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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康生态资源丰富，“江湖”文化也源远流
长。 金庸笔下江湖是：“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
神侠倚碧鸳；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江湖一词
有多重引申含义，我说的“江湖”也不是一个实
际存在的场所，它是城市流浪奔波、卖艺卖药、
羁旅之人的一种生活状态。 在我心中，江湖就
是儿时的梦。 时间如江水般流淌，似乎有关汉
江的人和事，相距那么遥远，却又感觉这么亲
近。

汉江既有巴蜀文化的基因，又有荆楚文化
的根基，更有三秦文化的古朴粗犷。 汉江边上，
热血文学的青年有一个“江湖梦”，手握着一支
笔，浪迹天涯海角。 我行走的江湖路有过不少
坎坷，打过工、当过兵、经过商、当过文学爱好
者， 从抒写秦巴山峦写起， 笑看江山如画，从
“江湖”行走中汲取营养，虽然得了一场大病，
去鬼门关走了一圈，看到父老乡亲喜欢我的作
品，比我还高兴的是我的父母亲。

我是一个幸运儿，作为初中辍学生，我对
“文秘”这个名号很珍惜，用文字跟前辈领导服
务，用作品跟父老乡亲交朋结友。 从讲话稿、主
持词开始起步，接着写山情水色。 我生于 20 世
纪 80 年代，童年在汉水之滨的三道湾度过，接
触到普普通通的百姓和千奇百怪的草药，始终
忘不了江湖人和江湖事。

那是打麦时节，我挥着鞭子，跟着牛倌学放牛羊，忽然闯进马蜂窝，
紧接着就是鸡皮疙瘩、上吐下泻、昏迷不醒，乡卫生院觉得没钱医治便
无生还的可能，父老乡亲和瘸腿父亲把我送到赤脚医生家，赤脚医生没
觉得我脏，硬是把我死马当活马医，通过高山露水、人工呼吸、偏方草药
抢救。 那一夜，我高烧不退、奄奄一息，父亲和赤脚医生却一夜没睡，照
看这个不知生死的孩子。 天亮了，耳边响起熟悉的妈妈叫声，现场乡亲
和爸妈对赤脚医生千万感谢，赤脚医生说：“人要行善，好有好报。 ”

还有在上小学时，总数着指头盼望长大，总觉得每天有做不完的功
课，每天会被父母长辈指挥学这干那，叛逆的情绪慢慢在心里酝酿发
酵，直到有一天踏上了江湖路，才慢慢地明白：社会是精彩的，江湖路却
是不易，上班要赚钱，下班经营个人生活，还要关注日渐老去的父母，绝
不能像古装片的侠客那样，背剑江湖行，快意恩仇录，喜欢的不一定能
做，更有大把不喜欢的事情要去做。

每年冬天来临，我并不惧怕雪天和寒冷，而是怀着某种期待，某种
欣喜，就像我天天盼着常年坚守在汉水之滨的父老乡亲和年迈的母亲
能安然酣睡，以便她第二天醒来时能神清气爽，对我绽放一个春天般的
笑容。

随后许多年，我一个人行走江湖，走马观花不会为谁驻足，只把春
游百花、盛夏避暑、金秋赏叶、冬季滑雪作为每一个来自故乡的召唤和
行动的理由。 我始终感念时代和父老乡亲，珍惜花草树木，礼遇高山流
水，书写善人善举，铭记秦巴汉水和父老乡亲的江湖之情。

命是父母给的，运是江湖练的，我的作品有许多不足的地方，但它
们在某种程度上和父老乡亲的感情产生了共情，这些不足，父老乡亲就
原谅了。 我喜欢一句话：“日日是好日，活着就是好。 ”不管人生遭遇如
何，都把每一天当作最后一天来过，活着看到早晨的太阳就是人生最大
幸福。 我在养病期间，有了写作的爱好，便起了“三道湾”这个笔名。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就有恩怨，既然来到这个世界
是偶然的，离开更是必然的。江湖问路不问心，问山问水一路行。俯瞰滔滔
江水，江面波光粼粼。

灿烂的阳光，高远的碧空，淡淡的浮云，和煦的微风，金
黄的梧桐， 澄澈的池水，掠过的飞鸟……秋，总在不经意间
拨动了我的心弦。 令我怀想那岁月之河中流淌而去的一个个
秋，和那秋中的人，秋中的事，这一切涌成我心中温暖的潮
水。

四季有四季的特点：“春水满四泽，夏云多奇峰，秋月扬
明晖，冬岭秀孤松”。 但我以为秋天是令人怀念的———与春天
的浓艳热闹相比，秋天是肃穆静寂的；与夏天的芜杂茂密相
比，秋天是简洁透明的；与冬天的空灵虚幻相比，秋天是厚实
宽容的。

只是，城市的街头没有秋天的风景了，楼房、街道、车辆、
行人，一年四季都笼罩在一种氛围中。 那些巨大的商业广告
牌永远闪着诱惑的眉眼，嘈杂的街市的声音已经迟钝了人们
对季节的感觉。 只有秋风，从远方来，带来秋天的讯息。 直到
有一天，街道两旁的树叶黄了，那些树木，就成了城市秋天的
唯一的名片。

在四季的轮回中， 城市的人们会忽略季节的细节和意
义，这是不应该的。 先祖们在秋天曾经有过狂欢热闹的场面，
在月光下，在秋场上，跳着原始粗糙的舞蹈，唱着节奏简单的
歌谣，庆祝着秋天的收成。 并约定成了许许多多的习俗流传
至今。

按二十四节气，共有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
属于秋季。在气候学中，秋季是指候 （5 天为一候） 平均气温
10℃至 22℃的时段。

秋天是收获，是结果，是一切过程的总结。 古诗云：春种
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秋是喜庆的，热闹的，收获的；秋是香甜
的，金色的，多彩的。 我就是在这金色的秋天里，收获了我的
爱情、儿子、事业，甚至《细雨风铃》《男人情怀》《安康风情》诸
多文集，都是秋天面世的。

秋来了，带着温婉的凄丽荒凉，身着鲜艳的金色华美长
袍。 拖地的长袍，绣着片片飞舞的娇红枫叶，缀着一地的金珠
子，闪着抖抖的光。

秋是高贵华美的女子，眼神里有深刻的楚痛，唇间含诱
人的深红果实。 一步步谦逊地踏过，伴着沙沙哑哑的风声。

秋让生命知觉最细锐 ，心灵层次最丰富 ，想象力最驰
远……一个人最有和自己对话的冲动。

秋声，一阕收获的歌。

一

历书上说：“斗指西南维为立秋， 阴意出地始杀万物，按
秋训示，谷熟也。 ”立秋后，谷物成熟，气温逐渐下降，月明风
清，秋高气爽，在每年阳历的 8 月 8 日前后，太阳到达黄经
135 度时即为立秋节气。

立秋是夏秋之交的重要节气， 古人历来都很重视这个
节气。 在我国封建社会，还有立秋迎秋之俗。 每到此日，封
建帝王亲率文武百官到城郊设坛迎秋，仪式非常隆重。 而
老百姓呢，熬过了漫长的炎炎夏日，人们有了食欲，所有立
秋的民俗多与吃有关，民以食为天嘛。 比如在立秋这天悬
秤称人，将此时的体重与立夏时相比。 因为夏天炎热，饭食
清淡简单 ，几个月下来 ，体重都要减少 ，立秋后胃口大开 ，
想吃点好的补偿夏天的损失 ，补的办法就是 “贴秋膘 ”，多
吃肉。 还有在立秋当天买个西瓜回家，全家人围着啃，团团
圆圆啃个秋等等。

《礼记》载：“立秋”的第一物候是“凉风至”。 如果说春风
是暖风、偏东风，夏风是热风，偏南风，那么秋风即凉风，偏北
风。我对秋的感知来源于脚下的一片梧桐叶子。金黄色的，静
静地躺在地上。 下意识里忽然有了“一叶落而知天下秋”的意
味。 蓦然醒悟，秋天来了，尽管安康还是热的要命哩。

把落叶捧在手掌心，若有所思地想：花开花谢，叶黄叶
落，本是自然现象，只是有了一种经历。 经历，不正是人生的
意义所在吗？ 经历了春天的柔情，才能懂得花开的意义；经历
了夏天的奔放，才能感受阳光的欢笑；经历了秋季的萧瑟，方
才领悟大雁为什么飞翔；经历了严冬的霜雪，始能明了寒梅
为什么盛放……

世界上有不经过风吹雨打而成熟的果实吗？

世界上有不经过光射日晒而成熟的果实吗？
立秋这天，我领悟了一个道理，生命未必都能结出果实。

只要拥有尽力开花的经历就不是遗憾的生命了。

二

处暑一过，云便白了很多。
秋天的脚步近了，天地间出现了萧杀之气。 处暑，即“处，

止也，暑气至此而止也”。 就古代中国人来说，这时是出生的
好时刻，既不会妨碍农事，也配合了秋天的气氛———秋天是
收获的季节。 我的儿子就是在秋天出生的呵。

处暑节气在每年阳历的 8 月 23 日前后， 太阳到达黄经
150 度时开始。 “处暑寒来”是气候的规律。 这时，“三伏”已过
或接近尾声，我国大部分地区气温都已逐渐下降，热空气逐
渐减弱南退，北方冷空气得寸进尺，加强南侵，造成北方比南
方降温更显著。

即便如此，在我们安康，太阳依然那样毒辣；紫外线依然
那样强烈；短袖短裤和无袖连衫裙依然漫天飞舞；脚上依然
穿凉鞋；屋子里依然开空调吹冷风；女人出门依然带遮阳伞，
抹防晒霜；公园、河岸的绿地，依然油绿葱翠，甚至催生嫩芽；
街头巷尾，各色花朵，依然尽展芳容……然而，只要你留意，
白天温度再高，天气再热，而到了夜晚温度则低，清晨和傍晚
已有了秋的凉意。

在过去，处暑这天有许多事要做哩。 农人要收麻，要翻
地，“处暑萝卜白露菜”，翻好地就可以种萝卜了。 在处暑到
白露的这十五天里，会碰上两个十分隆重的节日。 一个是
七夕，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现已成为中国的情人节。 一个是
中元节。

中元节这天，安康有在汉江上漂放河灯的习俗。 说是发
了洪水或行船摆渡的人被水冲走而又打捞不上，其亲人就会
在他的忌日漂放上一盏河灯以告慰祭念亲人。1993 年的农历
七月十五，为了祭念十年前的 1983 年“7·31”在洪灾中离去
的亲人的魂灵，一些有心人制作了一百个洁白的河灯，从七
里沟的木船上漂放在汉江上。

无论是普通老百姓的“放河灯”，还是道家的“施歌儿”，
都是对所有亡灵进行的祝福，让每一个灵魂都得到温暖。 孟
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所以，中元节又叫作“孝义节”。

三

天降之中，没有什么比露水再悄不作声了。 大概天公有
个筛，密密麻麻只能透过一些湿气，天公一个夜里不睡觉，就
筛出这一点一点珠玑般闪在枝上叶上的露水。

喜欢“白露”，因为《诗经》中那首美丽而婉约的诗：“蒹葭
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第一次读它时，心里
就十分喜欢：芦花掩映，伊人轻舞，水乡清秋，妙景天成。 那个
“宛在水中央”的美丽倩影。 从《诗经》里娉婷走出，一直在我
的梦中踏歌而行。

“白露”是反映天气现象的节令，它间接地反映了气候变
化。 在每年阳历 9 月 8 日前后，太阳处于黄经 165 度时开始。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和《群芳谱》中解释：“阴气渐重，露凝
而白也”。 《二十四节气解》云：“水土湿气凝而为露。 秋属金，

金色白，白者露之色，而气始寒也”。 此时， 空气中的水汽比
较丰沛，由于气温下降，天气转凉，晴天的早上，庭院郊野，人
们可见花草树木上凝成许多晶莹的白色露珠。 正如杜甫诗：
“露从今夜白”。 因此称之为“白露”。

又是白露为霜的日子了。
我们知道，水对农作物有滋润作用。 露水自然也不例外。

露水有时带甜味，故又名“甘露”。 甘者，甜也，佳也，能更好地
促进生机。 因此，人们认为，金秋见白露，是“五谷丰登”的象
征。 为此，古时又有甘露明目治病长生之说。

许多时候，水也让我们看不见，摸不着。 抚弄一片树叶，
是不太容易很快想到里边的水分的。 若不提醒，我们更加不
会觉得空气之中也弥漫着水。 比较起沛然的雨和浩然的雪，
似乎露水只给草木擦一把身，洗一个脸，只给枝叶涂一点儿
光亮。 然而，就是露水的这一丁点润滑，却是那般渗透。 从枝
头上滴下来，从竹叶上滑下来，从草尖上滚下来，渗入经脉，
进而渗入根须。 见了露珠，别说草木，连人的心里，也会沁透
得有些湿，有些明。

露还存有浩大以外的渺小，渺小到让人几乎忘记感恩的
程度。 或许说，我们还有更多的关于感恩的忘却。

四

秋分这一天，是阴阳交接，分割寒暑的日子。 古人认为，
一年四季变换，寒暑交替，是因为天地间有着阴阳二气。 《黄
帝内经》上说“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
母”。 秋分是反映季节变化的节令，在每年阳历 9 月 23 日
前后，太阳处于黄经 180 度秋分点时开始。 这说明它和“春
分”一样有两个含义：即把秋季 90 天一分两半和平分了昼夜
之意。

“未雨绸缪”，生物亦然。 虫类知道过了秋分就不打雷了，
天气渐渐变冷，冬眠之日将到，便纷纷修造冬眠处所，或将原
先的窟穴之户用土培窄，以便寒气一到，马上堵穴御寒，安然
过冬。

自古以来，秋是悲伤的象征，是没落的表现，是人生愁绪
的晴雨表。 屈原说“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 ”宋玉说
“悲哉，秋之为气也！ 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 ”曹丕在《燕歌
行》也有同样的诗句“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 ”自
然界万木萧条落叶纷飞，首先映入人的眼帘，自然界的物象
使人产生了心灵的共感，由宇宙的四季自然联想到人生的四
季，“山僧不解数甲子，一叶落知天下秋。 ”秋叶飘零，及物及
人，悲从中来，正如陆机《文赋》所言“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
于芳春”，物之枯荣引发心之喜悲。

对农人而言，“八月白露又秋分，收稻再把麦田耕”。 秋分
节气，各地进入秋收，这是分外忙碌的季节。 “秋忙秋忙，绣女
也要出闺房”。 秋收不是收，是抢，跟太阳抢，跟雨水抢，除了
收，还要抢晴耕翻，准备小麦和油菜的播种。 秋收、秋耕、秋
种，谓之“三秋”。 这是一年庄稼的终点，也是下一年庄稼的起
点，因为农人朴拙的劳作，大自然才对他们信加赞许，奖励他
们整整一个秋天。

由此，我想到了人生。生命的意义何在？或许，一只虫，一
朵花，一片树叶凭本能所知的，要比任何一个人类所能了解
得更为深邃。 如同这叶子落了，树还会继续存在下去。

五

农历九月，自立秋之后，天气渐凉，雾水被凝结成微凉的
露珠，积聚在枯黄的枝叶和残败的花朵之上。 虫鸟怅然，花木
萧瑟，一层薄薄的寒意开始四处蔓延流转。

“寒露”是反映天气现象和气候变化的节令。 在每年阳历
10 月 8 日前后，太阳处于黄经 195 度时开始。 气温又一次下
降，露水更多更加寒冷，快要凝结成霜了，故称“寒露”。 古书
《群芳谱》云：“气渐肃，露寒而将凝也。 ”这是说明此时的露
水，比“白露”节气时为多，为浓，为冷，但尚未冻结。 北方冷空
气已开始南下，早晨和黄昏可感到寒意。

寒露的显著物候是“菊有黄华，鸿雁来宾”。 南宋著名诗
人陆游平素留心物候，谙熟大自然的规律，诗中不乏应时写
景的佳句。 他在《秋思》中写道：“乌桕微丹菊渐开，天高风送
雁声哀”。 有声有色地描绘出一幅秋景图。 寒露一到，最迟的
鸿雁也急急地从北方飞向南方， 一两只失群孤雁的鸣叫，把
一座又一座村庄从睡梦中惊醒。

九月是属于菊花的季节，在众花零落的时候，菊花却开
得正好，迎来了它们最绚丽的生命时光，而最亮丽的风景莫
过于陶君那一院菊黄。 陶渊明不肯为五斗米折腰，弃官归隐
田园，在所有诗人当中陶渊明恐怕是最爱菊花的了。 一句“采
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为他赢得了菊花之神的雅号。 而菊
花，也许又因了他的缘故，被人们称作“花之隐逸者也”，成为
品格高洁的象征。

由陶渊明的隐居，我又想到了这寒露二字。 那种看起来
只停留在表面上而实际上却渗透到内底里的微薄，那种尽了
自己心的绵力和点滴，就是那样地让人受用和感念。

露水的滋润，有口皆碑。

六

晚秋初冬时节，天气已经寒冷，特别是无风无云的晴天
夜晚，天空没有云彩，月光熠熠，地面上如同揭了被子，散热
很快。 当温度骤然降至 0℃以下时，空气中的水汽与草木、岩
石、土壤一接触，就会凝成细微的水晶，冰针或六角形的霜花
附于其上，这就是霜。 由于霜是近地面附近的水汽凝结而成，
所以不管在任何地方，只要有凝结条件，就会有霜而“降”。

如此说来，“霜降” 是表征水汽凝结和温度下降的节气，
每年阳历 10 月 23 日前后， 太阳到达黄经 210 度时开始，含
有天气渐冷，开始降霜的意思。

传说天神之女———青女是司管霜雪的。 每年农历“霜降”
节气来到之时，夜间青女就携着盛霜篮子出来，把白皑皑的
霜洒遍人间，以“肃杀” 草木。 这个传说反映了古人的一种观
念，认为霜是“天降”的。 民间有 “下霜”之说，古典诗词中有
“飞霜”、“落霜”、“大雨霜”等词语。 其实，霜并不是天上“飞”
下来的，而是近地面水气凝而为霜。露水怎样凝成霜呢？南宋
诗人吕本中在《南歌子·旅思》中写有：“驿内侵斜月，溪桥度
晚霜”。陆游在《霜月》中写有：“枯草霜花白，寒窗月新影”。说
明寒霜出现于秋天晴朗的月夜。

在气象学上，霜是水气凝华现象。 秋季出现的第一次霜
叫初霜，也叫早霜，还叫菊花霜，因为秋季正是菊花盛开的季
节；春季的最后一次霜叫终霜，也叫晚霜，还叫杏花霜，因为
春季是杏花盛开的季节。

此时的秋天，在落拓的诗人看来，一如人到中年：“壮年
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 ”大地如老人的两鬓，一
片斑白———秋天的露水，竟形象地概括了人的一生。 连一代
枭雄曹操也发出这样的感慨：“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
露，去日苦多。 ”

然而，“霜降”，又是一年当中最美的时节。 漫步于山野当
中，层层叠叠的山林，显出不同层次的色彩，昨天还是满世界
的绿，今天已是层林尽染，经过风霜后的林木，是那样的庄
重、深沉和含蓄，甚至每一片树叶，都变得成熟而优雅，真是
“霜重色愈浓”啊！

《周易》上说“履霜，坚冰至”。 霜既已降，很快就要结冰。
哦，霜降，凝重地打发了秋天最后一个节气，迎接着冬天的降
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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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画以专心为贵。 如遇良师，当专心随学。 有了一定基础，则可兼学诸师，
上溯古人。 古人讲艺如其人，画如其人，实为至理名言。 学得文武艺，奉献百姓
家。无奉献之心，哪会有奉献之艺？心正则笔正。不修公正之心，哪来冲穆之神？
无寂寞研习之志，哪来雅正之气？ 所以平素须择善而从，择义而为。

艺海无涯，尽善尽美之画无多。故观赏国画，不宜贬谪，应善于汲取人家长
处。 能取优用长，才能充实完善自己。 对于自己作品，宜广泛听取批评，善于弥
补不足，方能提高自己的水平。雅俗之分，文野之分，切不可自封。有麝自来香，
不用大风扬。雅者自雅，俗者自俗，文者自文，野者自野，实为修养所系，不期然
而自然。 此中道理，唯智者知之。 中国画讲究笔精墨妙，气韵生动。 谈谈容易，
做到实难。 所以辛勤一生，但求精品。 无有
精品，何能传世，何能奉献？

艺海滔滔，优胜劣汰，古今皆然。 好画
无言，世人争传。 劣品欺世，自不久长。 每
念及此，不寒而栗，怎敢不精心画画。

樊 光 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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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美术学院 ，
中共党员、 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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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教育集团 ；
现为陕西省美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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