笛声吹破了

胆子。
学会音阶之后，从最简单的曲子开始学

起，如 《紫竹调》、《茉莉花》、《关山月》
等，半个学期过去了，我的笛子终于吹得似
模似样了。从此，悠扬的笛声一直伴随我的
求学生涯。每天上完课回到宿舍，吹上一阵
笛子，成为放松心情的最好方式。由于我每
次上完晚自习回到宿舍，都要吹一首笛子曲
才上床睡觉，后来有些同学声称，如果哪晚
睡不着或睡不好，往往归咎于我没有为他们
睡前演奏一首笛子曲作为催眠曲。

有一次，学校举行全校歌咏比赛，我们
班的参赛歌曲是《长江之歌》，班主任要我负
责伴奏，我欣然同意。比赛当日，参赛的班
级接近二十个，只有我们班才有专人伴奏，
其余均为清唱。轮到我们班参赛，当站在队
伍前排的我，拿着笛子，用庄重的表情吹响
歌曲的前奏时，全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我
顿时热血澎湃，大受鼓舞，其他同学同样兴
奋无比，全情投入演唱，与我的伴奏配合得
天衣无缝。比赛结束了，我们班不负众望，
稳获第一名。

后来，总有一些其他班级的同学，慕名
向我请教吹奏笛子的技巧，我总是知无不
言，言无不尽。慢慢地，我的弟子越来越

多，每天一到自由活动的时间，几乎所有班
级的男生宿舍都传出此起彼伏的笛声。

参加工作以后，常常觅得浮生半日闲，
吹上一阕笛子曲，自娱自乐一番。平时逛
街，见到心仪的笛子，不论种类，诸如闷
笛、竖笛、定音笛、平均孔笛、接铜调音
笛、新笛、加孔加键笛、排笛等，大都会慷
慨解囊，满足演奏与收藏的欲望，日积月
累，竟有百余支，各种调子都有，放在客厅
的陈列柜里，如开了一家笛子铺。所谓一理
通，百里融，无论哪种笛子，只要稍加练
习，即可掌握演奏要领。每逢节假日，亲朋
相聚，总有人邀请我吹上一段笛子曲，以助
雅兴，我总是大方答应，一曲奏罢，掌声
四起。

海顿说过：“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
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我
想说，当我吹响笛子的时候，便觉得自己是
世界上最幸福的人，笛声悠扬，陶冶性情，
荡涤灵魂，宠辱偕忘。

如今的我，业余依然热衷于吹奏笛子
曲，不过，多与歌颂或想念故乡的曲子有
关，笛声中多了许多浓得化不开的乡愁的
味道。

（作者系广州市白云区文学爱好者）

笛声中的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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