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推月迁，秋意渐浓。雨势消减，南山的雾岚稍稍褪
去，隐约间层林尽染，姹紫嫣红，正是观赏红叶的绝佳季
节。而在我的印象里，深秋在安康观赏红叶，枫叶似乎不
是主流，倒是黄栌和乌桕做了主角，安康的秋色让人惊
艳，那其中的半壁江山都和它们有关。

十月的南北二山， 草木之色与山水之色交相辉映，
美不胜收，令人不禁惊叹大自然的造化之功。相比黄栌，
乌桕生长的海拔稍低一些，所以在安康更为常见，山野
水畔、疏林江岸，有意无意间，总能偶遇一树树殷红的乌
桕，如火如枫，热烈赤忱，映衬着粉墙碧瓦、小桥人家，煞
是好看。

关于乌桕的得名，我倒是很少去考证，只记得《本草
纲目》中记载其“以乌鸦喜食其子而得名”。 或许在中国
人的印象里乌鸦乃不祥之鸟，所以因乌鸦而得名的乌桕
树似乎很低调，几乎低调得不为人知，远不及枫树那般
风光，说来也算是“厌乌及乌”吧。但在我看来，乌桕的深
秋之美实在不输丹枫！一来它适应性强，不拒南北，从西
北到黄河以南，均可看见它的身影，何况它不似黄栌那
般隐匿于山林；二来它色彩丰富，随着秋意渐深，乌桕树
叶会变化为绿、黄、橙、红、紫等颜色，呈现出极为独特的

动态美，一树乌桕，就可以满足你对秋天色彩的所有想
象。

单就观赏红叶而言，乌桕和丹枫也不相上下，而且
时间更为持久，正所谓“遍山秋景数乌桕，微霜未落已先
红。 ”《长物志》中也说乌桕“秋晚叶红可爱，较枫树耐
久”。 因为乌桕对生长环境的要求相对较低且红叶期较
长，所以在安康秋天人们看到乌桕的几率明显高于枫树
和槭树等。漫步江边水岸，乌桕很是普遍。所以我不禁在
想，诗人张继的千古名句：“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
对愁眠”， 就可能是夜半黑暗， 诗人错把乌桕当作了江
枫。 前几年我去苏州城外的寒山寺游玩时特意观察，发
现寒山寺的周边并没有枫树， 倒是看到一些乌桕树，映
衬着庄严古寺，红黄相映，颇为壮观，所以我认为诗中伴
着诗人入眠的很有可能不是江枫，而是乌桕，或许只因
“乌桕渔火对愁眠”读来少了些许意境，诗人也就将错就
错了。

和诗人张继半夜写诗看错乌桕相比，宋代诗人杨万
里就在笔下给乌桕正了名。 他在《秋山二首其一》中写
道：“乌桕平生老染工，错将铁皂做猩红，小枫一夜偷天
酒，却倩孤松掩醉容。 ”寥寥数言，就让一树乌桕点燃了

秋的萧瑟。
最喜欢乌桕的当数词人辛弃疾，他曾亲手在门前种

植乌桕，且写诗抒怀。他在《临江仙·手种门前乌桕树》写
道：“手种门前乌桕树，而今千尺苍苍。田园只是旧耕桑，
萧鼓子孙忙，七十五年无事客，不妨两鬓如霜。绿窗划地
调红妆，更从今日醉，三万六千场。 ”豪迈之情，跃然纸
上。 诗人笔下满满都是对乌桕的喜爱之情，这其间有对
怀才不遇的感慨，但更多的是心头那未曾熄灭的赤诚。

我也想写写乌桕，是源于小时候，老家的屋后就有
一片乌桕树林。 每到深秋，小伙伴们总喜欢把乌桕树心
形的红叶摘下来贴在掌心，一边醉心于色彩，一边感受
凉丝丝的感觉，别有一番意趣。等到初冬时，殷红的乌桕
树叶开始冻得发紫，萧瑟的寒风吹过，五彩斑斓的叶子
打着旋儿在风中飞舞，煞是惊艳。红叶落尽时，黑黢黢的
乌桕果便挂满枝头，等到乌桕果子裂开，每个果子里会
露出三颗包裹着一层蜡质的种子，可以用来制蜡，小时
候我常常顾不得天儿冷，爬上乌桕树将种子采下来卖到
供销社攒学费， 有时候也会拿锤子将乌桕种子敲开，里
面的果仁香香脆脆，是儿时最好吃的坚果，这或许也是
我因感恩而喜欢上乌桕树的理由吧。 也瞬间顿悟：因乌
鸦不详而得名、低调得不为人所知的乌桕树，却是自然
最好的赠予。 与人交往，又何尝不是如此？

此刻，窗外秋雨缠绵，想起乌桕的橙黄、火红、绛紫，
就像一颗颗母亲望归游子的心， 时时唤起我淡淡的乡
愁。

瀛 湖 第 1331 期

２０22 年 11 月 4 日 责任编辑 陈曦 组版 尹幸08 文化周末瀛湖

这几年，单位在老八仙下属的正阳让河联村，每月
都要去上一两回。见识了许多山珍，学得一些有趣方言，
尝过不少高山绿茶， 听了一肚子的掌故。 跑得多了，久
了，心里就有了情分，村子就成了自己的村子。逢人就好
夸个口，说咱让河的啥啥多好多好！ 山珍野菜本就有个
节令，倒还好，只高山绿茶喝惯了，口就刁了，慢慢就觉
着低山茶差了一点意思，一口就能咂摸出味儿来。

让河属于大山深处的村落，位于化龙山脚天书峡景
区最深处，因纵贯全村的让河而得名。 让河的好山好水
好茶好石头在县里都是有名的。河水清得可以照见鱼在
水里呼吸。石头是光亮浑圆的麻骨石，小的指拇蛋儿大，
大的能躺下三五个人。河把一条纵深二十余公里的大山
分成两半，不偏不倚。村民沿河两岸散居，左右都是苍茫
大山。山里没有田，人户周围是庄稼地或茶园，茶树从边
头地垴一头扎到林子深处。 因而，让河常有林下采茶的
说法，这在其他地方是不多见的。林子深处山珍众多。寻
常的野天麻、当归、党参、山菌、野菜遍山分布，珍贵的红
豆杉、鸽子花数量可观，偶有幸运的采药人，还能意外采
挖到七叶一枝花、头顶一颗珠这样的奇珍。头顶一颗珠，
江边一碗水，文王一支笔，七叶一枝花，被赞为“神农四
宝”，自古就有还阳草之称，说是神草也不为过。在早，茶
也是药草。陆羽《茶经》里载：“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神
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 ”与平利毗邻的
神农架就是神农采集药草之地，传说他的药葫芦至今还
留在这“华中屋脊”的绿色宝库里。

山里终年云雾缭绕。 每日太阳不是从东方冉冉升
起，而是自云雾深处拼命挣脱出来。

村里的老人们喜欢晨起到河边洗脸，望水。 他们望
水其实是望天， 从水面和鱼的泳姿中察看天气阴晴，日
头大小，好安排家里的农事或茶事。在让河，农事和茶事
一样要紧，或者说是一回事。 村里家家都兴茶，都制茶，
都喝茶，都爱茶。

我也喜欢晨起去河边，沐着雾气与这些半农半茶的
老人家聊天。 他们心里都有一本谱，摆起龙门阵来就像
撬开了个天然宝库。 我在村里听得了许多趣闻，还结识
了几个忘年交：镇文书老吴、独臂子老黄、老顽童刘老
师、茶老板王波。 他们都是各自领域中的高人，至少，我
是这么认为的。 他们通晓这一方山水的脾性，生灵的脾
性，花花草草的脾性。当然，各人也有侧重。若说共通点，
那就是都爱这一方水土，都爱这一方人情，都爱这高山
草木，都爱喝这高山绿茶，说话都有点云山雾罩。我常与
他们讨教，心里都当老师敬着。

老吴是个“百家通儿”，生在山里，长在山里，工作在
山里。 据他说，退休了还在山里养老。 当地山上跑的，水
里游的，空中飞的，开花的，结果的，有毒没毒的，就没他
不知道的。 文书工作是个万金油，经见多了，人就成了
精，别说人的心思，鬼的心思都瞒不住他。老吴高就高在
泥浆子里打滚，心里净透。 我们在村上开展工作遇到难
处了，都找老吴，多难交涉的事，他都能三锤两梆子解决
了，一个笑模样从头到尾不蔫儿。

刘老师年近古稀，跳脱的却像一只猴。第一次遇见，
就被他的柿子“绑住了嘴”。 我和同事打树下过，刘老师
爬树上摘柿子，问是哪里客人，说是联村的，他就极热情
地从树上跳下来，分柿子请我们尝。 说高山柿子下树就
吃，甜，味道贼正。我们狠咬一口，涩得说不出话来。他在
一旁哈哈大笑，顽童一样。刘老师在村里是个什么角儿，

我一直没捋抹展。 他豪爽好客，好开玩笑。 大口吃肉，大
杯喝酒，粗门大嗓说话，却绣花一样盘酒盘茶，喝茶的盅
子不到酒杯子一半大。 酒喝自酿的粮食或果木酒，一色
儿加野蜂蜜，一斤蜂蜜兑三斤酒；茶，喝让河绿茶，专挑
撂荒的老园子自采自制；好与人逗趣，闲了、天气好了房
前屋后转悠，逮着谁，吃亏捡便宜全凭运气。遇上我们这
样的倒霉蛋，该着他乐。说他是乡贤吧，常在园子里糊得
一身泥，还在后院挖了个猴儿洞似的酒窖，土坛子、磁罐
子、玻璃缸子摆了一地。说起话来也常不着调。说他粗糙
吧，又活得细法的不行！吃喝都讲究个说道。在村里威信
还很高。混熟了，也受用了他不少好吃喝，特别是蜂蜜酒
和绿茶。 我有时半真半假地赞他是个神仙活法，他就很
得意，偶尔还假装斯文，当然，最多也就神个半盏茶的工
夫。

让河两岸的许多山，我都是钻过的，但深林子没敢
去。 真正在山林里看到野物、野菜、野药材的时候少，对
这些东西的了解，大多来自“独臂子老黄”。 老黄少年时
钻山受过伤，半只胳膊没了，村里人叫他“独臂子老黄”，
他也这么自称。老黄有三样过硬本事，一是会哄老婆，二
是善营谋，三是喝茶讲究。把个日子过得蜜滋滋，敞亮亮
的。黄嫂子五十出头，仍能看出年轻时的利落清爽，见天
被老黄蜜一样的酸话哄得眉开眼笑，家里地里都拾掇得
妥妥帖帖。老黄的主业是采药，方圆百里的山山峁峁，沟
沟岔岔在他心里都是活的。 全村就数他采挖的野药材
好，肚子里的故事多。 因为常年进山，老黄不烟不酒，就
好一口茶。 老黄说，抽烟怕燃了林子，喝酒怕犯迷糊，茶
静气又清神，是采药人的宝。 老黄喝茶，只喝秋茶。 说秋
茶绵软平和，喝了不心焦上火，能解进山采药的苦乏，还
说秋茶是茶君子。老黄识字不多，却常语出惊人，我讨教
何为茶君子？老黄说，采药人祖辈传下的，说人平和中正
是君子，秋茶的脾性和这差不多。

平利是个道地的茶乡，高山、低山都兴茶。高山茶是
正宗的山茶，低山茶分为山茶、台地茶和田坝茶。我喝茶
许多年，却从未喝过秋茶。 我的老家在低山，也产茶，但
不采秋茶。自清明前采到夏至前后，便再不采摘。茶树经
过三季温养，在春天拼命抽条发芽，异常发旺。约莫两个
月的采摘，各家足够备下一年的用量，富余的馈赠亲友
或零星售卖。因而，在我的印象里，茶，只春天采，或者说
只春天的好，秋茶是上不得台面的。

对老黄的话心下始终存着疑惑，春上与村里的茶老
板王波聊起，他盛赞老黄是个懂家子！ 让我等秋茶下山
见真章。 王波是回村兴茶的矿老板，说话行事仍像个耿
直的农民。 因自幼家贫，念不起书，十四岁就到外省下
矿。 穷的时候，在外面拼命，挣不下钱就不回家，最长的
时候连着三年没回来，有点霸王不敢过江东的意思。 后
来，靠着实诚和心气儿，慢慢混成个小老板，挣下一份家
业，在山西置了房产，成了家。日子好过了，眼界开阔了，
回头再看穷乡亲，心里更不是个味儿！ 前些年村里不通
大路，山里的东西拉到山外都是宝，可出不去，村里人是
抱着金饭碗讨饭吃，肩挑背驮的下力，日子还是穷得底
儿掉。 村里除了光棍汉子多，就是没娘的娃子多。

让河是全镇最大的茶村。 其种茶历史无从考证，村
里老辈自记事起，茶园就是个游乐山场，房前屋后都生
着茶树，许多老树比半桩子娃还壮实，光荒废的老茶园
就好几个。 王波家就在一片老茶园中，自小就在茶园里
玩耍，对茶园的感情和爹妈差不多。 干部们正苦于老旧

茶园无人接手改造，听闻王波起了意，镇村领导都心热
得不行！ 茶园改造前期，举步维艰，说是流汗、流血又流
泪都不为过。经过一年多的努力，茶场还真就建成了，梳
理了老茶园，盖了生产车间，请了制茶技师，还与许多村
民签订了长期用工协议。 念着一份旧情，茶场就以老村
名命名，叫“松柏茶叶合作社”。

从矿老板到茶老板， 人设转变是王波这辈子爬过得
最陡的坡。 季羡林大师说： 如果用一种物质代表中华文
化，那就是玉。后来，有人补充说是茶和玉。玉这东西太稀
有贵重，不是寻常百姓能摸得着的。茶就不一样了，精的，
细的，大脚板子，好一口的都能沾沾。 评茶论道，古已有
之，爱茶之人，多是讲究一点说道的，挨着道了，那就没个
深浅。 用王波自己的话说， 他是锤头大的字认不满一箩
筐。他对茶的感觉是直觉，看一眼，就能知道好与不好。那
是自小在茶园里沾着茶气和雾气熏出来的， 是这些年喝
过的茶留在心尖尖儿上的滋味，却是道不出来。啥茶让他
看，就一个字“香”，或两个字“不香”，旁的就没有了。

我们每次去村委会路过王波茶场， 他都极盛情，好
茶好果子招待。 时常遇到他与人推荐茶叶，憋得满脸通
红。急了，端起杯子直请人尝，说：“你抿小口，再喝大口，
慢慢咂摸，看香不香？ ”喝完人家说香，他就高兴，再问旁
的，他就抓耳挠腮，让人看着心急。 他醉了酒，就叹息少
文化的苦楚。

今年春天，我抽空把让河绿茶的特点与好处，细细
理成一段文字。从茶典记载入手，把让河茶历史悠久，高
山云雾弥漫，得风露清虚之气；漫射光丰富，利于茶树呼
吸吐纳，茶中氨基酸、叶绿素多；土壤肥沃通透，芽叶鲜
嫩肥厚，色泽嫩绿显毫；高山多花木，茶吸花粉精华，茶
香馥郁持久，滋味甘洌醇厚；温差大、温度低，茶树营养
物质聚合度高，病虫害少，天然健康等特点归纳出来，讲
与他听。想着多少记下一些，或许能解他困窘。他磕巴半
天也没捋抹顺溜，小脚老太太走模特步似的蹩脚。 最后
按自己的理解归纳为：让河雾大水好，土肥茶香，老先人
都爱喝。 还不如一个“香”字有茶韵。

秋茶下山，王波让人捎了一点来尝。说今年旱情重，
叶芽粗糙，但味道还是香，明年会更好。看卖相我是有点
失望的，同春茶没得比。 但口感确实绵香，回甘也久。 第
一次喝秋茶，我并不能确认是否算还好。 怀着讨教的心
思，同一位极懂茶的老师聊起秋茶。 老师说春茶是茶面
子，秋茶是茶里子。 春茶上火，与春阳添火，人便上焦火
盛，眼鼻嘴皆火燥。 秋茶阴性，正宜秋藏，人喝秋茶气血
不上冲，藏阳于肾，肾主水，静水流深，亦入脾，脾主土，
如土地秋冬歇，人便舒坦了。秋茶是茶中君子，春茶是茶
中贵人而已。老师的话自是不假，我心下慨然！遂请他品
鉴松柏秋茶，老师是个性情中人，感念王波回村兴茶情
怀，欣然同意。

次日，老师回复说：“此秋茶条形较粗，茶色偏黯，不
过茶汤碧澄，口味也干净利落，是茶中平民版，好喝实
用。 如兴茶的山里人，质朴而聪慧，条拙而津微。 ”并嘱
咐，作为村上产业，可拜请县茶叶专家就冬管、春夏秋茶
采制、简包设计到村指导，贴合茶质，简约朴素而不简
慢。思及春上为让河茶搜罗的简介，心下汗颜，竟是有些
画蛇添足了。

前两日， 我把老师的品鉴说与王波听， 他很高兴。
说，我就说高山秋茶香哩，你还不信！ 明年风调雨顺了，
芽叶好，秋茶更香哩！

小时候，我老家的屋后有两棵高大的拐枣树，到了
秋季，拐枣树的枝条上长满了弯曲怪异的灰褐色果实，
其形状和颜色像极了树枝，七弯八扭，样子十分独特，
这便是我们旬阳的一大特产———拐枣。 拐枣果实在霜
降前后成熟，没打过霜的拐枣是涩的，打过霜后吃起来
会更甜。 每到秋冬之交，拐枣成熟的季节，空气里总是
流动着拐枣的清甜味道，乡村的日子也变得生动起来。

那时候，家家户户的孩子多，没有水果零食，拐枣
无疑成了孩子们最解馋的美食了。 每到初秋时节，我们
便眼巴巴地盼望着拐枣的果实尽快成熟， 终于等到霜
降过后，我们便三五成群来到拐枣树下，捡拾从树上自
然落下熟透了的拐枣，玩耍嬉闹声，在拐枣树下回荡。
吃好玩足之后，我们便将拐枣捆成一把一把拿回家去，
等到想吃它的时候， 就把那些坚硬干枯的小果籽一颗
一颗地扯掉，再把那肥厚曲扭的果柄放在火里烤一下，
塞进口中咀嚼，那种甜甜的滋味，至今令人回味无穷。

长大之后，也曾见到和吃到过很多种水果，然而都
不能替代我心中那长相独特、形状怪异的拐枣。 我对拐
枣的这种特殊情感， 是因为它伴随我度过了儿时那段
难忘的岁月。 后来，在乡镇工作，每次下乡途中，看到路
旁的拐枣树，总会在树下驻足，抚摸树干，仰望树枝和
果实，那一刻，就会不由得想起很久以前曾读到过的一
篇描写拐枣树的文章， 特别是描写拐枣成熟的过程令
人记忆犹新：“拐枣树从春天发芽、开花，到深秋果实成
熟，整个过程都在隐忍的期盼里。 想要将那一串串香甜
的果实吃到嘴里，需要漫长而耐心的等待，必须经过年
里第一场霜降之后， 那些饱满的果实慢慢地在风霜的
欺凌下渐渐风干，渐渐在酷寒之中千锤百炼，渐渐将起
初生涩的果实浓缩了精华，直至最终成为一串串醇香甘甜的美味。 ”不是
吗？ 拐枣这种奇特的野果，发育生长实在是太慢，春天发芽，夏天开花，秋
天结果，冬至才成熟，因为历经过数载沧桑，褪去了青春的红颜，一路疙疙
瘩瘩走来，直至枯干。 细细想来，人生的历程何尝不是如此！

拐枣树聚天地之精华，哺育了我们一代又一代人，见证了历史变迁，
阅历了沧海桑田。渐渐地，我对拐枣从单纯的喜爱到了更深层的认识。“拐
枣，学名枳椇，俗称万寿果。 是一种阳性树种，生长在比较向阳的山坡、山
谷、沟边及路旁。拐枣分布比较广泛，很多南方地区都能看到，像我们旬阳
就更为普遍。 拐枣具有医用价值，可治疗多种疾病。 拐枣的果梗，除鲜食
外，可用作酿酒、制醋、制糖的原料，可作拐枣饮料等产品，颇受消费者青
睐，拐枣适应性广，种植容易，管理方便，不仅是大有发展前景的树种，更
是一种很具有开发价值的野生果类资源。然而，现在有很多人对拐枣的作
用认识不足，还没有看到它的实用价值。 但值得欣慰的是，拐枣作为当地
的传统产业，旬阳依托资源优势，大力扶持宣传拐枣产业发展，全力打响
“中国拐枣之乡”品牌，这样，让本来不大为外人所知的拐枣醋、拐枣酒、拐
枣饮料等产品远销全国各地， 成为当地的一条发展经济、 振兴乡村的门
路，让拐枣实现自身价值。

如今，在我们旬阳，到处都可以找到拐枣树的踪迹。初冬时节，农贸市
场里，经常会看到老百姓用篮子装着弯弯曲曲，像鸡爪子一样，褐色的拐
枣在售卖。 这时候我总会走上前去与卖主搭讪几句：“这是哪里生长的拐
枣？ 多少钱一斤？ 家里有没有烧拐枣酒？ ”问过之后，总要买上几把，拿回
家慢慢品尝，那种醇香、甘甜，熟悉的味道，总会勾起我童年的回忆。 岁月
如梭，一晃近四十年过去，感叹那美好的童年和拐枣树下再也无法找回的
最纯真的记忆。

最近下乡棕溪长沙途中， 我再次看到了那一棵棵结满了果实的拐枣
树，空气中飘散着拐枣的清甜味道，伫立树下，顺手扯过一枝即将成熟的
拐枣，看着它弯曲的形态，不禁想起自己曲折的人生，尽管历经风霜雪雨，
仍会幸福甘甜地活着。

高山秋茶香
平利 王仁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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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走巴山

秋风正在搬运农时，秋阳还暖
这个季节走在大巴山乡村
漫山遍野，果实随手递来的清香
成熟而饱满。 健康和幸福
在农人们脸上，红叶一样摇曳
方言里的生活，纯粹、质感、温暖

我也曾在这块土地上，耕耘过
岁月，多少年前记忆仿佛在
一夜变样。 你看那些崭新的楼房
拓展了多少代农人的胸襟
和视线。 还有那蛛网一样水泥路
笔直、宽畅，每一条都抵达梦想

还有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还有
举孝为先，扶贫助残。 视野里绿叶
红花，我笨拙的笔却无力呈现
这色彩斑斓的江山。唯有静静地行走
让那些乡村巨变的果实，石头一样
击打在我身上，一下，又一下

满堂书记的热词

3 年前，老刘从北京到村上任第一书记
部级领导下来，让李家台村的夜晚
集体失眠。 这个秋天，当我
又一次走进村子，眼前的巨变
让人惊讶、不安。 满堂书记一身灰土
让我想起了当年皇甫村的柳青

他就是一位农村大爷，甚至还要
土些。 新时代、美丽乡村、新民风
扶贫攻坚、养猪养鸡、旅游村
种药、修路、引水、通电，这些
热词，从他的嘴里脱口而出
每粒汉字，都像石头砸在地上

老刘给我们展开一幅画。 公路
旅游、药材，村上 5 年规划
10 年规划，如数家珍。 头顶阳光雨
热乎乎泄在青龙山上，落在
我们头上。 一行人如同饮下刚出锅的
甜杆酒，一个个都醉了

在两岔河枇杷园

秋天，园里那些枇杷树举着花
欢迎我们。 在两岔河村 4 组，500 亩
连片果园里，桃杏在悄悄孕育

来年的果实，橘柑在枝头上摇晃
这是它们炫耀的季节。 枇杷花
把山上所有的蜜蜂和蝴蝶，都请去了

村书记张俊明口吐莲花
热情地向我们介绍，喷灌
剪枝、防虫、物流和生产合作社
当大家知道这里的枇杷一公斤
卖到 50 元，皆吐出了舌头
午后，巴山南坡的风正在提速

脱贫户赵子智正在机耕，他站在太阳下
讲起过去的苦难，和今天的幸福
周围的表情也随之起落。
他说去年半亩枇杷
卖了 6000 元，今年又栽了 5 亩
6 亩枇杷园，相信小学生都能算出收入

彼时，秋阳高悬。 我仿佛看见园中那些
枇杷花，纷纷飞到了赵子智脸上

蜀河古镇远去的烟火
汉滨 明月清泉

汉江流进了历史
蜀河古镇与汉江一道

在历史的扉页上熠熠生辉
船、码头、会馆
是烙在历史深处的作品
清一色的石墙、石碑
石板路、石台阶、石门墩
木窗、木门、木牌、木凳
雕梁画栋，八仙桌
石头和木头
硬硬的扛着风吹雨打
西下川汉、北上关中
南达鄂西、东进中原
注定这个码头
汇集千里汉江精华
傲视奔腾江水和远去风云
霜降的风和红叶
落在古镇。 我看到
舟楫喧闹，戏楼灯火
石头墙上一丛绿色
一个老妪、一只猫
两条狗和磨光的拐杖
完美穿越
除此之外便是历史回音
和浓浓的烟火味

编者按：党的十八大以来的这十年，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
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完成了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
务，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安康也经历了新时代山乡巨变，广
大农民过上了崭新生活。 随着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安康必将迎来新
的发展机遇，广袤田野必将焕发出新生机。 本刊特推出“希望的田野”
作品小辑，以讴歌我们的新时代，讴歌我们的新生活。

希望的田野作品小辑

秋秋意阑珊乌桕红
汉滨 陈祖金

开花的誓言（组诗）
旬阳 姜华

丰收 宋安平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