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冬日的阳光洒在空寂的田野上，
寒风在树梢间穿梭，树叶悄然落下，它
们带着岁月的痕迹，飘落在我的身
旁。我不由得俯下身子，从地上拾起
一片刚刚落下来的叶子，思绪万千，不
禁陷入了悠长的遐想之中。

望着这片片落叶，我感叹这是一
次生命轮回的奇迹：它们在风中飞舞，
如同一只只飞翔的蝴蝶，在寻找着它
们春天的归宿。它们曾经翠绿，在阳
光下闪闪发光，如今却枯黄，在冷风中
黯然失色。它们曾经繁茂，在枝头上
迎风招展，如今却凋零，在地上堆积成
堆。落叶在这冬日里消散，仿佛是一
场盛大的离别，它们曾经在春天里相
聚，如今却在冬季里分别。它们曾经
在枝头上欢歌笑语，如今却在风中默
默哭泣。然而，它们并不后悔，它们知
道，生命是短暂的，它们珍惜了每一分
每一秒，它们演绎着一曲充满诗意的
篇章，留下了最美好的回忆。

冬日里的落叶是大自然的杰作，
它们的形状各异，颜色丰富多彩。有
的像小船，在水中随风飘荡；有的像
蝴蝶，在花丛中翩翩起舞；有的像张
开的翅膀的鸟儿，在天空中自由翱
翔。它们是大自然的馈赠，它们是生
命的礼赞。

望着一张在空中飞舞的落叶，我
不禁想起了清代龚自珍写的两句诗：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
花。”这些落叶虽然已经离开了大树，
它们知道，这是季节更迭，它们虽然
离开了枝头，但它们并不是无情之
物，它们只是回归大地母亲的怀抱，
化为肥料滋养大树，让大树在来年更
加枝繁叶茂。

我的心中不禁对落叶充满了感
慨，这些落叶虽然已经失去了生命，
但它们知道生命有轮回，它们用一种
特殊的方式延续了自己的生命。它
们用自己的身体为来年的春天贡献

了一份力量。在这
个寒冷的冬天，这
些落叶像一张张老
照片记录着它们曾
经的辉煌，它们用自己
的方式证明了生命的
价值和意义，成为了冬
日里最美的风景。

我捧着手中的落
叶，深深地感受到它
的重量和温度。这
落叶不正像那些在寒冬 中默默付
出的环卫工人吗？她们大清早就来到
街上默默地清扫着落叶，为城市换上
新装，为人们营造了一个干净舒适的
环境。而落叶便是她们辛勤劳动的见
证者。

冬日的落叶是一种坚韧，是一种
信念，是一种无声的奉献。让我们在
人生的舞台上演绎好自己的角色，勇
敢面对生活中的困难和挑战，学会珍

惜生命的过程和意义，学会与自然、与
他人、与社会和谐相处，像落叶一样静
默一冬，为大树提供生命的养料，等待
来年春暖花开。

人生就像落叶一样，不管落向何
方，始终美丽动人。

冬日落叶
黄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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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 歌

武宣老街，从明、清走来，老但并不
朽。

长长的青石板，铺遍老街的每条大
小街巷。兜兜转转，又走回原先走过的
路段。高墙夹着的窄巷，走着走着，前
头似乎是一条封头巷。冷不丁一个九
十度的转弯，又通向另一个前方。

走在老街巷子里，时不时你身后会
响起一声喇叭。回头看一下，可能是一
位骑着电动自行车刚从菜市场回来的
哪家的新媳妇。看到她“满载而归”而
吃力开车的样子，你的身子会不自觉地
往巷子边的墙根“紧”一下，她会腼腆地
低低头或稍稍偏点脸，小心地从你身傍
驶过去了，然后可能很快就消失在巷子
的某个转角处。

节假日夜间的老街别有景致。一
排排横跨街道的灯笼点亮的时候，人
们就喜欢往老街跑。那老铺面、那窄
窄的巷道，加上满街道摆摊的，游人涌
入，只能慢行，但你倒是会觉得越挤越
好。特别是那些穿着汉服的美少女，
她们衣袂飘飘，纤纤小手提着小巧的
红灯笼，那老铺面、小摊点，会让她们
走走停停，也让你会恍惚间，觉得是她

们穿越了，还是自己穿越了。一些门
面的招牌灯箱五彩霓虹灯闪烁着，宛
若天街的盛会，多走几下，多看几眼，
恍若梦中。你会认真问自己：我到底
是在哪里了？

老街的老旧物件店，会让人“身藏”
其中。

老街的东街，下东街六号老居民
房，经过修旧如旧的整理，开有家叫“老
掌柜”的民俗老物件店，这也算是较早
开的“民俗馆”了。门店里收集了许多
散落民间的明清、民国时期的旧物件。
有老石器皿、木器、玉器、手工刺绣，有
农耕时代的旧生产工具、生活用具、文
玩把件、竹编，有百年老树瘤、自然根系
造型物件等。这些老旧物件有着内在
美和不可再生的价值，但很多在农村都
被丢掉或当柴烧了。

闲来无事时，“老掌柜”经常聚集了
一帮“志同道合”的茶友，喝喝茶，聊聊
天，赏一下老民俗物件，用手触摸一下，
回味无限，有的茶友还会出价买走，特
别是柳州、贵港来的民俗物件爱好者，
经常光顾。

心有静气便能优雅。

每当周末或节假日时光，店主与
来喝茶的茶友们，经常分享民俗老物
件收藏的感悟，其中饱含收集的艰辛、
意外捡漏的惊喜、羞于缺“孔方兄”的
尴尬等等，满满一屋子的民俗老旧物
件，满满的背后故事，无尽的茶桌谈
资。

一个小小的竹编鱼篓,就是一段童
年的快乐时光。

从农村走出来的，小时候哪个不
羡慕同伴有一个精巧的竹编鱼篓？
回忆起炎炎夏日那“双抢”的农忙时
节，村里的孩子们头顶一个竹叶斗
笠，高卷裤筒，迈开小脚丫，踉踉跄跄
地跟在耕田的牛背后，在没膝的烂泥
浆水田里，就等着抢抓那随时可能出
现的一两条泥鳅、黄鳝或禾花鲤，谁
还顾得上泥浆飞溅？小有收获后，就
在田埂上迫不及待地生起了篝火烹
饪，不一会就是香气勾人，令人口水
直流。这可能就是那个年代武宣一
带，夏收季节田野间的情趣、田野间
的另类“繁忙”了。

从农村“淘”来的山石凿成的喂猪
食槽，就是土猪的成长故事，更承载着

那个年代农村社会的奋斗日子。
四季都辛勤忙碌的农民为了赶出

早工，一大早便把猪食料倒在石食槽
内，厚重的食槽任凭捣蛋的大肉猪怎样
拱食，都不会拱翻石槽导致猪食倒出来
了。一年下来，年底要杀年猪了，会让
很多小孩子兴奋得睡不着觉——明天
有香香的猪肉吃了！那个年代，农村家
家养猪养鸡养鸭，五谷丰登、六畜兴旺，
就是农民最朴素的期盼！

武宣大藤峡出入口，为历代兵家必
争之地。店里物架上一把锈蚀斑驳的
铁枪头，是店主到东乡莫村时，从一个
在菜地松菜根土的耄耋老人手里的“烂
铁锹”发现的。

武宣的东乡镇莫村，是当年太平天
国洪秀全登极称天王的地方。老汉手
里的“烂铁锹”，是老汉在山上挖药时挖
到的一根一头为套筒、一头为尖头的

“烂铁”，他觉得可以用来锹松菜根土，
就捡了回来。据老汉介绍，村里经常有
人在村后的山沟里，或在山顶上当年营
盘旧垒的废墟乱石堆下，捡到一些腐烂
得不成样子的断刀、剑环之类的烂铁，
这些应该就是当年太平天国将士遗留

下的物件了。店里的这锈迹斑驳的枪
头，也许当年曾经“金枪高擎刺苍穹，日
月交辉放光明。”这是茶友们扯不完的
历史话题。

每一件老物件就是一个故事，蕴含
着独特的情趣和价值。

轻摇起那 3.8米的木制龙骨水车，
那“咯吱咯吱”声音响起，会让闲扯的零
乱声音顿时停下。大家仿佛看到烈日
下，辛勤的农民在田间挥汗浇灌情景。

此时，店主和客人们就会浅吸一小
口茶，大家默不作声。

类似“老掌柜”这样的店，老街里还
有老百货、林氏木艺、东街古玩店、寒石
斋、听声小院、西街茶社等。而最大的
老物件店，当属蔡先生在西街开的“西
街十八号”老物件店，里面的老物件让
初次进店的游客只能不断地“哇塞”称
赞不已，而店主蔡先生则会报以微笑，
任由游客陶醉。

老街还有始建于明代的、广西最
大、保存最为完好的武宣文庙（黉庙），
加上这些老物件店，都是游客在老街难
得的打卡点。漫步武宣老街,品民俗老
物件，古韵无穷，心灵静谧。

仲冬时节，老天爷下了一场不大
不小的雨。淅淅沥沥，飘飘洒洒，纷纷
扬扬。我坐在窗前，观看窗外的雨
势。只见这场雨下得甜甜蜜蜜，津津
有味。好似久别重逢的欢欣，又似聚
首抒怀的惬意。习习刷刷的雨声，不
停地敲击着我的心弦。它到底要下多
久，要下多大，我无法判断，但它却启
发我感悟到了人类和雨的亲密关系。

雨，是人类生存的命根子。没有
雨，地上无水，人类就无法生存。但
雨又是一种有情感的自然物。它并
没有因为对人类有功，就对人类居功
自傲，蛮不讲理。它和人类是情感交
融的两个实体。人类社会总是在不
断地发展进步的。老天爷在人类社
会发展进步中的每一步，都给予了无
私的眷顾和给力，为人类奉献了一个
又一个风调雨顺的年景。而人类对
老天爷降下的雨，也总是身怀感恩之

心，对雨倍加珍惜和爱护。当雨水过
多，一时使用不完时，人类就会修建
一座座水库，把水储蓄起来，然后计
划用水，细水长流，灌溉田地，保证庄
稼生长，夺取丰收，造福社会。当河
溪涨水引发水灾时，为了不浪费水资
源，人类又会兴建一个个引水工程，
疏导水路，科学管水用水。

自然界里的雨，种类很多，有梅
雨、烟雨、细雨、急雨、雷雨、大雨、暴雨
等等，雨的表现形式也是多种多样
的。无论是哪一种雨势，哪一种表现
形式，都会引起人世间诸多的英雄豪
杰、志士仁人的关注。他们要么对雨
表示感慨、要么以雨抒发情怀、要么作
诗写词对雨加以咏唱。毛泽东在领导
中国革命的进程中，形势严峻时，他写
道：“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抒发
了深沉、凝重的心情；形势好转，即将
取得胜利时，他写道：“钟山风雨起苍

黄，百万雄师过大江”，展示了磅礴、伟
大的气概。唐代诗人李商隐以雨寄托
相思之情：“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
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
山夜雨时”。杜甫把雨当成知心朋友
来赞頌：“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隨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雨，本来是宇宙间的一种自然现
象，但历朝历代的文人墨客，却把它
比喻成了仪态端庄、风情万种的仙
子。如“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南朝四
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这些
诗句，向人们描绘了一幅幅赏心悦目
的雨后景观，读来令人一见倾心，过
目难忘。又如“山雨欲来风满楼”，说
的是紧张；“天街小雨润如酥”，写的
是环境的清新；“梧桐更兼细雨，到黄
昏，点点滴滴”，诉的是凄婉；“林花谢
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

风”，记的是无可奈何的情感。经过
文人墨客如此这般的美言和点拨，雨
就从一般的自然现象走进了中华民
族的传统文化，深厚了民族传统文化
的底蕴，为我们的民族传统文化添上
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窗外的雨，还在不停的下，如烟似
雾，若绢似丝。它干净了大地，宁静了
寰宇，解了城乡旱情，稳定了民心。从
这个角度看，这场雨越看越可爱。它
那五彩缤纷的雨幕，熠熠生辉。那一
条 条 银 白
色的雨丝，
仿 佛 一 根
根 娇 柔 的
手指，在深
情 地 抚 摸
着 我 们 的
新 兴 而 美
丽的城市。

观雨感怀
罗人伟

扫码聆听更多美文。

正午时分，路口那
家云吞店一如既往的热
闹。店里弥漫着诱人的
香味，大概客人们都是
闻香而来的吧。

秀莹跟儿子小琪
一前一后挤在排成长
龙的队伍中。她伸长
脖子往店里的橱窗探
去，只见老板领着几位
工作人员在备餐间里
忙活着。一位大姐在
紧锣密鼓地备料，另外
三人则围坐在一张小
圆桌边上，她们用比常
人快两倍的速度包着
云吞。一会儿功夫一
大盘云吞包好了。老
板低着头一边点数云
吞数量，一边问靠近窗
口的几位客人吃几块
的？然后麻利地将数

好的云吞装在大漏勺里放入烧开的汤
锅中捣鼓几下，口中像背书似地咕哝
着：“7 块 13 个，8 块 17 个……”印象
中，老板都是忙得不亦乐乎，根本没
功夫离开窗口半步，更别说停手歇息
片刻。

终于轮到他们点餐，秀莹对着老板
轻声说：“来两碗 7块香菇肉馅的。”随
后便用手机扫码支付了14元。不大一
会儿，老板把两碗香喷喷的云吞端放在
取餐窗的台面上，娘俩乐呵呵地端着餐
盘找位子坐下。小琪低下头嗅了嗅，满
口生津，迫不急待就要开吃，活像只馋
猫。

这一个个云吞就像一条条小船，在
水面上悠闲地漂着，热呼呼的汤上浮着
一层金黄色的油和绿绿的葱花。小琪
用小汤匙轻轻地搅一搅，碗里的云吞立
马活跃起来，一个个打着旋儿，在碗里
转圈，互相碰撞，像一只只戏水的小鸭
子，十分可爱。他舀起一个来仔细端
详，重叠在一起的皮儿呈半透明状，薄
薄的，软软的，好像层薄薄的轻纱，依稀
可见里边嫩红嫩红的肉馅。

怕烫着，小琪每吃一口都格外小
心，他把一个云吞装在汤勺里，踮起
脚尖，一只小手举得老高，对着空调
方向电风扇下边吹几下冷气才放心地
送到嘴里，一口一个。他的这番操作
引起隔壁桌几位小姐姐的注意，她们
细声私语，然后捂着嘴偷笑。小琪发
现立马打住，脸顿时红得像苹果，只
得规规矩矩坐下来，老老实实吃他的
云吞。

秀莹吸一口云吞中饱满的汤汁，含
在嘴里，细细品味，她咀嚼着肉馅，唇齿
间充溢着肉的香味，这种感觉很微妙，
不禁陶醉其中……一整碗云吞吃完，秀
莹用餐纸轻轻地擦着嘴，回味着刚才的
那份美味，心里充盈着满足感。

小琪的碗也吃得干干净净，他喝下
最后一口汤。轻轻拽着妈妈的衣角说：

“妈妈，能给我一元零钱吗？”秀莹不解，
这是要买什么？水都不止一元啊。小
琪放低声音一副很神秘的样子：“我吃
的这碗云吞有17个。”秀莹会意地点头
笑了笑。

小琪拿着一元钱挤到排在最前面
的一位阿姨跟前，阿姨刚想理论一番。
小琪急忙对正在忙着给顾客煮云吞的
老板，用响亮的声音说：“老板，刚才我
的那碗云吞多了三个。”说完把一元钱
放在窗口，转身便离开。刚才的几位小
姐姐面带笑容又在说着什么，小琪转头
看了她们一眼，这次他的脸没有红，反
而多了几分自信和从容。

当他们起身就要离开，老板放下手
中的大汤勺，一个箭步冲出来，拿着一
瓶刚开盖的冰豆奶递到小琪面前，真诚
地说：“好小子，谢谢你！我请你喝豆
奶。”妈妈告诉小琪这是给予他的奖励，
在妈妈肯定的眼神中，小琪接过了这份
特别的奖励。

小琪迈着自信的步伐走在回家的
路上，他告诉妈妈，这是他喝过的最甜
的一瓶豆奶。

特
别
的
奖
励

许
开
斌

武宣老街，那民俗老物件有逸事……
潘荣全 周桂源

心把日子
调快了一天

（组诗）

赖建辉

日子
把周六记成周日
把周日记成星期一
日子被心调快了一天
我是在早上 6点晨跑时
才发现这是件大事情
当看到小城的路还静悄悄
才发现小城正在过周日

晨练后刷手机
才发现群友已发了大量问候
他们每天的问候很执着
一片“早安吉祥”问好后
才开始一天的慢生活慢作息

我感言自己已老去
被智者调侃：老你个鬼
会忘事是正常的节奏
也是你退休惹的祸
智者喷我浑浑噩噩
我灵魂震颤，心头焦急
哦，好好拥抱日子
过好每天 24小时

回家那段路
从国道 323线那个路口
下公交车步行回家是 7000步
而我每天要步行 10000步
于是，回家那段路
变成我迷恋的归途

我喜欢在这路上边走边看
看路旁的作物开花吐蕊
看谷物在季节里慢慢成熟
看我熟悉的人是否在地里劳作
这路能让我得知很多人情世故

每回我都不打车
倔强地坚持走路
就是想慢慢享受路上的空气
想听闻久违的乡风民俗
当然更想练硬回家的腿骨

送别发小
我们将那个盒子
放入发小亲自开垦的果园
让他陪伴果树开花结果
陪伴园内外虫鸣莺歌
陪伴风雨雷电日出月落

忽然我感觉浑身爆发热力
我冲上水库大坝
去看那蓝色浩淼
去回想那少年时的畅游
我和发小们曾在水上狗刨
在那蓝色世界里随波逐流

哦——
今儿我们不能同游了
你游你的山头吧
我们还有未达的彼岸
经营好，弥补好
被耽误的时间和目标
我们不再唱时光的挽歌

雨夜伴读
覃梦云

窗内明灯如昼
“沙沙沙”是娃写字的声音
“嗒嗒嗒”是我码字的声音
一切都是那么的静好

风来了
它哗啦啦地掀动窗帘
娃伸出手把风鼓起的窗帘抚平
一次又一次
我起身关上窗子
雨也来了
沙沙沙、嗒嗒嗒、哗啦啦、噼里啪啦
它发出各种声响
它探头探脑地趴在玻璃窗上窥视
街上的霓虹把雨浸润
此时的窗外犹如一块奇幻的宝石
色彩晶亮，斑斓的色彩千变万化

娃说“妈妈，风和雨来找我玩”
她张开双臂，把整个身子都贴在

玻璃窗上
隔着玻璃和风拥抱和雨握手
宝贝儿，风和雨想和你比赛学习呢
你注意听

“沙沙沙”那是它们在写字
“嗒嗒嗒”那是它们在敲击键盘
“哗啦啦”那是它们在翻动书本
“噼里啪啦”那是它们在鼓掌
鼓掌庆祝它们学习比你还认真

娃迅速转身回到书桌前端坐
拿起笔——专心致志

“沙沙沙”那是娃写字的声音
“嗒嗒嗒”那是我码字的声音
一切又归于静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