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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乘胜前进，方子翼率队打破美军
完全掌握制空权的僵局

28大队，在初次空战胜利的鼓舞下，
情绪更高，信心更大。在1月23日和29日
又打了两次胜利的空战。

23日，美国空军出动20多架F-80掩
护20多架F-84偷袭新义州机场，友军和
28大队都出动反击。当28大队起飞时，有
10多架F-80战斗机窜到浪头机场上空封
锁跑道，压制起飞。方子翼遂令飞行员强
行起飞，坚决反击。编队尚未集合就将敌
机击退，乘胜追击到新义州上空，与友军
一起同数十架敌机展开激烈的空战。空
战打了半个小时，虽未击落敌机，但却取
得了反封锁和大规模空战的经验。这对
于第二次空战的28大队来说，无疑是一
场大胜利。

29日，28大队又打了一次胜利的空
战。当日下午，雷达发现在新安州、清川
江桥地区有敌机活动，方子翼令28大队
出动打击。李汉率8机起飞，编队飞过定
州后发现敌机在攻击地面目标。李汉率
队利用阳光隐蔽接敌，迅速发起攻击，击
落F-84一架，在追击敌机的过程中，李汉
又击伤F-84一架。

28大队10天打了几次胜仗，揭开了空
战之幕，为参战的后续部队鼓舞了士气，
提供了宝贵的作战经验。在友军的配合
下，方子翼指挥28大队及随后奉命进驻安
东的29、30大队，频频向清川江以南地区
出击，迫使美机的活动退到平壤以南，美
军完全掌握制空权的局面被打破了。
四、再度出征，方子翼指挥空四师击

毙美军“空中英雄”，给美国在朝鲜的飞
行员送去“一片暗淡的气氛”，让美国掀
起一场轩然大波

1952年初，美国空军在其“绞杀战”
失败以后，为恢复平壤以北地区的“空中
优势”，继续对中朝方面施加“军事压
力”，以便在停战谈判中得到便宜，特从
国内调来一批参加过二战、有丰富空战
经验的校官飞行员和新式航空装备，并
从 1月份开始以“饱和轰炸”代替“绞杀
战”。此时，志愿军空军的新部队第6、12、
15、17师进驻安东地区进行实战锻炼。同
时友军进行换防，也调来一批新部队，其
中也有大量的新飞行员进行实战锻炼。
因此友军的老部队无力照顾志愿军空军
的新部队。为了保证志愿军新部队的实
践锻炼顺利进行，空军首长命令方子翼
率空4师于1月16日再进驻安东进行第四
次作战，同时掩护平壤以北的交通运输
线。为了加强战区引导指挥，空4师副师

长夏伯勋到朝鲜博川设立了辅助指挥
所，对志愿军飞机进行辅助引导。

空4师进驻安东完成带领新飞行员
战区航行后，于1月30日开始单独作战，
带新飞行员打小机群。从2月3日开始，协
同友军打大机群，至2月9日的1周内，同F
-86型飞机进行了5次空战，击落敌机3

架。在这个阶段中，不仅要反击敌人打大
仗，同时还要带领新部队打小仗。方子翼
要求空4师带领新部队的原则是：热心带
领，认真掩护，保证让兄弟部队打上仗、
打胜仗；决不让兄弟部队受损失、吃大
亏。在这个原则之下，新部队得到了一定
的实践锻炼，但仍有部分新飞行员缺乏
技术、经验，4师在2月中旬的一周内，连
续发生3架飞机高空停车而迫降的情况。

2月10日晨，我雷达发现平壤以北有
10余批100多架F-86型敌机在铁路线上
空活动。友军起飞4个团的兵力，在南市、
龟城、宣川地区与敌机群空战。中朝空军
联合司令部指挥所令方子翼的空4师起
飞两个团到军隅里打战斗轰炸机。7时30

分，空4师两个团共起飞36架，10团由团
长阮济舟领队，飞至大馆洞上空，与敌阻
击机群空战；12团由团长李国治领队，飞
至龟城地区上空，也与敌阻击机群空战。
1 2团编队过江后即与 1 0团失去目视联
系，同时，由张积慧率领的12团第3大队
又与团编队失去目视联系。追赶中张积
慧在泰川上空发现尾后有敌机偷袭，随
即向左侧滑上升，当敌机冲前时即俯冲
追逐，追至博川附近将敌机击落，在脱离
攻击中又将另一架敌机击落，但同时自
己的飞机也被敌机击中，张积慧跳伞，落

于博川郡青龙面三光里。
2月15日晚，空军首长向中朝空军联

合司令部和空4师发来的电报说:根据美
国合众社华盛顿2月12日报道的消息，得
知美国的“空中英雄”戴维斯于2月10日
在朝鲜北部上空被击落，令空4师“即速
用一切办法查明，戴维斯是被我空4师击
落或被友军击落或被高射炮击落的。”经
空联司核对，10日上午，只有第12团的部
队在清川江地区上空作战。空4师接到指
示后，即于2月16日和18日连派两个调查
小组赴实地调查，在博川郡青龙面三光
里北面二里处山坡上找到了戴维斯的飞
机残骸，机型F-86E，机号307。它与张积
慧的飞机残骸相距很近，距张积慧伞降
点地点仅500米。戴维斯的尸体还在其飞
机座舱里，在戴的身上找到了他的飞行
帽、手枪、血型牌和飞机护照。根据张积
慧和戴维斯俩人飞机落地的时间和地
点，证实戴维斯是被张积慧击毙的。

乔治·阿·戴维斯，是美国空军第4联
队第334中队的少校中队长，他有3000

多小时的飞行阅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中战斗飞行266次，被美国空军当局誉为

“百战不倦”“特别勇敢善战”的“空中英
雄”。他自1951年8月来朝后到被击毙，执
行作战任务60次，是朝鲜战场上成绩最
好的“王牌驾驶员”。戴维斯被击毙，在美
国掀起轩然大波，戴的妻子向美国当局
提出抗议，并以她丈夫生前信件内容揭
露了美国当局所极力掩盖的
中国空军富有战斗力的事实
真相。美国国会部分人员也
为戴维斯被击毙大发雷霆。

美国远东空军司令威兰被迫于2月13日
发表特别声明，哀叹戴维斯被击毙“是一
个悲惨的损失”，“是对美国远东空军的
一大打击”，“给在朝鲜的美国喷气机飞
行员带来了一片暗淡的气氛”。

击毙戴维斯具有重大意义，对敌军
是一大打击，对我军是一大鼓舞。空军和
总政治部均对这一胜利给予了高度评
价。空军首长于2月23日向空军部队发电
指出:张积慧同志这种英勇善战的精神，
表明了共产党的空中英雄比美军的所谓

“空中英雄”高超一倍。总政治部将张积
慧的事迹通报了全军，给张积慧记“特等
功”。空军于1952年12月授予张积慧“一
级战斗英雄”荣誉称号。

空4师在这一阶段的作战中，本着
“热心带领、负责掩护”的要求，先后带领
空12、15、17师进行实战锻炼。为了打好
仗，方子翼率领指战员们自发开展战前

“出情况、想办法、订方案”的献计献策活
动和战后“评指挥、评动作、评纪律”的三
评活动，这些活动对提高部队的战术素
质、作战能力和组织纪律性，起到了很好
的作用。
五、两度出征、3年时间，方子翼指挥

空四师击落、击伤美机88架，把“空四师”
变成了“空一师”

方子翼指挥空 4师第 4 次作战，从
1952年1月16日至5月30日，在4个半月的
作战中，共战斗出动193次，计793架次，
空战20次，击落敌机17架、击伤10架，击
毙了戴维斯。自己被敌击落、击伤6架，战
斗事故损失两架。完成了掩护交通运输
线和带领新部队作战的任务后，奉命于
1 9 5 2年 5月 3 0日转回辽阳基地休整。
1953年3月31日，方子翼率空4师进驻大
孤山机场，第5次参战，直到7月27日抗美
援朝战争停战为止。

从1950年12月入朝作战开始到停战
为止，方子翼率空4师出动飞机约4058

架次，空战约914架次，有43名飞行员在
空战中获得战果，总共击落、击伤敌机88

架(击落64架、击伤24架)，其中70%是F-
86型飞机，荣获“空军第一师”殊荣，并受
到毛泽东主席的嘉勉：“空4师奋勇作战，
甚好甚慰”！全师涌现出一大批英雄、模
范和功臣，有1424人立功受奖。全师有10

个单位荣立一等功，有587人荣获朝鲜民
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授予的勋章和奖章。

1 934年 1 1月，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
剿”后，中共鄂豫皖省委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率领红
二十五军长征，实行战略转移。留在鄂豫皖边区坚持
斗争的红军不足2000人。而蒋介石调至该地的国民
党正规军就多达17万人，以百倍之兵力向革命根据
地进行疯狂“清剿”，扬言要在3个月内将红军全部消
灭。

在鄂豫皖边区革命处于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
中共鄂豫皖省委常委、皖西北道委书记高敬亭以大
无畏的英雄气概和无比坚强的革命意志，根据省委
留下的指示信，重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八军，在与
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
历经无数艰难险阻与困苦，前仆后继，浴血奋战，坚
持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使鄂豫皖边区的革
命武装斗争得以继续和发展，革命红旗始终高高飘
扬在大别山区，谱写了中国革命史上壮丽的篇章。

临危受命 重整旗鼓

红二十五军转移后，国民党政府将鄂豫皖边区
划分为4个“驻剿”区，以56个团及一些军、师属的
营、连，对革命根据地进行“清剿”。鄂豫皖边区中共
领导机关皖西北道委和鄂东北道委各仅存几块狭小
的根据地，且处于敌人的包围、分割、封锁之中，又经
敌人反复“清剿”，受到很大的摧残。

在局势极为险恶、环境极其艰苦的情况下，高敬
亭此时作为鄂豫皖边区党政军最高领导人，深感责
任重大，表现出非凡的智慧和胆略。他一方面令红八
十二师和皖西北第三路游击师跳出内线敌包围圈，
东去霍山、舒城、潜山地区，到外线敌后方，开展游击
活动，以钳制与分散“清剿”根据地的敌军，并寻找新
的立足点；一方面领导各根据地党、政、军、民利用深
山密林和地形熟悉的有利条件，避开敌主力“清剿”，
积极活动于敌人的据点之间，袭击敌人，镇压反动分
子，破坏敌人交通线。

1935年2月1日，高敬亭率二一八团转战到达立煌县(今金寨县)抱儿山，
与少共鄂东北道委书记方永乐率领的鄂东北独立团会合。方永乐带来鄂豫
皖省委给高敬亭的指示信。2月3日，高敬亭在太湖县凉亭坳召开会议，传达
中央和省委的指示，决定以皖西北红二一八团和鄂东北独立团为基础，重建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八军，下辖八十二师和手枪团，全军共1000多人。高敬
亭任军政治委员，并统一领导鄂豫皖边区党政军工作。

反敌“清剿” 中流砥柱

红二十八军重建后，即面临着敌人部署的3个月“清剿”。敌十一路军和
二十五路军5个旅的16个团从西北、东北、南面合围而来，形势十分严峻。高
敬亭率部勇猛战斗，几次突破敌人的围截。2月12日，部队转移至霍山县太阳
畈东北的黄泥 又遭敌拦截。红军据险抵抗，激战半日撤出战斗。红八十二
师师长罗成云在战斗中牺牲。随后，全军冒着大风雪连夜翻越海拔1700多米
的大别山最高峰白马尖，拂晓时到达马家河，摆脱了敌人。

2月16日，高敬亭在舒城县鸵岭附近的白果树召开会议。他认识到“没有
根据地，游击战争是不能够长期存在和发展的”。会议决定成立中共皖西特
委，组建二四六团，在舒城、霍山、潜山、太湖4县结合部创建游击根据地。后
来，高敬亭率领红二十八军，以新创建的游击根据地为依托，利用大别山区
层峦叠嶂、沟深林密的有利地形，往返穿插，时东时西，忽南忽北，使“追剿”
的敌军难以掌握红军的行动规律。红二十八军则在条件有利时，趁敌疲惫、
麻痹之际，抓住战机，给以沉重打击，先后取得多次战斗胜利。3月，高敬亭
率红二十八军一部在立煌县梓树坪伏击追敌东北军一O八师一个营，全歼
该敌。此仗是红二十八军重建后不久第一个较大的胜仗。4月20日，红二十
八军连续突破敌人几次堵截之
后，转移至潜山县汤池畈东北的
桃岭(今岳西县境内)。高敬亭指
挥部队在此伏击跟踪之敌九十五
旅一九O团，全歼敌两个营，溃敌
一个营，缴获枪400支。桃岭战斗
的胜利，打破了蒋介石在3个月
内消灭红军的狂妄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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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子翼:把“空四师”变成“空一师”(下)
胡遵远

恍如情人在耳语，宛若亲人在叮咛，又如
禅师在讲禅语，更像高僧在敲打木鱼诵经。
每每听理查德·克莱德曼的《秋日的私语》
时，心里就会涌出人间的温情与禅一般的祥
和。保罗·塞内维尔和奥立佛·图森在创作这
首经典曲目的时候，一定是在铺满金黄落叶
的林荫小道上，听脚下沙沙作响，听落叶飒
飒飞舞，听秋风瑟瑟吟唱，于禅一般的意境
中放任思绪的畅游……我想到了江南的秋。

江南的秋，有时不是看出来的，它需要去
听。听蝉声由急到缓，由强到弱，秋由远而
近，由近而远，像听人跫音，从青年走到中
年，又从中年走向老年……当然，也可听风
中的叶子，那“啪啪哒哒”的皮实的声音，是
丰润饱汁的夏叶，相知相依；那“哗哗啦啦”
的蓬松的声音，才是干枯瘦弱的秋意，相怜
相惜。“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那干燥、
枯黄，生命只悬一丝游脉的秋叶，在秋风中
的某个时刻，“哗”的一声，便成了最后的绝
唱。

江南的秋，有时不是看出来的，它需要去
听。听秋雨敲响打窗棂的声音。它既不像春
雨那样害羞“犹抱琵琶半遮面”，总让人浅尝
辄止，难以尽兴；也不像夏雨那样“黑云压城
城欲摧”，总让人胆战心惊；更不像冬雨那样

“冷酷无情咄咄逼人。”秋雨小夜曲，像诗人
的吟哦，像山间的溪流，像爱人的絮叨，让人
心宁，让人心暖，让人神往。初秋到仲秋，即
使有风，但也几乎听不到风声，人们只从微
微的凉意里去感觉风声。雨夜里，风声是雨

声的和声。雨声和风声协奏，是非常
美妙的和谐天籁之音。

江南的秋，有时不是看出来的，
它需要去听。秋是虫鸟们最快乐的季
节。果树的果实熟了，地里的庄稼熟
了，虫儿将肚子吃得滚圆。民以食为
天，鸟雀们更是。它们在田野里飞来
飞去，在树林里飞上飞下，在日与夜
间飞进飞出，忙碌不休。到处都是可
口的美食，吃饱喝足，见四周无人，也
放开嗓子吼几声。但声音并不大，“叽叽”“喳
喳”“咕咕”，也并不动听，却极真实，极惬意，
极放纵。天地就是它们的大舞台，也是它们
的最好听众。

江南的秋，有时不是看出来的，它需要去
听。秋日里，风声轻悄，水面微澜，像心思平
静、细腻之人，一身静气，一派安然。仰望天
空，白云的羊群怡然自得，在缓慢前行中淡
出几分闲适，几分迷离。俯视大地，草叶与藤
蔓交相辉映，你拥吻着我，我怀抱着你，黄绿

相间，谁也不咬噬谁的色彩，谁也不遮蔽了
谁的光彩，静守时光之安谧，安享秋声之奇
幻。春深万萼，夏盛肥绿，冬乏音色，听却在
秋。一季秋美，还可以通过视觉、嗅觉感知。
但二者只能玩赏秋色，唯听觉才能享受秋之
韵，乃天籁。秋高气爽，山河万里，此时见之，
才有顿悟：时光太瘦、指缝太宽！

古人云：“月色能听，安静可言。”听月
色，闻秋声，法式相同。听得秋韵，如待月色，
先自心静，沐浴月辉，灵想独辟，极目四顾，

忘怀万虑，唯此才能感觉秋韵之最精微，最
幽情，最深邃。人至老年，身居异地，听秋自
有一番感触：人生之秋有两个极端；一个硕
果累累，春风得意；一个衰败落寞，满目沮
丧。胜利者收获耕耘果实，失意者收拾满地
忧伤。耕耘与收获，并非人们所想象的那样
顺理成章。有时候，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
柳柳成荫。对于勤奋耕耘的失意者，便多了
几分悲情嗟叹。所以，无论是胜利者，还是失
意者，都要淡定自若，坦然面对人生。

秋已渐深，记忆的那枚枫叶，漂零在心海深处，轻
轻点开我隐藏的心事。

在有梦的夜里，听爱的沉吟，荡气回肠，却抚不平
心中岁月的裂痕。人生，是挽留不住流金岁月的，看那
数不尽的是红尘过往，好在牵挂犹新。

从梦里醒来，我伸手扯一片岁月的流云，拭去眼角
的泪花，一个被时光拉长的身影，终究走不出，梦中的
那条长廊。

漫步在梦幻般爱的长廊里，秋风轻拂着我的脸颊，
空气中也飘荡着浓浓的花香味，花香让我更加懂得珍惜
眼下，去享受自然带给的凉爽和快乐，静静地享受着眼
前的生活。

晨钟暮鼓间，一片落叶，犹如一纸素笺，不为命运
而忧，不为前程而惧，一份流浪远方的平和与安然，随
风起起落落。看那落叶飘飘扬扬，心也随它而去。

秋天，如诗、如画、如梦。我喜爱这多彩平静的秋
色；我钟情这温柔多情的秋韵。愿我的生命也如这秋
天，没有太多的喧闹浮躁。只有在这一片安静纯净的秋
色里；只有在这生命的成熟和深沉中，才能品出在秋天
里的爱，才能明白在秋天是一种幸福！

人生，是一场无法更改的轮回，多少金风玉露的相
逢，都成了灯火阑珊的错过，那些留下的片言只语，我
总会默默念上几许，忘情于文字的洗礼，沉醉于墨香的
意蕴之中，那是心与心的交流、灵与灵的相牵。

从此，我便把秋放在心里，静静地关注着、痴痴地
守候着、无言的时候想着，这又何尝不是开到茶靡的美
丽，心底的柔波荡漾着岁月的小影，一朵朵珍惜，明媚
自如，悄悄化作满园郁香，一地婆娑，似乎有多少暖，
便有多少思念。

不知，落叶荒芜了谁的只言片语，秋风又扫落谁的
思念情绪，我要用秋的诗句，埋下永久痕迹，我要把向
日葵花瓣，寄给秋，让这美丽的向日葵花海，成为生命
画卷里最美的分享。我要把秋寄托在花枝上、眉宇间、
我的心扉里……

其实，人的一生很短，经不起等待，生活不易，一
定保持好心态。烟火不知何时划过了流年，犹如一场梦
的蹁跹，总是让人忘了时间。望着那些渐行渐远的人和
风景，不由感叹，若是时光真的能倒流，又有多少青春
可以重来。

人生的路，走走停停，不会一帆风顺，总是充满无
奈与坎坷，即便如此，也要微笑面对，抬头就可向往天
空，放眼便是夺目的世界，只有勇敢地去接受挑战，才
能跨越障碍，披荆斩棘，朝着自己的目标砥砺前行。

秋，我爱你。爱，是遗失不掉的，心中的爱，犹如
一坛老酒，存放越久越醇香。

“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
黄落兮雁南归。”秋意渐浓，秋
风渐凉。

清晨，秋霜伏草木，晨风
落秋黄。这时我已起床，沿着
乡间的小路晨练。这段蜿蜒的
灰渣小路是我晨跑的场地，每
天在这里迎着旭日慢跑。朝霞
染红了天边的云朵，千姿百态
的彩云，有的如飞天的彩带，
飘逸灵动；有的像花旦的水
袖，洒脱俊美；有的如凯旋的
士兵，锦旗招展；有的像神圣
的佛山，霞光万丈。

小路远离喧嚣嘈杂的公
路，静谧得只能听到鸟雀的叫
声。清脆空灵的鸟语，让一切
安静得无以言表。

小路两旁是两排高大的
白杨树，伟岸的像两队整装待
发的战士，笔直地站立着看守家园。夏日
里遮天蔽日的白杨，如今已是满树金黄。
叶片如同风铃，摇曳着丰腴的艳美，挽着
旧时光，与秋风诉说着曾经青春的故事。
一阵劲风，摇落云天；霜叶黄花，落英缤
纷。树叶或独自一个，或三三两两，或三
五成群悠然自得地飘落。它们在空中闲
庭信步，随手捻起风中的思绪，一个旋
转，恰似深秋天鹅湖边的彩色舞步。

小路铺满落叶，看不到路面的灰渣，
霜晶封存了尘埃，空气中只是弥漫着叶
黄的陈香。脚步落到路面上，一股温柔从
脚下升起。“沙沙沙”的行走，是秋的天籁
之声，我特别迷恋这种声音，因为它是酝
酿在秋季的、醉人的歌曲。我用奔跑的脚

步丈量着季节，从春天到夏
天，再到秋天；我用挥动的手
臂抚摸着时间，从花开到结
果，再到馨香。

都说秋 天是凋落的季
节，可在小路两旁却是满眼
新绿。冬小麦已经破土而出，
每根麦苗的芽顶，霜花洁白，
散射出阳光的七彩。碧水般
的麦田，整齐划一的似一方
方池塘；田埂边的那丛灌木，
如驼背的爷爷伺弄着他的庄
稼，又如弯腰的奶奶，捡拾她
年轻时掉在地面的绿毛线。
我也想起年幼时，倒踏着鞋
子，亦步亦趋的从田间走过，
霜露打湿了多彩童年的记
忆。

当我跑到小路旁的一家
房舍时停下脚步，我发现旧

日的桃树，叶被秋霜涂红。春天似曾相识
的情景，怎会在秋天再现。那段桃枝依旧
斜倚在短墙上，羞红着脸，探出头，微笑
着看你走过。

我情不自禁地捡拾起一枚桃叶，清霜
在我手心中融化，是它拥入我怀抱中的
相思泪，清凉婆娑了我的眼。它变得更加
红艳，如旧时的容颜，灿烂的似心花怒
放，轻盈的如小鸟依人。

秋天本应该就是相思，相思过往，哪
个不愿意挽留美好。心有诗意，岁月便可
静好；目有远方，青春就能不老。

重新踮起脚步，晨阳伴秋风，落叶伴
飞霞，不忘这段短暂的路途，牵手这片多
情的记忆……

银银杏杏大大道道秋秋意意浓浓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陈陈力力 摄摄

那年深秋我和老公一起回甘肃老家，在蜿
蜒盘旋的山路中，突然一抹耀眼的红色，让人眼
前一亮，我和老公怦然心动，老公旋即将车子停
靠在路边，然后拿出他的宝贝照相机，咔嚓咔嚓
地照了个不亦乐乎，我也情不自禁地蹲下身来，
随手拾起地上一片片的红叶，它们好像像一个个
美丽的红五星，又像是一只只张开的小手掌，叶
脉在叶间肆意地伸展，我感叹着它们的美丽。没
错，让我们心动的正是那火红的枫叶，山上有一
大片的枫树林，满山的红叶，红的那样光亮，红
的那样热烈，远远望去，红彤彤的一片，像熊熊
火焰，将整个山林印得火红火红。正是“停车坐
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虽然风景这边独好，让我们流连忘返，但无
奈身在途中，只能匆匆停留。我和老公继续赶
路，老公心无旁鹭地开着车，我则把玩着手里刚
刚捡的叶子，思绪飞扬。

犹记得小时候的秋天，我最喜欢在地上捡
散落的树叶儿，有黄色的，有褐色的，有红色的，
还有黄绿相间的，它们大小不一，形状各异，有
三角形的，有椭圆的，有扇形的，各种各样五彩
缤纷的落叶，洒在地上，像一张硕大无比的五彩
地毯，走在上面，发出“沙沙、沙沙”的声音，煞是
好听，像是演奏着秋的序曲。

犹记得那时，我们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拔
老根玩。我们低着头，蹲在地上，四处寻找那些
看起来又大又粗，黄的发黑的树叶，将枯黄的叶

片去掉，只留下叶柄，就成了老根。不一会儿的
工夫我们每个人手里就捡了一大把。我们握着
老根儿，摆开架势，开始对战。对战的双方用双
手的拇指和食指紧紧拽着老根儿的两端，然后
相互交叉，心里默默数着“一、二、三”，铆着全身
的力气，慢慢发力，仿佛“拉大锯，扯大锯”一般，
用夹紧的两根手指使劲往怀里拽，伴着叶柄断
裂时发出的清脆声响，还有阵阵的欢声和笑语。
有的老根儿特结实，屡战屡胜，对方的老根儿一
个接一根地折，成了“常胜将军”，输的人心里不
服，暗暗憋着一股劲继续寻找老根儿，然后一次
次地对战，屡败屡战，却不气馁，直到“常胜将
军”败下阵来，这才得意洋洋地拿着老根儿撂下
一句“明日再战！”迎着落日的余晖回家。拔老根
的游戏有时候能让我们玩上大半天却乐此不
疲，那时候的快乐如此简单。

我们也用落叶做书签，犹记得我常常将自
己喜欢的枫树叶夹在一本本书里，让它们自然
风干，然后在读书的时候常常会在不经意间翻
到，看着红红的叶子，带着淡淡的叶片的香味，
静静地躺在白纸黑字上，字里行间，仿佛都有了
香气和灵气，像跃动的火苗，平添了一番乐趣。

如今，又是深秋时分，层林尽染，落英缤纷，
我走在铺满金色地毯的小路上，突然从一棵树
上落下一片叶子，就像一只美丽的黄蝴蝶在秋
风中翩翩起舞，让我沉浸在这秋的遐思中。

听听 秋秋
戚思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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霜叶红于二月花
左 晔

梦在秋天里

朱钟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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