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93 年，我泪别襁褓中的幼儿，离
开故土，只身来到西南边陲云南。此后
的日子，一心挂两头，手头忙于从零开启
的事业，心头牵挂在家的老小，未曾想，
这一别就整整三十个年头。

如今刚而立之年的吾儿，终于放弃
城里安稳的生活，选择接手我呕心沥血
打下的“江山”。让我才有了归隐故里的
筹划，才有了融身于故乡山水人文的机
缘。现在，儿子已娶媳生子，小家早已从
小镇宽敞的别墅迁移到城市小区。为照
顾孙儿，我住进了高安市行政中心附近
的小区，有大把的时间欣赏新区的恢宏
建筑，闲逛繁荣热闹的大型商城，观摩有
史以来首个过境高安的高铁站，这对于
恐高怕坐飞机，自驾车又上了年纪的我
来说，简直是天大的福音。

闲来无事，我常常在晨曦里迎风慢
跑、暮色里沐月踱步，也会不择时机漫无
目的地溜达狮子岭公园、瑞阳湖湿地公
园，感受这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和独特
的文化底蕴。偶尔穿梭于图书馆、工人
文化宫、青少年宫附近的景观走廊，看优
美的景色、享宁静的氛围、观生物的异彩
纷呈。

有时，我也会携家人驱车波浪谷、吴
山公园游玩，或上连锦河湿地公园踏青，
到东方红体育公园竞逐球技，临瑞州府

衙公园忆古惜今，踏凤凰广场一展歌
喉。每每看到孙儿兴高采烈地溜滑滑
梯、爬攀岩壁、荡秋千，仿佛自己也回到
了爬树掏鸟巢、打泥战、捅马蜂窝的童
年。音乐响起，妻子闪身广场舞人群中，
轻快地扭动着灵活的腰肢，手舞足蹈起
来。原来，她早已加入了小区舞蹈队，成
了广场舞大军中活跃的一分子。

有时，我也会兴起邀上诗朋好友，结
伴而游，或于凉亭诗兴大发，或于花丛即
兴摆拍，或于湖畔捕捉搞怪瞬间。蜿蜒
曲折的步道、古色古香的凉亭、造型别致
的观景台，错落有致地分布在绿色叠嶂
中，令人心旷神怡、流连忘返。

记忆中，曾经偌大的一个高安县城，
只有沿瑞州桥至大观楼一瘦长窄小成条
状的沿江公园，用篱笆墙、铁丝网沿马路
围着，杂草丛生。其他景点屈指可数。

弹指一挥间，三十年沧桑巨变，仿佛
天上人间呈现在人们眼前。早年的沿江
公园，取而代之的是沿江文化城墙和绿
荫休闲走廊，马路对面已兴建了一座综
合型的凤凰湖市民娱乐中心广场和功能
型水上公园。时至今日，脑海里唯一可
追寻的印迹，似乎只有横亘于锦江之上
的古浮桥，见证了百年风雨，仍保留着原
汁原味的风貌。

鳞次栉比的写字楼、四通八达的交

通路网、修缮一新的一江两岸，一座座横
贯南北的宏伟大桥，还有高楼林立的住
宅，都是见证这个城市明珠璀璨和崛起
的标尺。市委、市政府高瞻远瞩，优化城
市布局，拓展绿色公共空间，打造宜居宜
乐宜游城市环境，提升百姓幸福指数，把
快乐家园和绿水青山的福利送到百姓身
边，烙印着鲜明的发展、民生、幸福底色，
绘就了一个活力城市的光明愿景。

美丽高安的决策者，用大手笔规划
布局，以打造生态园林城市、生态文明试
验区为理念，在城市中心兴建狮子岭公
园、瑞阳湖湿地公园、城市立体创意公
园、瑞州府衙公园及筠西古街府学公园，
还盘活“金边银角”、空闲地块、古观古迹
遗址，顺势打造社区乐园，改造“口袋公
园”“邮票绿地”“瑞州印象”。文昌、吴
山、城南世嘉、世济桥、珠桥头、锦江外
滩、瑞阳东区及东方红体育公园等四十
余个休闲绿地、公园应运而生。它们集
湖畔休闲、球类运动、滨水娱乐、文化体
验于一体，配套驿站、直饮水点、公厕等
功能，让环境更温馨，让生活更便利。

放眼整个高安乡乡镇镇、村村寨
寨，休闲娱乐和文化广场如雨后春笋般
涌现，“口袋公园”“屋前舞场”随处可
见。城市与乡村星罗棋布的公园绿地，
让劳累一天的人们在茶余饭后，或打

球，或跳舞，或闲坐，享受惬意时光，幸
福画面随处可见。特别是大观楼府衙
前，自然而然形成了小吃夜市一条街，
生意火爆，盛况空前。幸福不就是这般
味道吗？夏日繁花，芳香四溢；冬日暖
阳，遍洒大地。轻歌曼舞，闲庭信步，怡
情养性。家前屋后安宁祥和，才是百姓
最靠谱的人间烟火。

“几时归去，做个闲人。对一张琴，
一壶酒，一溪云。”我庆幸，置身于高安这
个幸福的大家园，在“天然养吧”颐养天
年。我更庆幸，生活在高安这片热土，推
窗见绿，出门触景，移步进园，在这座美
丽优雅的城市，尽享“迟日江山丽，春风
花草香”的世间繁华，真乃延年益寿之福
也。

三十年岁月流金砥砺前行，三十年
谋势而兴蓄势再发。生于斯不亦乐乎于
斯，安康于斯福祉盈天于斯。大美我高
安，万紫千红风光无限，未来一切皆可
期。幸哉，身在此“园”中！

身在此“园”中
雷 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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炊烟
是童年的记忆

是儿时故乡山村
最具生命和影响力的植物

炊烟
是乡愁的记忆

是母亲亲手栽种的
茁壮成长的思念与亲情之树

炊烟
袅袅娜娜、扶摇直上

在童年仰望的眸子里定格
在游子的梦里梦外翩跹起舞

炊烟
轻轻地飘过故乡的天空

浸染、漂白了母亲的满头乌发
悄悄地根植进了我的血脉与肌肤

炊烟，不管我身在何处
也不论时光倏忽一晃过去了多少年
炊烟起处是故乡，将日子装订成册

炊烟就是一本，怎么也读不厌倦的书

透过恬淡的炊烟
我看见母亲慈祥的笑脸

泛着红光
仿佛永远也不会老去

感恩生命里的每一次遇见
遇见母亲，遇见炊烟

啊，故乡的炊烟，我终于明白
你为何总是——鲜活如初……

炊 烟
周家海

八方八方 行吟行吟

冬 韵
（汤 青 摄）

民间有个说法，耳聋命长。
耳聋心静，眼瞎心明，我想是有一
定道理的。只是奶奶的耳聋让我
有些费解，心静和心明并不会产
生任何经济效益，光自己的吃穿
用度都需要钱，何况操持家庭和
照顾孩子。奶奶的耳聋，却是能
创造经济效益的一种“聋法”。

大概是在我读小学时，奶奶
的听力就开始明显衰退，但是她
身子骨十分硬朗，照顾起我们这
些孙辈来不在话下。奶奶每天早
起，都要用圆筒卷梳精心打理她
烫卷的头发，她是个十分精神和
讲究的老太太，每隔一段时间会
在家烧几大壶热水，用在菜市场
买来的黑色染发膏自己染黑头
发，现在想起来真是十分麻烦，烧
水得用煤球火，染发膏糊一手。
好在奶奶精力充沛，上午每天雷
打不动去各个超市搜罗物美价廉
的新鲜食物，做饭、刷碗、收拾洗
涤，下午还偶尔约上几个同龄麻
友去搓几毛钱的麻将。正是这样
一个精神利落的老太太，耳朵开
始间接失聪了……

每逢周六，奶奶都会带着我
上街，这正是我最初发现她耳朵
开始听不清的时候。我非常喜欢
吃青苹果，觉得这种翠绿明亮的
水果色泽充满生命的活力，气味
芬芳，酸涩中又带着一丝甜，不似
多数水果的甜腻。经常我放学去
奶奶家吃饭，她就像变戏法一样，
神神秘秘地递给我一个苹果，那
神情里带着一种骄傲和调皮。现
在想来，许多老人家都是这样，能

带给孩子们一点点甜头，都是非
常值得骄傲和开心的，而不是在
意孩子们付出了什么，自己向他
们索取了什么。奶奶牵着我的手
走在街上，看到一个小贩在卖一
车青苹果，我还没开口说要吃，奶
奶就走上前去。

“苹果怎么卖的？”
“四块一斤。”
“哈？”
那人不耐烦地扯长嗓子喊：

“4块！老人家！”
“……”奶奶低头挑拣苹果，

没有搭理他。
我在心里嘀咕，奶奶到底听

清楚了没有？上次卖破烂也是，
那个人喊：“这些一共卖17块5。”
喊得整个院子都要听到了，奶奶
还是一副不满意的样子，低头嘟
囔像是在自顾自算价钱，那人最
后泄气了，低沉地说了一句：“好
吧好吧，老人家，你就20块卖掉可
以吧？”这一句低沉的话奶奶倒是
听得清清楚楚，当即抬头，干脆利
落地说：“好。”

“能不能便宜点？”我揣摩到
奶奶的意图，在旁边帮腔。

“你要就3块5一斤拿去。”
“好。”奶奶把刚刚低头挑出

的几个苹果给他过秤。
那人接过苹果念叨：“就买这

几个，我都没钱赚……”
奶奶买东西从来都是按时按

量，从来没有食物在她手里被浪
费掉。精明强干的奶奶，因为出
身问题，没有读书，没有文凭，甚
至从来没有过正式工作，她的钱

一分一厘都来之不易，她养育了
这么多子孙，一餐一饭、一蔬一
果，都是认真调算，总是用最少的
钱，让大家吃到最丰富可口的食
物。奶奶的耳朵，也是择机而聋，
闹出过许多笑话。

大伯给奶奶配了个手机，我
中午去吃饭时，看着她捏起铃声
震耳的手机接通，“喂喂，好好”
了几声，就把手机揣进大衣口袋
里，继续忙活，那口袋里的手机
却执着地继续传出大伯跟她聊
天的声音。

还有一次，爸爸带着奶奶和
外婆去北京旅游，奶奶和外婆在
长城下的小摊贩前用流利的赣西
方言互相交流，那热情的小贩一
直用一口流利地道的京腔普通话
招徕生意，可是奶奶和外婆却用
家乡土话越聊越大声，最后那个
小 贩 只 好 更 大 声 地 吼 ：“Five
dollars！OK？（5美元！好吗？）”爸
爸在旁边看着憋了一肚子笑。

我可爱的奶奶如今已经不
在了，逝者带来的悲痛，大概只
有时间的流逝能减轻。而我们
也终将老去，我是否能成为像奶
奶一样可爱又可敬的老人呢？
奶奶无疑是生活的强者，我只能
为之努力了！

奶奶的耳聋
周万西子

回到故乡，转瞬又是秋天。周末，老何邀我
去古阳寨村采摘猕猴桃。提到猕猴桃，我的思
绪不由飘回儿时古阳寨山里。

故乡的山里生长着许多猕猴桃。春天，猕
猴桃藤的枝条像触角一样爬在粗壮的树枝上，
抽出新枝，长出新叶，蓬勃向上，不久就郁郁葱
葱，遮天蔽日。

初夏，猕猴桃花盛开，漫山遍野一片洁白，颇
有“梨乡三月飘雪花”的意境。抬头远望，只见青
松翠杉开着一树树白花，美极了。走近一看，才
知道那是猕猴桃藤的枝条攀附在树枝上，盘根
错节伸展开来，纷纷扬扬、洁白如玉的花朵一
开，自然就变成了一棵棵花树，令人叹为观止。

初秋，猕猴桃藤上挂满了果实，那椭圆形的
猕猴桃，像鸭蛋一样大小，黄绿黄绿的，遍身长
满了褐色的绒毛，用手一摸，糙糙的，刺刺的，很
不舒服，但用鼻子一闻，有一股淡淡的清香。

金秋，猕猴桃成熟的季节。那一串串猕猴
桃就像黄褐色的宝石装点着故乡的山林。熟透
了的猕猴桃，摘下剥皮即可吃，又软又甜，那绿
色的果肉布满了芝麻大小的籽粒。轻轻一咬，
果汁溢满了嘴，酸甜酸甜的，回味无穷。

猕猴桃有个特点，它必须在没有完全熟透
时采摘，等到熟透了就会从藤上跌落，掉入草
丛，很快腐烂。因此，我们总会在它没有熟透时
去采摘。没有熟透的猕猴桃，虽然可以吃，但又
酸又涩，吃完后舌头麻麻的，像吃了花椒似的。

喝山泉水长大的我，对故乡的猕猴桃饱蘸
着一片深深的情思。少年时，为了填饱饥肠，秋
风一起，我和小伙伴就跑到山上去采摘尚未完
全熟透的猕猴桃，咬一口，又酸又涩，但清香扑
鼻。有时实在饿得慌，也就不管不顾，硬生生地
吃下去，直到吃得牙齿生痛，酸得合不拢嘴。然
后提着猕猴桃满载而归，心里有一种满足感和
成就感。到家后，打开糠桶盖，将青涩的猕猴桃
埋进喂猪的糠里。几天后，糠桶里飘出浓郁的
果香，闻之欲醉。拿起一个，用手一捏，软软的，

剥去毛茸茸的表皮，那绿莹莹的果肉令人垂涎
欲滴。看到弟弟妹妹和父母吃着自己采摘而来
的猕猴桃，我心里有一种自豪感和喜悦感。在
那个贫穷的年代，能用野生猕猴桃代粮充饥，也
算是为父母出了一份力，尽了一份心。

后来，我外出求学，远离了故乡，也远离了
猕猴桃。在岭南，时常做着有关猕猴桃的梦，醒
来总是泪湿枕巾，那酸甜的味道却挥之不去；回
故乡探亲时，遇上猕猴桃成熟的季节，总要提着
竹篮去山里采摘，并美美地吃上一顿。吃着吃
着，仿佛又回到了少年时代。

车到古阳寨村，本以为是去山里采摘猕猴
桃，没想到老何把我带进了一个猕猴桃园。眼
前的景象让我的心都醉了，那一丛丛、一蓬蓬攀
附在架上的猕猴桃藤，藤枝粗壮，叶片碧绿；绿
叶下，那一串串椭圆形的猕猴桃宛如一串串耀
眼的黄褐色宝石，在阳光的照射下闪闪发亮。
漫步猕猴桃园，看着采摘果实的人们，望着频频
拍照的游客，我心潮澎湃。秋风吹过，飘来一阵
阵果香，也不时传来一阵阵欢快爽朗的笑声。

村支书告诉我，近十年来，政府组织和带领
祖祖辈辈以种粮为生的人们，发挥绿色生态资
源优势，开垦荒地，建立了多个特色水果产业基
地，种植猕猴桃、黄桃、葡萄等水果，村民快速致
富。这个猕猴桃园，经过多次改良，从普通的绿
心猕猴桃到优质的红心猕猴桃，品质不断提升，
效益不断提高。如今，这个百亩猕猴桃园，年收
入超百万元。小小猕猴桃，让故乡走上了乡村
振兴之路。

站在猕猴桃园里，我和老何重温少年往
事，回忆纯情
岁月，体味浓
浓的乡情，感
受 故 乡 的 变
化 与 生 活 的
美 好 ，美 哉 ！
快哉！

故乡猕猴桃香
李豫章

心香心香
一瓣

或可当成风景看，却难忘史愧清谈。
折肱仍做擎旗手，挑月不输曝背男。
花戚戚犹心戚戚，天蓝蓝更水蓝蓝。
浪摇波撼听如是，号子声高一二三。

题独城镇“三八”水库
吴贡明

告别晚秋，初冬深情款款而
来。她是多色调的：深绿、枯黄、橘
红、蛋白……她又是忙碌、欢快的。
不信你看——

一垄菜苗青
初冬，农村广袤的褐色或红色

土地上，勤劳的农人们正抓时抢刻，
在田间地头、房前屋后的空地，播下
各色蔬菜种子；城里人偶尔发觉一
点土地“边角料”，便乐颠颠地侍弄
起来，不仅仅为了收获的乐趣，还是
为了舒筋展骨，强身健体。

菜种子吸足了雨水、肥分，出
壳、破土、分蘖，争先恐后地展示自
己绿意盎然的身姿。

一两个月后，许多蔬菜就可以
满足主人们的口腹之欲，这绝对是
纯天然绿色有机农产品，自给自足
之外，只送不卖。

种田大户们驾驭着各种机械，
开沟、起垄、播下油菜种子，或者请
来众多帮手栽种油菜苗，为的是来
年一袋袋满满的硕果。看着这一
垄垄绿油油茁壮生长的油菜苗，他
们笑得多么开心！

一树茶花香
霜降节气过后，山上的油茶果

采摘接近尾声。蛋白色的山茶花便
次第登场：含苞待开的，大朵怒放
的，开毕掉树下的，远远望去，山头
像是下了一场雪。隔着几十米远，
夹杂着丝丝甜味的茶花香扑鼻而
来，沁人心脾。蜜蜂、蝴蝶穿梭林
间，既是酿蜜，也是授粉，它们忙碌
得不亦乐乎，干的可都是好事。

主人们来了，他们带着剪刀，把
山茶树上“滥竽充数”“不劳而获”的

“节外生枝”逐一清除，这种操作叫

剪枝。有些枝条一味疯长，高高居
上，只为争夺阳光和风头，却鲜有着
花；有些枝条贴地匍匐，或挤在枝叶
间“取暖”，它们结出的几颗果子并
不会攒下什么油脂，却抢去了许多
肥分，因而都被剪掉。

经过一整年汲取天地灵气、日月
精华，一树茶花酝酿成晶莹透亮的山
茶油，无私奉献给人类，它不但味道
香浓可口，而且营养价值极高。这也
许就是它们享誉“油王”美名的底气
所在吧。

一田鸭欢唱
初冬，江南的一季晚和二晚水

稻都收割了。零星的稻穗或谷粒掉
落田垄间，也有些再生稻硬挺出并
不丰满的几粒果实，偶尔还能觅到
几条蚯蚓虫子什么的“荤腥”，这些
便成了鸭子们最好的犒赏。

几阵冬雨过后，湿漉漉的稻田
吸引着一群群欢呼雀跃的鸭子，它
们从不觉初冬的寒意已然降临，拼
命施展着自己的“十八般武艺”，贪
婪地吃饱喝足。

再过几个月，就是一年一度团
聚狂欢的春节。鸭子们把自己喂得
肥肥的，最终逃不过变成人类美食
的宿命。

物竞天择，世界从来都遵循着
大自然法则。处于食物链顶端的人
类，并不能以“大自然的主宰”自傲
自居，而应当有所食，有所不食。

初冬即景
梅 西

彩生活

梅
月

知
心
熊 斌 （作）

诗海诗海泛波

那个生我养我的村子
土得掉渣的名字

没有从地方志里掉下吧
那台老掉牙的石磨

还有邻里之间的琐事可以磨吧

小小的村子
用几瓢月光就能浇完吧

那些冬眠的虫声
依然会发芽生长吧

依然会把村子
拖过二十四个节气吧

故乡，应该是别来无恙
否则刚从故乡吹过的风

会吹落我的眼泪

故乡，别来无恙
周建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