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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榆情·大作

阅读提示

那山，那水，那人，都已深深烙在灵魂深处，牵着我的是那份永
远的乡情！

� � � �秋天是老家一年中最美的季节,也是老
家最富足的季节。 晒稻谷，打黄豆，晒红薯
粉，随处可见收成待入仓。 猪肉滚豆腐是龙
南的名菜，也是龙泉市的名菜，还有那辣椒
腌萝卜，老家人管它叫菜蔬，开胃下饭。 只
不过这些东西除了留在这里的人自己吃一
部分外， 更多的是带到全国各地从这里出
去的人吃的， 而外出的人又把这些高山有
机食品作为珍贵的礼物送给城里人！

又好几年没回老家了， 这次是送已故
的母亲回老家入土为安。 早就听说现在留
在村里的人很少了， 所以担心到时候会不
会连帮忙的人都找不到。 早回去打前站的
妹妹发来视频， 看到满地堆的萝卜青菜辣
椒等各种蔬菜，还有来回穿梭的身影，知道
帮忙的乡亲不少，心里稍安了些。 那天按老
家的习俗吉时到达， 远远的就看见村口挤
满了人。 后来知道，所有留在村里的和外地
赶回来的都在这里迎接了。 一下车， 鼓乐
声、鞭炮声响起，母亲八十八岁高龄，村里
人按喜丧办了， 大家按各人分工有条不紊
地进行着。

晚餐在村里的食堂摆了十几桌， 老家
人称老人饭，在过去，像母亲这样的老人去
世，算是寿元高的，所有人家都要来盛一碗
饭给孩子吃，祈愿孩子长命百岁。 厨师就是
我儿时的发小， 记得家里几次喜事丧事都
是他掌勺，这次也是从外地赶回来帮忙的。
一路抱着装着母亲骨灰的金罐， 仿佛抱着
还有体温的母亲，一路和她说话，告诉她到
哪了。 到了老家，感受着乡亲们的宽慰和热
情，心里的悲痛被化解了许多。 更加理解母
亲要回老家的愿望，这里是她的根，有她的
亲人，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这里才是她如
鱼得水的家园。 母亲在这里可以安息了！

老家位于著名的风景区龙泉山的山
脚，在龙泉市东南部，海拔一千多米。 这里
山高水冷，现在早已是深秋，早晚要穿上毛
衣和厚外套了。 年纪大点的更是烤上火了。

这里的水是山泉水，极冰，没人用冷水洗脸，
这里的水泡出来的茶特别好喝。 受自然条件
的限制，这里的水稻只种一季，养头猪至少一
年半时间，曾经是有名的贫困乡。 随着改革开
放的到来，村里人就拖儿带女往城市赶了。 最
初是送子女到城里读书，自己租房子打工。 苦
人家出生的孩子当年为了离开家乡， 摆脱贫
困，也是铆足了劲拼命读书，为此，那几年县
里考上重点大学的都是龙南人。

走在儿时追逐的小路，往日的喧闹已是久
远的往事。 时常跟着小伙伴砍柴的山上已是
树木葱茏，植被挡路。 走过母亲的坟边，松树
参天，毛竹成林。 儿时大家抢着吃的野果已经
熟透，却无人来摘，不少品种已被大城市科研
机构研发，人工培植。 曾经教过的学生现在是
村里的党支部书记，那天有心来送行，一路走
来一路回忆，也是感慨万千。 村子前面是一片
沼泽地， 桥头下的水井曾是全村人的饮用水
源，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到这里挑水，
如今已经被填平了。 那条小溪，在我小时候印
象里可是条大河，有很多鱼虾小螃蟹，下大雨
时拿个簸箕就能捞到鱼虾，常在溪里洗衣服，
打水仗，掀开一块石头就有螃蟹……有太多童
年的回忆， 可如今已是杂草丛生的小水沟
了。

离开家乡很多年了，“少小离家老大回，
乡音未改鬓毛衰”。 每次回老家，在家的人越
来越少，认识的人越来越老。 然而，那山梁依
旧，天空依旧，多少回梦里回到老家，与同伴
上山砍柴，下田摸田螺抓泥鳅，学生们的朗朗
书声、嬉闹声仿佛就在耳边。 家乡人那份热情
和亲切不变，不管走多远，多久没回来，那份
情义清晰可见，如那红红的火炉，暖暖的，让
你只想往中间靠； 如那碗用老茶泡出来的热
茶，清香入口。 无论是儿时的同伴，还是素未
谋面的晚辈， 只要说我是谁， 我是谁家的女
儿，热情的手就会伸过来，话匣子打开就滔滔
不绝。 这就是乡情吧，走到哪都忘不了！

(市区 随风 62 岁）

那份永远牵着我的乡情

晚秋抒怀
（一）

风静云疏月正圆，
满枝金桂色争妍。
香盈沁入心中后，
润泽时光梦寐牵。

（二）

露气凝霜冷意浓，
叶残别树现愁容。
南飞鸿雁随风去，
黄菊篱边笑对冬。

鹧鸪天·白云山秋景
眺望云山展翠瑶，
寒霜浸润更妖娆。
红枫锦彩层层染，
栾树芳姿簇簇娇。
秋叶落，雁声消。
烟痕过眼怅无聊。
凭窗思远心无际，
放意林间把酒邀。

(市区 程丽平 62 岁）

考考你
� � � � 小明牵着一只狗和两只小羊
回家，路上遇到一条河，河上没有
桥，只有一条小船 ，并且船很小 ，
他每次只能带一只狗或一只小羊
过河。 你能帮他想想办法，把狗和
小羊都带过河去， 又不让狗吃到
小羊吗？

不让您长虫牙

� � � � 那天我把小外孙虎子接到家
里。 见茶几上放着一包喜糖，虎子
打开包装，嚼了一块，又拿起一块
准备往嘴里塞。 我忙说：“吃糖多
了不好，会长虫牙的。 ”

小虎子不以为然 ：“姥爷 ，这
糖放着不就是让人吃的吗？ 我吃
了长虫牙， 您吃了就不长虫牙了
吗？ 宁可我长虫牙，也不能让您长
虫牙呀！ ”

说完， 他就把那块糖塞进了
嘴里。 我竟无言以对。

（ 李朝云 55 岁）

（莲都 尤慧仙 60 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