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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榴和枣，
一对好搭档。
我对它们熟悉无比，
因为它们共同生长在我的家乡
——枣庄。

从小开始，
妈妈就告诉我：

“你的家乡，在枣庄。”
从那以后，
即使远在他乡，
也不会忘记
——“枣庄”。

后来，
明白了家乡的魅力，
万亩榴园，
红荷湿地，
……
处处散发着迷人的气息。
吸引着人们
——前往。

万亩榴园，
展示着土地的富饶；
红荷湿地，
一幅美丽的景象；
运河古城，
魂牵梦绕的地方。

煎饼果子、辣子鸡、羊肉汤……
各种美食，
呈现在大街小巷。
来往行人，
为之心动，
驻足品尝。

枣庄，
我的家乡。
每一片落叶，
每一寸土地，
都蕴含着深刻的哲理，
让人如此神往。

不知何时，
或许会漂流到异国他乡，
不知何时，
或许会忘记家乡的模样。
但无论何时，
都会挂念我的家乡
——枣庄。

家乡
■梁嘉诚

农家小院说它小，是因为占地面积
只有屋内客堂两个那么大，墙体也不
高，人踮起脚可摸着墙顶。

墙上牵满了扁豆藤叶。绿叶丛中
伸出一枝枝、一串串花儿，红的像彩云，
白的如冰霜，像梅花那样绸密成串，像
桃花那样鲜艳夺目，像梨花那样冰清玉
洁。花丛中结出的扁豆，像姑娘的娥
眉，像弯弯的月亮，颜色与花一样，分白
色和紫红两种。一排排、一串串，成群
结队，小的像一挂挂鞭炮，大的像一串
串香蕉。

根根南瓜藤，缠绕一起，像一张绿
色网披在院门庐上。还有几根瓜藤飘
摆在门庐沿边，像是绿色的院门帘子。
一个个桃红的南瓜，不大不小，团团圆
圆，像一盏盏门灯掉在门庐之下。推门
进院，须低下头，以免碰着南瓜。

院子内最惹眼的是那一树桔红柿
子。柿树仅碗口粗，但高出院墙。一个个
圆的红柿子，挤挤密密地缀在树枝上，
把树枝压得或弯如扁担、或弓如镰刀。
树上少见叶子，多见柿子。一枝枝柿子

像一串串糖葫芦。
柿子染红了小院，也染红了主人。

主人笑着说，柿子长在院里，香满屋子，
挂在树上，甜在心里。因而，迟迟舍不得
动手摘下。柿子熟了，鸟雀嘴馋了，时时
趁主人不注意，飞落在树上，偷吃柿子。
柿子香了，鸡犬闻到了。鸡伸出长长脖
子，一次次跳起来，想啄吃柿子。小狗
摇晃着脑袋，扇动蝴蝶般的耳朵，对着
红红的柿子，骨碌碌地转动眼珠。

柿子树旁边，是金黄色的稻草垛。
草垛顶端，四周边沿突出，细细端详，草
垛形状，如同坐着一位戴草帽的老汉。
一群麻雀雨点般落在草垛上，叽叽啾啾
地叫，像一群小老鼠在草垛中钻来钻
去，寻找谷粒。一根稻草两头分别残留
着谷粒，一只麻雀啄这头一颗，另只麻
雀啄那头一颗，一拉一扯，如同孩子拔
河似的。猫在草垛下瞄到了，腾地一
下，蹦上草垛，倾刻间，全部麻雀呼地一
声，一起飞去了。

秋色小院关不住，一枝红柿出墙
来。

柿子染红的小院

金秋十月，以“古韵遗风—
寻梦台儿庄”为主题，以突出运
河文化、手艺山东、海峡两岸交
流三大特色的 2013 中国·台儿庄
古城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吸引
了大量游客。笔者有幸前去观
展，展厅内各种非遗产品琳琅满
目，观者啧啧称奇之余，无不折
服于中华传统文化之灿烂。

来自台湾的优秀传统非遗项
目——布袋木偶戏引来了众多观
众，手艺高超的艺人在幕后，一面
用手熟练地操纵戏偶，表演各种细
腻的动作，一面模仿人物声调，绘
声绘色地叙述剧情，配合后场激扬
的音乐，时而清唱，时而道白，两个
戏偶活灵活现地打斗在一起，逼真
传神。游人看得入神，鼓掌叫好。
布袋戏又称“掌中戏”，起源于福建
泉州，自明末清初随闽粤移民传入
台湾，几百年来逐渐成为具有浓郁

地方色彩的民间艺术，备受台湾民
间欢迎。

我们只在文学作品里了解到
陕西社火脸谱，但对老济南的社
火脸谱知之甚微，济南社火脸谱始
于清朝 1820 年，由老济南府历城
郡的老先生“脸谱侯”制作，侯氏社
火脸谱由古时春社、秋社、春节等
庙会上的祭祀时的扮神像社火活
动中拌脸演变而来，脸谱主要有关
公，禄神，财神，钟馗等，脸谱多用
辟邪的朱砂和黑红二色，庄重，
素雅，有震撼力。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
表的云锦织机，成为这次博览会的
亮点，织机由 1924个部件组成，高
4 米，长 5.6 米，通过“挑花结本”、

“通经断纬”“挖花盘织”等极为复
杂的技艺，由熟练操作的拽花工与
织手上下相互配合，大花楼木织机
不停织造，一天仅能完成五六厘

米，可谓“寸锦寸金”。
最早知道鼻烟壶，是从邓友

梅的小说《烟壶》，也由此开启了
“民俗小说”创作先河，直到后来
在旅游区见到鼻烟壶。这次非博
会上，有幸一睹益德成闻药制作
技艺展示，它将我国中医药文
化、少数民族文化和中国人生活
习俗三者有机结合，形成了益德
成闻药一套较为成熟的生产工艺
流程和传统的手工技艺。益德成
鼻烟呈粉末状，细度 80目，是植
物、药物、烟草的混合物。明朝
万历年间由意大利人利玛窦传教
士带入中国的“洋烟”。在当时的
宫廷内流传着这样一句话，“黄金
易得，鼻烟难求”，可想而知，鼻
烟是何等的珍贵。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劳动和智
慧的结晶，蕴含着巨大的精神和
文化影响力。泥人张彩塑工作室

主任傅长圣曾经说过，传承非物
质文化遗产绝不能墨守成规地简
单复制，而是对中华优秀文化认
真反思的过程，是知识文化和艺
术的不断升华。传承者首先要清
楚自己在做什么、能做什么，还
要思考应做什么，要保持思维的
活性，将精神和文化内涵还原于
作品之中，体现它的时代价值，
才能省悟历史责任。它是精神文
化的标志，能让人们对一个地
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产生独
特的感受甚至感动。

观展之余，笔者不禁对举办
“非博会”敬意油然而生，他们搭
建了传承平台，集中展示绚丽多
姿、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更让观者在文化氛围中接受
熏陶，以此为切入，为更好地宣
传、保护、发拙和传承非物质文
化遗产作出努力。

“非博”走笔
■陈宏

■江旺明

院子以外，向远延伸了几条小
路，窄窄的路面蜿蜒着，遍植了白
杨，春天，万物生发，一边散步，
一边享受空气里流动着的嫩芽的
清香，它带给你春天的愉悦；夏
天，每当有微风吹来，那绿叶便
像清脆的音符，弹奏出阵阵的清
凉。而秋天，亭亭直立的树干撑
起蓬松的树冠，在飒飒的秋风中
逐渐变成灿烂的金黄。或有几株
其他树木掺杂着，于是，在那浩
浩荡荡的金黄里，又显现出一抹
浅浅的红，正是这斑斓的色调，
才让人忽然觉得是秋深了。

深秋时节，随便走到哪条小
路，都会有不经意的叶片从枝头
飘落，擦过你的肩头，凋谢如

花，每当这个时候，我总要拈起
一叶，铺展于掌心，默默欣赏
着。最欣赏它脉络的分明，那一
条条网络般的筋脉里，仿佛记载
了无数个未可知晓的故事，待我
们去细读，而我们却在欣赏它的
同时，偏偏忽略了这些。

叶是没有年轮的，它生长的时
日有多久，生命就有多长，因了它
在短暂的生命时光里，使我们的空
气得到更新、过滤，便觉它是一个
超凡了的生命。它把标示岁月的
刻记给了粗壮的树干，把展扬生命
的色彩给了高举的树冠；它从新绿
萌生至落叶凋零，只经历了三个季
节，几百个阳光明媚或阴雨无常的
日子。仿佛，还在昨天，它还笼罩

在春意萌动的绚丽光环里；在人们
发现它的一瞬惊讶里，它的绿意清
新照人；凝神听，耳畔尤闻风拂过
后的绿涛歌声。

也许，它曾怀有一个梦想，将
自己化作一抹轻盈的绿云，全身心
地融入一片森林，它要用那青葱密
致的叶片，把山野渲染得更加葱
翠。凡是山川秀美、水脉充沛的地
方，都有它纷繁生长着的同宗姊
妹，风舞翩跹，姿态绰约，平平淡淡
也好，轰轰烈烈也罢，只要兴之所
至，都可随意生发，展示一派悠然
的自然风貌。

它经受着四季之风、之雨，肩
负着人类赋予它的真诚瞩望，在朝
日满满的蓝天下，在古老厚重的大

地上，全神贯注地站成一种美丽的
风景。风舞起它的叶掌，为它撼动
出激越亢奋的生命喧响；雨浸润着
它的躯体，替它濯洗去直面人世的
仆仆风尘。它经过了冬天孕育的
艰辛，春意萌发的欢悦，万紫千红
的憧憬，终于在一个万类霜天的早
晨，竭尽生命里最后一丝气力，悠
然燃烧成一树金黄，一树火红，而
后悄然而落，寂无声息。

从秋天的小路走过，叶落缤
纷，四周虽无绿色，我却仿佛觉得，
在那黄叶覆盖的心田里，在我捧起
的掌心里，在脚下走过的土地上，
正有一种精神瑰丽茁壮地生长出
来，它让我领略到了落叶之美，领
悟到了生命的深意。

落叶之美
■若荷

没来得及回味秋的深沉浓郁，
冬便突如其来地呈现在你眼前。
初冬翻过秋的最后一幅画面，以庄
严肃穆的姿态，走进了人们的视
野。

初冬，拂面的冷风里夹裹着丝
丝凉气。大地被一层缥缈的轻纱
笼罩着，初冬的身姿在那淡淡的烟
云中变得朦朦胧胧。初冬的黎明，
空气中充满清灵的味道，新鲜沁人
肺腑，深深地吸一口，爽快心底，情
怡初冬，红透的枫叶挂着高洁，写
着生命的灿烂；高洁的菊花带着季
节特有的芬芳，在初冬悄然绽放，
把初冬涂抹得有滋有味。

初冬，深秋的暮年，有着冬的
寒意，也有着秋的成熟。这个季节
让人少了春时的诱惑与欲动，多了

一份奋进与坚强。少了夏时的急
风和骤雨，多了一份执着与洒脱。
少了一份秋时的忧郁与无奈，多了
一份自然成熟与达观。初冬给予
了我们更多的遐想和思考，让我们
学会了坦然地面对生活。

初冬的夜，万籁静寂。稍许，
树叶儿发出一阵阵轻响，风起了便
袭来一阵寒凉，我期待的一场雪的
到来。情怡初冬，几个好友相聚，拥
一怀温暖炉火，把一盏新酿米酒，
促膝叙旧。虽然寒流在野，却暖意
盈盈。“绿蚁新焙酒，红泥小火炉，
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此情此
景，真是人间难得的赏心乐事。初
冬似流动的精灵，暗香浮动，在这
微冷的初冬，让我备感温暖。

初冬的寒开始漫入衣袖,但初

冬的阳光是诱人的,我总是贪恋着
那份光热，晒晒寂寞的心情。行走
在初冬的阳光里，我们温暖的同
时，有着更多的向往和期待。情怡
初冬，充满着诗意和灵性，勾勒出
深深浅浅的画意，写着含蓄婉转的
诗情。在这人生的初冬里，生命虽
然已不再是五彩缤纷，但积淀着岁
月风尘的心情，在宁静中显示着刚
毅，在凋零中显露着生机。

宋朝诗人苏轼有首描写初冬
的诗《赠刘景文》：“荷尽已无擎雨
盖，菊残犹有傲霜枝。一年好景
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写的
是秋末冬初的景象。冬景虽然萧
瑟冷落，但也有硕果累累、成熟
丰收的一面。诗人这样写，是用
来比喻人到壮年，虽已青春流

逝，但也是人生成熟、大有作为
的黄金阶段，初冬是怡情的，勉
励我们要珍惜这大好时光，乐观
向上、努力不懈。

初冬在薄雾里，像宋词中的
女子，清瘦婉约带有几许凄凉。一
股风，一阵雨，一层凉，便瘦了季节
的视线。但朦胧的初冬却是俊朗
的，有梭有角，让我们浮想联篇，在
暖暖的阳光下，初冬似乎少了几分
萧条，多了一些生命的柔美。初冬
是怡情的，在冬天冷酷的表情还没
有到来前，初冬还是一幅迷人的画
卷，写着秋意夏恋和春情。情怡初
冬，在这样一个季节里，我每每感
动于冬的素洁和清丽。携一身暖
阳走进冬的童话，让岁月的故事在
季节的底蕴中慢慢沉淀。

你的生命是一条绿色的河
永远怀有的是绿色的希望
你的生命注定充满欢乐
成长起来的是树梢上的歌

你不悲叹也不埋怨
生命中曾经有个秋天
秋风吹落你的黄叶
你认为这是自然的新陈代谢

当黄叶化为春泥
你曾经经历过了冬天
你懂得如果不认识纷扬的大雪
就永远不晓得风和日丽的春天

情怡初冬
张成林■

树梢上的歌
■程应来 向守生

阳光支起明净的窗
日子站立起来
那风姿迷人的冬
瞬间跑进家门

晒太阳的猫竖起耳朵
想听雪花从天而降的声音
那是冬天带来的礼物
或许明天就能到达
有多少美好愿望
搭乘在白雪轻盈的翅膀

北风开始打扫落叶
堆在黑暗的墙角
我们说出最温馨的话语
可以将它们点燃
火光映照着红润的脸庞
还有属于冬天的心事

冬天到来以后
爷爷的胡须根根洁白
共同敬他一杯酒吧
我们都有理由醉上一回

立冬
■谢观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