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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 失 声 明
联系电话:0739-5322630 QQ:838947461

罗秀明遗失由邵阳市第二人民医院开具的
湖南省医疗住院收费票据一份，票据代码：
143060222，票 据 号 码 ：№0012865932，金 额 ：
13000.88元，声明作废。

耿艳菊

银杏的叶子落了，梧桐的叶子落
了，杨树的叶子落了，而柿子树上却重
新绽放着一场美丽。寒风入衣的时节，
一场场风浩浩荡荡地吹过大地，带走
了明眸皓齿的年华，光洁如许的脸颊
促生一道道岁月的皱纹，也在心中留
下了一场场华美又朴素的盛宴。

那是一个叫郑庄的小村子，被一片
田野包围着，那里最不缺的就是树木，而
最多的树是柿子树，田间地头，家家的院
里，到处都长着柿子树。到了秋天，万木在
风中萧瑟颤抖，而柿子树上挂满了红红的
柿子，像一个个火红的小灯笼，喜气盈盈
的，把温温吞吞的小村子照得活泼明丽。

姥姥的家在郑庄的东南角上，一个
温馨朴素的小小四合院，一进大门口，
往左，迎面就是一棵古朴盎然的柿子
树，枝枝桠桠蓬勃葳蕤，占了大半个院
子。正房是红砖青瓦的三间堂屋，东边
是两间厢房，西边是一间茅草搭的灶
屋。砖和瓦都是姥爷自己烧制的，房子
是姥爷自己一点点垒起来、搭起来的。

这是我小时候见到的场景，院子
里红砖青瓦的房屋已经是翻盖过的，
但柿子树从一开始就在。它是姥爷送
给姥姥的新婚礼物。

那时候，郑庄很荒凉偏僻，从南到
北，从东到西，不过十来户人家。姥爷是孤

儿，跟着大伯长大。姥爷瘦小，但很聪明灵
巧，到了成家立业的时候，他自己学着打
土坯，一个人建了两间房子，还围起了一
个院子。像姥爷这样的境况，一般姑娘都
不愿意嫁过来，但姥姥却看上了姥爷。

我们的镜框里有姥姥年轻时的照
片，姥姥不但白净，身姿苗条，还有一
双湖泊样清澈幽深的大眼睛。姥姥怎
么看得上瘦小的姥爷的？这似乎是一
个谜，却有一个最简单的答案，那就是
姥爷的善良和聪明勤劳。姥姥觉得一
个人能吃苦，靠自己的一双手建一个
家，将来的日子不会过得差。

姥爷不但聪明勤劳，而且骨子里
还饱含着一些生活的浪漫。平常不善
言辞的他在新婚第二天就带姥姥去了
县城，想送姥姥一件礼物。他们在县城
转悠到天黑，也没选到合意的，主要是
姥姥知道姥爷的家底，办喜宴的钱还
是向亲戚借的。回来的时候，路过一个
卖树苗的园子，两个人一下子心有灵
犀，不约而同地说院子空落落的，买一
棵树苗栽在院子里吧。

卖树苗的是一位能说会道的大
娘，见他们是新婚的小夫妻，就建议他
们买一棵柿子树，柿柿如意，事事如意
嘛，喜庆吉祥。

这正合了姥爷姥姥的心意，两个
人兴高采烈地带着一棵柿子树苗回到
家，一起把它种在了院子里。就这样，

他们开始了一粥一饭的烟火生活。
柿子树在姥姥姥爷的精心照顾

下，长得很快很茂盛，转年就长到了碗
口粗。深秋的时候，叶子变红了，比花
还鲜艳，而且结出的红红的柿子明亮
如灯，红彤彤的，让人看了特别温暖，
喜气洋洋的，让院子里的土房子土墙
都映上了一层温柔的光辉。

村子里的人都过来看，那是村里
的第一棵柿子树。

姥爷姥姥的日子并没有像当初村
子里人那样预料的过不好。姥姥那么
漂亮，在那样一个穷家怎么会待住呢？

姥姥不但待住了，而且像柿子树
一样把根深深地扎在了郑庄的泥土
里。柿子树一年比一年繁茂，姥爷姥姥
家的日子也一年比一年红火。

村子里的人也开始喜气洋洋地在
自家的院落里种上柿子树，在田间地
头种上柿子树，春夏一片青翠，秋冬一
树喜庆，寄予了对生活的热情和希望。

姥姥在二十二岁那年嫁给姥爷，
她和姥爷一路携手走过了五十八年的
岁月，他们从来没有向对方说过一个
爱字，但见过他们的人都能看出来他
们是一对恩爱的夫妻。他们的眼神、话
语和一举一动，能让人感受到什么是
爱，就像站在那棵五十八岁的柿子树
下，仰望一树红彤彤的柿子，心里会涌
上一股喜悦和温暖。

柿柿如意
冯敏生

在秋天，醉人的是满园飘香的
苹果，醉人的是满山飘香的山果。

行走于家乡的山野间，到处山
果飘香。那枝头褐红色的野栗子，青
色的山核核，抑或淡黄色的棠梨子，
格外招惹行人的眼睛；那藤条上倒
挂的一串串黑珍珠似的山葡萄、红
玛瑙般的五味子、野生猕猴桃，令人
垂涎欲滴。野生猕猴桃，家乡人习惯
上叫做“杨桃”，这山果最馋人。那鹅
黄的小绒毛上挂满了晶莹的露珠。
品尝时，小心翼翼地剥掉外面薄薄
的一层表皮，张开双唇，轻轻吮吸，
果肉青绿滑嫩，香气扑鼻，酸甜爽
口，美在心底。

秋分过后，地埝边，坡畔上，山
林里，满树的野栗子、山核桃等山
果，瓜熟蒂落，七零八落地坠地，砸
在落叶上，发出“啪啦”的声响。

静听山果落，是大自然最绝妙的声响。一个人徒
步于幽静的树林里，树荫如盖，茂密的枝叶挡住了蓝
蓝的天空，柔和的阳光斜射进树林里，照耀在湿润的
青苔上，照耀在林间厚厚的腐叶和枯枝上。偌大林子
里，人迹罕至，寂然无声，只能听见自己的呼吸声和
脚踩落叶发出的“沙沙”声响。一只小松鼠在枝头上
跳来蹦去，突然望见我这个不速之客，静静地呆立在
树枝上向我张望。

我是山里娃，是吃着山果长大的。在那生活困难
岁月，每当放学时，我们一群大山的娃娃们，背起背
篼，提着竹篮，先把自家的牛儿赶到山坡去吃草，然后
到山林里去捡山果。翻开林间厚厚的落叶，那山核桃
啦，野栗子啦，野山楂啦等许多山果，横七竖八地躺在
落叶铺成的毯子上。我们拿起小木棍，划开落叶，七手
八脚捡山果，直到夕阳西下，我们才赶着牛群，满载着
捡来的山果，唱着歌儿下了山。也有时候，能捡的山果
有些少，那是山果被果狸子、松鼠、獾猪等林间的动物
们吃掉了，或是搬到它们的洞府储存起来了。只有在
这时候，我和小伙伴们脱去布鞋，如猴子似地爬到大
树的枝桠间，用手或者脚，摇动树枝，或者在上面使劲
敲打，“哗哗”，大片大片山果就纷纷落地。我们把捡的
山果带回家里，可以解解馋，填饱肚子，弥补家庭口粮
不足，也可以到供销社卖掉，换些学习用品。记得有一
次，我们在上山捡野栗子时，在我家一只大灰狗的配
合下，还捉到一只偷吃山果的獾猪。那可是双丰收，既
能品尝到甘甜可口的野栗子，又能美美地饱餐一顿母
亲用獾猪肉做的香气四溢的麦饭。

我刚参加工作那年，村里人的环保意识比较淡
薄。为了开荒造田，开山劈石，或者砍伐树木烧炭过
冬取暖，常常使大批的山林被毁坏。那时，每到秋天，
我们上山只能捡到少许的山果，甚至空手而归。随着
国家天然林保护政策的实施，村里的野栗子树、山核
桃树等山果树木得到有效保护。每到山果成熟的季
节，乡亲们又能捡到许多山果了。如今，随着乡村旅
游的发展，每到国庆节前夕，更多的游客来家乡捡拾
山果，体验山里传统的劳动方式。尤其是“亲子捡山
果”“情侣捡山果”等娱乐活动，很受游客的喜爱。

秋到山果落，感谢大自然的恩赐，无论我们行走
何方，会永远记住这抹乡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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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亮亮的雨
把天空擦洗得明净高远
落叶开始寻找归宿
大地鼓动成熟的诱惑

早熟的棉花
把内心的纯净与柔软

率直地掏了出来
路边的高粱
在微风中醉意醺醺
站立不稳的身子摇摇晃晃
两颊泛出了生动的酡红
在季节的额头点燃火的激情

曾经青葱旺盛
有点小资的花生

因为养育了太多儿女
脸上过早生出了老年斑
漫山遍野的红果满脸兴奋
精心装扮掐算着进城的日期

健硕的玉米
在节令里脱去了戎装
一失往昔威武的雄姿
用成熟的充实
在广袤无垠的沃野之上
书写自己
饱满的人生

秋意如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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