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与刘禹锡书（外一首）

■赵玉磊

我们都不善于打破沉默

此刻夜色正浓，我们埋首于夜幕之中
对比着浩荡的秋日是否真的胜于春朝

途经你的所有歧路

行至陋室，看到半亩藕花低垂
篱笆内的世界并没有拥有更多诗情

日暮与李商隐书

日暮是一场燃烧未尽的晚宴

夕阳在楼层之上，引导着西行的诗人
逐日。 在你的墓前，我们谈论每一首无题诗
谈论夜雨之中家书将寄与何人

蜡烛和诗人的心事，还有从未实现的梦想
覆盖在坟茔之上，野草在此繁衍生息

秋之语
■李科技

秋风瑟瑟，树叶飘落，是秋季的典型写照。 在这
一刻，秋天的气息迎面而来。

我的一位大学同学曾说过，他最喜欢的季节是秋
季。 当然，他有自己的理由：秋天，有一种其他季节不
可比拟的壮美。 收获的季节，满地的金黄，走在这喜
人的金黄之上，充斥在内心的是满满的温暖和欣喜。

我认为，秋天是一个极容易感受到生命律动的季
节。 准确地说，是树叶最先知晓了秋的到来，从第一
片树叶脱离母体，即标志着秋的来临。 故而，有词语
云：一叶知秋。 接下来，一片、两片……树叶纷纷飘
落，直至铺满地面，无数秋叶汇聚成最为壮观的金黄。

秋是深沉的， 最能触及内心深处的柔软地带，也
使得我们有更多的人生感悟， 对于生命的轮回和敬
畏，体会得更加深刻，从凋零中看到静美和更迭。 万
物皆然，有新生，就意味着有凋亡。

一片秋叶落，满心哲思起。秋水、秋风、秋月，亦蕴
藏着含情脉脉的秋之语。

过了汛期，河水的流速渐渐平缓，不再是那么汹
涌澎湃。 一川秋水，像经历了百般磨炼的狂躁少年，
终于变得沉稳安静。

而秋风呢，带着凉意登场，轻轻掠过树梢，给燥热
了几个月的大地降了降温。

静谧的夜晚，举头所见，秋月愈加明净清透。 此
时，内心愈加澄澈了悟。 长路漫漫，何夜无月，逢秋情
愈烈。 是秋天的天然属性，赋予了大自然更多的情感
物语。 看似不言不语，实则丰富深厚。

立秋后，我又细品秋之语。秋季似乎与青春、活力
没有太多关联， 与之相匹配的是褪去了一层层青涩
稚嫩、磨平棱角的成熟。 这种成熟是成长结下的痂，
是金黄的收获与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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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请“洼子”入村来
■王向灵

大暑时节 ，艳阳高照 ，绿树环绕 。 在沈丘县洼子
庄村，一群“洼子”翩然而至。 它们身姿优雅至极 ，洁
白如雪的羽毛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 宛如圣洁的天使
降临人间。 有的静静地站立在水田中，细长的脖颈微
微弯曲 ，一只脚优雅地抬起 ，宛如一尊圣洁的雕像 ，
庄重而宁静 ；有的则轻盈地飞舞着 ，翅膀划过 ，发出
轻微的声响，那姿态犹如翩翩起舞的仙子 ，灵动而飘
逸。

“洼子”，学名白鹭 ，是河南东南部和安徽西北部
地区民间对鹭科禽类的俗称 。 由于此类禽鸟多生活
于水洼之间 ，且鸣叫出 “哇哇 ”之声 ，故称其为 “洼
子”。 洼子庄村的村民视其为本土的爱物 ，不但不准
许人肆意驱赶捕获 ，更以 “洼子 ”作为村庄名予以纪
念。

洼子庄村位于沈丘县刘庄店镇境内，辖大洼子、小
洼子、中洼子等 5 个自然村。 这里正是淮河支流汾河、
泉河、泥河 3 条河流的交汇处，地肥水美，树绿草茂。 泥
河盛产鲫鱼，是“洼子”等鸟类的美食。

这里的村民环境保护意识和爱鸟意识很强。 他们
除自觉配合县渔政执法大队严禁人们非法捕鱼外，还
主动制止人们往河里扔矿泉水瓶等垃圾， 更不允许任
何人在这里打“洼子”，他们自觉看护 ，并在多处挂上
“爱鸟护鸟，人人有责”的温馨提示牌。

洼子庄村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 再加上村民
有强烈的爱鸟护鸟意识，每年的夏秋季节，这里会吸引
大批“洼子”栖息繁殖。

说来也怪， 方圆几百里，“洼子” 只在洼子庄村筑
巢、栖息，最多的时候，整个洼子庄范围内足有上千个
“洼子”窝。

村里有位“爱鸟老人”李世轩，他的爱鸟故事妇孺
皆知。 有一年，一只“洼子”不慎从树上掉下来摔伤了左
腿。 李世轩把小家伙抱回家，帮它上药、绑上布条，精心
喂养，等伤养好了，又把它放飞。

鹭科禽类行动非常机警，一般见人即飞，可在这里
却是另外一种情形。 洼子庄村的这些“洼子”似乎不太
怕人，游人和它相距仅十几米远拍照，它不避不躲。 人

和鸟和谐相处，如同好朋友。
李世轩说，十多年前，“洼子”多集中在大洼子、小

洼子、中洼子 3 个自然村。 一次暴风雨中，大洼子自然
村 4 只刚出窝的“洼子”被大风吹到地上，全部夭折，从
此，“洼子”再也不去大洼子自然村栖息了。 这说明“洼
子”是有灵性的。 “洼子”每年 5 月份进村时开始筑巢，
而秋季陆续离开时，总要把巢穴拆除，这也是其他时间
看不到“洼子”巢穴的缘由。

洼子庄村因“洼子”聚集于此而被人熟知，也因这
里的水好、草茂、风光美，吸引了不少游客到此。

与洼子庄村相邻的周边乡镇，已建造西瓜、草莓、
葡萄种植及水产养殖等 40 多个基地，游人来此不但可
以观赏到“洼子”翩翩起舞，领略鸟类天堂的风光，还可
以体验农家生活，吃农家饭，干农家活 ，摘葡萄 、掰玉
米，钓鱼采莲、水上泛舟，其乐无穷。 如今，“洼子”已成
为沈丘县的一张旅游名片。

谁请“洼子”入村来？ 想必不用给答案，大家已知
晓，是这里的地、这里的草、这里的水、这里的人。

骑行偶遇
■常燕

这个暑假，我迷上了骑行。
每天早上 5 点半，和好友约好一起出发。这几天，她

临时有事，我不得已独行。
几天之后，我发现独行亦有独行的乐趣。哈哈，生活

给予什么，就用好什么，说的就是我这样的人吧。
塞上耳机，出发。 一路往东，太阳还睡眼惺忪，我已

走一半行程。
今日，依旧一个人。
返程中，车速稍慢了下来，路边的狗尾巴草牵绊了

我的脚步。 我喜欢看它们野蛮生长的模样，风吹到哪儿
就在哪儿扎根，雨落到哪儿就在哪儿发芽，小小的、弱弱
的，随风摇曳。清晨第一缕阳光照到它们身上，仿佛为这
不起眼的小草镀上了一道金边。 微风轻抚，金边也随之
摆动，不禁让人心生感叹，大自然太过于慷慨和包容，让
这世界如此丰盈！

我停下来，为它们拍照。人有时就是如此贪心，仅欣
赏还觉不够，总想一直拥有。

我喜欢沿途的花草和鸟鸣，许是这条路上总有早起
锻炼身体的人， 所以成群的鸟儿竟也不怕人了，“呼”一
声起飞，“呼”一声落下，好像在排练节目，很是可爱。 偶
有蜻蜓在身边环绕， 有时看到一只直直地冲了过来，我
一伸手，它又扭身飞走了，像个正在撒娇的可爱的小女
孩。

骑车时，我把一条腿伸向路边草丛，感受叶尖触碰
我脚踝的轻柔，痒痒的，像小时候不愿睡午觉，被妈妈强
按在床上，用她的手在我背上轻抚的感觉，安心又舒服。

我继续一边缓慢骑行，一边自在欣赏。
正入迷，前方过来一个骑行的人。 待走近，扫了一

眼，似曾相识。未敢看第二眼，已意识到对方是我高中时
的班主任。

那一刻，我下意识的反应是赶快离开，这或许是天
底下大多数学生遇到老师时的条件反射吧。老师似乎没
有认出我来。 我暗自庆幸，但思绪却回到了高中时代。

说来好玩， 班主任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头发。
当时，我们几个好朋友经常在一块儿嘀咕老师的头发该
洗了。毕业前夕，我们还集资买了一套洗发水送给他。那
时，他大概 40 岁，不修边幅，可是对学生特别好。

一晃十多年过去，如今，我亦成为一名老师。 讲台
上，有对工作的热爱、对孩子的喜欢，当然，也有苦口婆
心谆谆教导之时，一如老师当年的模样。

只是，我希望，我的学生若干年后想起我，对我的评
价是：我的老师，当年对我们好得没话说！ 别看现在老
了，当年可是个大美女！

想到这儿，我决定掉头，赶上老师，跟他打个招呼，
再汇报一下这些年我的生活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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