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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0月28日上午，党的二十大闭幕
不到一周，习近平总书记来到红旗渠考察。习
近平总书记指出，红旗渠就是纪念碑，记载了
林县人不认命、不服输、敢于战天斗地的英雄
气概。他强调，红旗渠精神同延安精神是一脉
相承的，是中华民族不可磨灭的历史记忆，永
远震撼人心。

皮定均，安徽省金寨县人。1943年3月，皮
定均任太行军区第七军分区司令员，奉命开
辟豫北抗日根据地，转战在以林县为中心的
广大豫北地区。至今，当地群众还流传着皮司
令修建“爱民渠”的故事。

1943年夏，皮定均率领部队到河南省林
县上庄、河西一带开展工作。由于严重的干旱
和日、伪、顽军的烧杀抢掠，当地人民处于极
度贫困之中，很多群众以草根树皮为食，部队
粮食也难以为继。看到奄奄一息的乡亲们，皮
定均心情十分沉痛。他立即走访调查，分析困
难原因，研究解决办法。经过调查，皮定均了
解到，林县历史上干旱就十分严重，老百姓说
林县的水贵如油、重似金，一点也不为过。特
别是1942和1943年，由于日寇疯狂的扫荡，
加之连续两年大旱，又逢蝗虫灾害，全县1600
多人饿死，1万多人外出逃荒，大量田地荒芜，
天灾加上人祸，真是惨不忍睹。在当时严竣的

环境里，部队不但要和日伪军作战，还要想
方设法救济群众，真是困难极了。

一贯关心群众疾苦的皮定均心急如焚，
他想，要在这个新区站住脚跟，取得群众的
支持，首先必须解决部队和群众的生活问
题。为此，他和同志们反复商量，决定组织
军民修渠引水，以从根本上解决群众用水
难的问题。

想法一提出，大家虽然都很拥护，但也
很担忧，因为当时战斗频繁，物资和资金奇
缺，担心能不能建得成。对此，皮定均胸有
成竹，因为他已作了充分的调查研究，并作
了精心组织。

一是科学规划施工路线。他利用战斗
间隙，带着有经验的老农进行勘察，确定施
工路线，决定以淅河为源，从今林州市合涧
镇河西村南老磨盘下引水。

二是积极筹措物资和资金。为解决施
工中的资金和粮食问题，部队拿出一部分
粮食，分区专署也拨出一笔专款，并提出

“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粮出粮”，规定地
主、富农按每亩地10公斤小米的标准出粮，
贫下中农出人。因为渠修成后所有人都受
益，因此，地主、富农也支持。部队还挤出一
部分宝贵的炸药，用来劈山炸石。

三是出动部队支援。皮定均利用
战斗间隙，组织部队和机关工作人员
支援修渠。刚开始，有的同志想不通，
认为部队主要任务是打鬼子，参加修
渠会误了正事。皮定均对此还是用一
贯的做法——— 以身作则来教育说服。

据时任七分区政治部主任张力
雄回忆：一天清早，天刚蒙蒙亮，起床
号吹响了，分区机关的同志都集合到
村外跑步出早操。一到场，大家都愣
住了，只见皮司令带着几个参谋和警
卫，正在一锹一锄地挖渠，一个个干
得汗流浃背。队伍集合后，皮定均沾
着两脚泥巴，快步走到队伍跟前，说：

“谁想不挨饿，谁就得拿起锄头来干。
这里老百姓日子这么苦，这么缺水，
帮他们修渠，减轻他们的负担，是我
们每个革命军人的神圣职责，谁也不
例外，就从我这个司令员干起。”说完
话，他转身就继续挖渠。当时，所有的
同志都鸦雀无声。不知谁喊了一声：

“向皮司令学习！”大家的情绪顿时活
跃了，各人纷纷找来工具，投入到修
渠队伍中。在敌情缓和时，皮定均抽
出司令部、政治部百分之八十的工作
人员支援修渠。皮定均还趁热打铁，

组织部队包干开荒，掀起大生产
的热潮。
四是广泛发动群众。为了动

员更多的群众参与，在工地上分
三片支起三口大锅，每人每天安
排二两半口粮，参加修渠的每人
每天中午能喝上两碗小米稀饭，
家里的老人小孩端两碗糠菜团
可以换回一碗稀饭。一人修渠、
兼顾全家，这实际上也是朴素的

“以工代赈”。当时，参加修渠的
群众达400多人。该渠于1943年
10月动工，1944年5月全部竣
工，渠道全长3 . 5公里，流经9个
村庄，灌溉800余亩土地。

今天看来，这条渠的规模和工程量
都不大，但它在当时特别困难的情况下，
可不是一个小工程，较好地解决了群众
和部队的饮水、用水以及灌溉问题，为老
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群众高兴极了，称
八路军为亲人，夸皮定均是“送水神”，并
将这条水渠叫“爱民渠”。皮定均带领部
队为老百姓修渠的事，得到了八路军总
部及太行军区的表扬，在太行山传为佳
话。
正是在“爱民渠”的基础上，解放后

的林县人民接续奋斗，自强不息，战天
斗地，改造山河，一步一步建成“英雄
渠”“红旗渠”，成就了震惊世人的“世界
第八大奇迹”。

“一条大河波浪宽 ，风吹稻花香两
岸……”这首《歌唱祖国》伴着悠远绵长的曲
调，唱出了无数中国人心中的爱国之情。七十
多年前，在朝鲜半岛上一个叫上甘岭的地方，
上演了一场惊天地、泣鬼神的战役。这场战役
打出了中国人的军威国威，打击了“联合国
军”的有生力量，也打灭了列强对中国的偏
见。这场战役志愿军在武器、装备处于绝对劣
势的情况下，凭借着满腔热血与不屈信念，向
世界证明了中国人民是不可战胜的，中华民
族是不会屈服的。

敌军之凶恶，方显我军之顽强。1952年10
月14日，美国第八集团军司令范弗里特惨淡
经营的“金化攻势”开展。“联合国军”调集兵
力6万余人，大炮300余门，坦克170多辆，出
动飞机3000多架次，对志愿军第十五军的两
个连防守地约3 . 7平方公里的上甘岭战役阵
地发起猛攻。这场战役中的炮兵火力密度，已
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最高水平。平均每秒钟
就达6发，每平方米的土地上就有76发炮弹爆
炸，“范佛里特弹药量”因此产生。面对十倍于
己的敌人，志愿军将士全然不惧，凭借近乎完
美的土工作业和巧妙的战术布置，与“联合国
军”打了个势均力敌。敌人认为，中国人再顽
强也是人，血肉之躯无法匹敌坚船利炮；志愿
军认为，敌人再凶狠也是人，血肉之躯终有衰
乏时刻。敌人拼的是火力，我们拼的是信念。火力终有耗尽之日，信念永无
磨灭之时。敌军之凶恶，方显我军之顽强。血与泪终能铸就不灭信念。
环境之艰苦，方显我军之坚韧。在上甘岭战役中，有一段艰苦卓绝的

坑道战斗。为了抵御“联合国军”猛烈的炮火攻击，志愿军创造性地构筑了
以坑道工事为骨干的支撑点式的防御体系阵地。坑道内环境恶劣，光线黯
淡，坑道内的志愿军战士的食物、水源供应面临着严峻的考验。由于“联合
国军”空对地的火力封锁，导致志愿军的后勤供给出现困难，前线守军坑
道内士兵的生存受到极大的威胁。因此产生了“送进去一个苹果立一等
功”“数十人吃一个苹果”的故事。而就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下，志愿军战士
充分发扬肯吃苦、不畏难、敢打敢拼的精神，将每一点优势发挥到最大，最
终形成更大的优势，凝聚了更强的力量。敌人感慨中国人如有神助，中国
人明白我们以信念斩断循环。环境之艰苦，方显我军之坚韧。血与泪终能
铸就不灭信念。

条件之落后，方显我军之人心。由于刚解放不久，我军的大部分装备
还是从国民党军队及日军手中整编，虽然不是“小米加步枪”的年代，但装
备条件仍然落后于“联合国军”。敌人的机械化部队有着极强的推进能力
和纵向伸展能力，其机动性和灵活性也极具优势。而在制空方面更是压制
我军，多次切断我军的补给路段，并频繁轰炸我军阵地。面对条件优越的
敌人，志愿军战士发扬了中国人民团结一心的品质，从战士到干部拧成一
股绳，以过人的毅力和惊人的意志顽强反击。虽火力落后，但信念不灭；虽
装备欠缺，但人心不乱。志愿军将士中涌现出许多英雄人物，如舍身堵枪
口的黄继光同志，舍身炸碉堡的董存瑞同志……这些英雄人物的出现鼓
舞了中国人的士气，打击了敌人的锐气。敌人不理解志愿军条件落后但仍
能反败为胜，志愿军知道拼人心、拼信念敌人绝不是对手。武器落后我们
可以进行白刃战，后勤不足我们可以进行闪击战。只要万众一心，就能创
造奇迹。条件之落后，方显我军之人心。血与泪终能铸就不灭信念。

朝鲜战争，是中国实力的证明；上甘岭战役，是中国人民信念的证明。
上甘岭战役如同一根定海神针，
使中国稳足于朝鲜战争的激流之
中，使中国周旋于全球的风口浪
尖，使中国屹立于世界的民族之
林。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
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
可以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已经
一去不复返了！

皮皮定定均均与与““人人工工天天河河””红红旗旗渠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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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旗渠，被誉为“人工天河”，曾被称为新中国两个奇迹之一(另一个
指南京长江大桥)。红旗渠的修建，是一个漫长过程，经历了从“爱民渠”到
“英雄渠”再到“红旗渠”的艰难历程。其最早的源头———“爱民渠”，就是
著名的开国中将——— 皮定均带领军民修建的。

皮定均(1914——— 1976)

今夏的雨格外黏人，一下就是
三五天，没完没了。想看荷了，一大
早，便撑伞出门，去了森林公园。
除了满园的雨声，几乎听不到

什么声响，也见不着人影，整个公园
都是我的。
公园里赏荷去处有二，东西各

一，一小一大两口荷塘，隔着主干道
相对。东边的稍小些，地势稍高。绕
着荷塘一周，挑了视野极好的一处
观景栈桥，与荷来次久别的重逢。
几场大雨过后，这满眼的荷着

实疯了、傻了，呼啦啦，铺天盖地，近
乎有点胡作非为、放肆了。一塘荷莲
挨挨挤挤，你不让我，我不让你，“灼
灼荷花端，亭亭出水中”，密得几乎
窒息，绿得直逼你的眼，艳得直勾你
的魂。这儿的荷莲实在奇妙，四周
高，中间低，好像是有人精心修剪过
似的，齐刷刷，有了造型。整个荷塘
像是用无数块圆形翡翠拼成的一面
巨大凹镜，更像天然的足球场，敞
亮，浑圆，绿翻了天，与周边的花草
树木浑然一体。千万株荷叶撑着绿伞，那是雨
中狂热的球迷；无数朵荷花，亭亭玉立，那是铁
杆粉丝的手牌；水中央，那片相对齐整的荷叶，
便是球员们叱咤风云的绿茵赛场。雨津津有味
地下着，时急时缓，“沙沙沙”，同一个声频，这
是赛场经久不息的掌声。
每一片荷叶滴溜溜的绿，每一朵荷花水灵

灵的艳。千叶万朵，或高或低，或大或小，或绿
或粉，或紫或白，暗香涌动，踮着脚，扭着腰，躁
动着，张扬着，风姿绰约。“手执纨扇相欹绿，香
囊独立红”，点亮了夏天，火了公园，撩着众人
的眼。“唯有绿荷红菡萏，卷舒开合任天真。”

“三千美女学宫妆，占断薰风水一方。”“平池碧
玉水波莹，绿云拥扇轻摇柄。水宫仙子斗红妆，
轻步凌波踏明镜。”如此这般千古吟荷的意韵，
在这里，恐怕都能找到教科书式的赏析。

塘水涨起来了，脚下栈桥的涵洞，水流訇
然有声。东边的荷塘是闹的，一池荷仙姑的盛
会，热辣滚烫；西边的荷塘则显得安安静静，婉
约得多，一塘古典的“淑女”，对镜贴花黄，是正
经的“大家闺秀”。
西边的荷塘，荷莲疏了些许，没了那般拥

挤的扎堆，显得恬静、安适、内敛。荷塘东南、西
北走向，呈侧躬的“鲢鱼”型。“鱼头”朝东南，

“鱼尾”在西北。中间的折形曲桥处便是“鱼
肚”。塘口处，几株翠柳收起蛮腰，枝叶婆娑，轻
拂着荷莲，挂着绿帘，似乎刚睡醒的样子，伸着
懒腰，打着哈气。几处大大小小的景石，正在风
雨中桑拿着，袒胸露背，“纹着身”，湿漉漉，圆
滚滚，都是些粗犷的汉子，大大咧咧，豪放得
很。沿塘埂，自东南方弧线绕行。此时，雨似乎
大起来，越来越急，落在伞上，跳跃着，欢笑着。
荷塘左侧的石桥下，水流成瀑，潺潺涓涓，随方
就圆，翻过层层卵石，千回百转，或窄或宽，或
缓或急，一路向东，欢欢喜喜入塘而去。
曲桥是园中观荷的绝佳处，位置偏高，敞

亮，无遮无挡，四周览物无余。这处的荷莲显得
特别文静、内敛，温温婉婉，自带清香。大有“出
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大家闺秀的脱俗
高洁。一桥横跨东西，一塘变“两荷”。荷叶罗裙
一色裁，芙蓉隔桥两边开。
立在桥中央，置身于这茫茫的荷莲间，收

起了一身躁动，心渐渐沉静下来，奇迹般地静。
这荷莲、这池水、这垂柳、这雨幕，连同那斗折
蛇行的曲桥，顷刻间赋予了朦胧的诗意。一切
都是如此的和谐、默契，容不得我大呼小叫，惊
了荷莲一帘幽梦；更不忍走马观花，西跑东奔，
生怕扰了难得的这般默契，亵渎了荷花，煞了
风景，负了一园夏季。

“一阵风来碧浪翻，珍珠零落
难收拾。”风起时，呼啦啦一阵又
一阵，过着荷塘，激起层层绿浪，
一波赶着一波，窸窸窣窣作响。风
过了，满塘的荷叶密密匝匝，层层
叠叠，手拉手，肩并肩，又开始耳
鬓厮磨，卿卿我我，蔓延开去，把
整个塘面罩得严严实实。远处是
深绿，岸边是墨绿，中间是深绿，
眼前是浅绿，绿得有层次，有变
化。季节点了荷莲的唇，泛起了点
点红晕。绿叶丛中探出无数张羞
答答的粉脸，或一朵独秀，或三五
成群，淡妆浓抹，白的如玉，粉的
似霞，有的才展开两三片花瓣儿，
有的半开半合，有的全展开了，露
出金黄色的蕊儿。花瓣儿簇拥着，
像观音脚下的禅座，外紫内粉，白
中透红，红着掺紫，恐怕这世间最
高明的画家也很难调出这么丰富
的色儿来。还有不少花儿卸下了
一身浓妆，袒胸露乳，怀抱着花洒
状的莲蓬，正在给莲子喂奶呢，羞

羞答答。
四面垂柳十里荷塘，一塘荷花一池贵妃。

十里荷香带雨看，花和贵妃一般般。只应舞彻
霓裳曲，宫女三千下广寒。一塘“贵妃”，沐浴出
水，玉骨冰肌，霓裳飘飘，风情万种，醉着荷塘，
醉着游人，也醉了夏天。
其实，生活亦如赏荷。它原本俗常，真真切

切，客观存在，不以物喜，不以人悲，从容四季，
自然流淌。喜怒哀乐，全凭我们的主观感受。你
若带着热烈的心情去过，它便热闹起来，滚烫
热辣；你若怀着婉约的心情来活，它便是一首
浪漫的诗、一阕多情的词；你若带着佛系的心
境去想，它又是一部博大深邃的哲思经卷，值
得你一生参悟。其实生活本身并不重要，重要
的是我们该用什么的心态去面对、去鉴赏、去
生活。若你用心用情，眼中有景，身上有光，心
中有爱，俗常的白水也能喝出甘甜，平凡的日
子也能过出诗意。
人生很多风景，不只是用眼看的，更是要

用心去感的，用灵魂去悟的。即便是同样的景，
若用不同的心境去赏，往往结果也是不同的。
风景自在心中，不是吗？

对于我来说，人生中最后一个完整的暑假已
经是二十年前的事情了。记忆中除了作业，暑假
更多的是玩耍，是亲近大自然，是童年的伙伴，是
自由的奔跑，是各种闲暇的时光。一念薰风起，一
念夏思长。人生需要昂扬向上，也需要偶尔打个
盹回首过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暑假是一代人
生活的缩影，也是我们成长过程中无比怀念的过
往和历久弥新的宝藏。

人们总说现在的夏天比以前更热了，放暑假
孩子也没地方去。事实是不是如此呢？我想温度
平均高1-2度是有可能的，但更多还是印证那句
古话：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从前，蒲扇加竹
床加蚊帐是夏天的标配，电风扇、西瓜、凉席就是
幸福。而且“双抢”(抢收抢种)就在暑假，那是一
年中最热的三伏天，却也是最忙的农季，必须在
大暑前后割完早稻、在立秋前把晚稻秧苗插下
去。“双抢”是头顶烈日、脚陷田地，伴随着的是蚊
子和蚂蟥，是汗水和泥巴，是累到任由鞭打都走
不动的老牛。经历过那种生活的人，会更加懂得
珍惜生活。我很感谢我的父亲，在我不到十岁的
时候就让我干过农活，感受过稻芒的刺痛和田水
的滚烫。后来，土地流转或者种植其他作物，以家
庭为单位的种粮方式逐渐改变，年轻人再也不用
下地干活了。现在呢，空调需要打到20度才凉
爽，冰淇淋、雪碧才解渴，除了极少数还扎根在庄
稼地的农民、遮挡得严严实实的快递小哥、工地
上的各类匠人，有谁还能承受烈日骄阳的烘烤？
现在的暑假，繁重的作业、各类补习班兴趣班，防
溺水、防诈(拐)骗，家家又都只有一两个孩子，任
何潜在的风险都会尽量不让孩子触碰。孩子们待
在教室或房间一隅，陪伴的是书籍、玩具或电子
产品，已经远离大自然，远离我们曾以为的快乐。
这与温度无关，是时代使然。
我印象深刻的暑假集中在1995-2004年这

十年。童年的暑假没有午睡，无畏酷暑，不是在树
林就是在水里度过，户外也就这两个地凉快些。
飞舞的昆虫，蜻蜓、蝴蝶、知了、天牛、蚱蜢是我们
捕捉的对象，水里的鱼虾、螃蟹、黄鳝、泥鳅，是我
们在池塘、河流消暑的战利品。有的可以直接用
手捕捉，有的则需要制作工具，例如抄网、鱼叉、
黄鳝笼子，特别是那种用蜘蛛网作为原材料的粘

网，是粘蜻蜓的利器。也有不友好的家伙，最厉害
的要数洋辣子和麻蜂子。洋辣子更多的时候是在
钻树林、爬树的时候不小心刮蹭到，那种皮肤上
炽热的灼痛感是无比酸爽的；麻蜂子更多的时候
是我们用弹弓主动去进攻它们的老巢导致它们
奋起反击，我们再抱头鼠窜，倒霉被它叮哪了哪里
就会肿一大块，嘴巴和眼睛周边被叮到后的模样
是最搞笑的。这些伤痛会在长辈一边的抚慰和一
边的责骂中周而复始。除了蝎子少见，蛇、癞蛤蟆、
壁虎、蜈蚣这“四毒”也活跃在暑假里，不过它们是
避而远之的对象。捉来的昆虫、小鱼小虾经常会当
作饲料投喂给家里的鸡鸭，而它们的回馈是一颗
颗的蛋。女孩们斯文些，更多的是在树荫下跳房
子、橡皮筋、丢石子，帮忙做些家务。晚饭过后，人
们会搬出竹床、椅子来到户外乘凉，摇起蒲扇，唠
起家常，舒缓一天的疲惫。睡觉前会点一盘那种一
折就断令人抓狂的黑蚊香，贪凉胆子又大的会撑
起蚊帐就在户外“露营”到天亮。

童年的暑假虽然没有手机、平板，但《西游记》
是必不可少的，而且是每个夏天、每个频道都会
播，百看不厌。后来还有《包青天》《还珠格格》《天
龙八部》等等也很受欢迎。听说现在暑假电视上也
不放《西游记》了，我未曾验证但可想而知不会有
假，因为看的那些人都老了、长大了，他们的孩子
喜欢的是奥特曼和佩奇。

暑假的食谱较其他时候也更丰富些。早上吃
的是白粥或者南瓜粥加以咸豇豆为主的各种咸
菜，那整条的咸豇豆盘在碗里一根就可以干掉一
碗粥，偶尔会有一颗白煮蛋、咸鸭蛋佐餐，那是件
很开心的事。夏天也是西红柿、黄瓜、香瓜、毛桃、
癞葡萄很多果蔬成熟的时候，田间地头随处可见，
我们是“拿来主义”，摘了就吃。西瓜种得少些，买
来一颗放在井水里浸泡半晌再吃，和吃根几毛钱

的蛋筒、花脸、棒棒冰一样幸福。人生中第一次做
饭往往也是在暑假里，我们会从家里摸点油盐酱
醋出来，动手把捕获的鱼虾弄熟然后塞进嘴里。
至于暑假作业，我一般会集中在假期开始的

几天写完。我从未在暑假主动预习、补课。高中的
暑假相对紧张一点，一般只休息一个月左右就需
要补课，是学校统一上课，说实话我是不情愿的。
高考后的暑假是最酣畅淋漓的，足足有三个月时
间，而且没有学业负担。得益于大学扩招，我考上
了大学没有赶上去北上广、江浙沪打工的潮流。
那年的暑假，我释放着高中三年的压抑，挥洒着
对少年时代的告别，怀揣着对象牙塔生活的期
盼，谋划着和好朋友填报同一所学校，懵懵懂懂
又情深意浓。

进入大学后，暑假又多了一件事，那就是读
长篇。只有在那样完整且闲暇的日子里，才能安
心读完那些书本很厚人物很多甚至文字有些晦
涩的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

《基督山伯爵》《平凡的世界》《穆斯林的葬礼》《白
鹿原》《兄弟》这些大部头基本上都是在大一、大
二的暑假看完的。那时没有行万里路的远足，精
神上却非常富足，正如我很喜欢一副对联：一等
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现在社会这么卷，
我想也只有读书方能破万“卷”。大三的暑假在实
习中度过，后来，后来就再也没有暑假了。
小扇引微凉，悠悠夏日长。再长的夏日也会

迎来秋天的到来，再热的天气也快到了降温的时
刻。远去的暑假，远去的是一种生活方式，远去的
是我们的青春少年。要亮起来的黎明和暗下去的
黄昏都是势不可挡的。每一段时光都是美好的，
但最美好的是当下的时光。岁月在身后静静流
淌，前面依旧是一条很长很长的路，愿我们都能
屈能伸、无忧无惧、且歌且行。

秋日，是一首美丽的乐曲。秋日的风
景，令人心醉神迷。走在铺满金色树叶
的草地上，感受着大自然带来的宁静与
和平。空气中弥漫着收获的气息，幸福
而欣慰。
夕阳西下，天空被染成一片绚烂的

金黄。太阳宛如一位慷慨的画师，用它
那神奇的画笔将整片天空都绘成了金
色的锦缎，似乎在努力连接着大地与天空，让世
界在这短暂的时刻融为一体。树叶在余晖的映照
下闪耀着金光，整个树林仿佛都沐浴在浅金色的
光辉中，如梦如幻，令人心驰神往。

我与老伴漫步在未名湖畔，夜幕悄然低垂，
星光如细密的雨点般洒落在浩瀚的天幕。月亮宛
如一块温润的美玉，镶嵌在深邃的夜空，那柔和
的光影由远及近，洒在湖面上，泛起层层银色的
涟漪。耳畔传来的是悠悠的歌声、知了的吟唱、轻
柔的风声以及树叶摩挲的沙沙声。秋天的傍晚，
充满诗情画意般的浪漫，每一丝空气都浸润着甜
蜜与温馨。

夕阳逐渐低去，星星散布在天空之中。未名
湖连接的沿岗河流动不断。缓缓的流水把我们带

入回忆之中，心底升起一份甜甜的感动，伴随着
月光，幕幕往事浮上心头。是啊，人生如白驹过
隙，恍若间，便如夕阳余晖。
秋日如歌，秋风温和，我和老伴缓缓地行走，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一片柔和的景象出现在眼
前。满天的叶子飘落，它们落在地上，形成一个个
鲜艳的图案。树叶上的露水闪闪发光，宛如一颗
颗明珠。夕阳余晖照耀在树影中，使树林变得恬
静而美丽。老伴酷爱摄影，一叶一草，都在她镜头
之中变得美轮美奂。

步道边一簇簇深绿色的野草，它们吹动着微
风，伴随着几声小鸟的歌声，散发出迷人的气息。
远处的富金山像银灰色的屏障，神秘而苍凉，使
整个未名湖变得神秘莫测。

散步结束，我们骑车返回。道路两边
是一片片宁静的田园。稻谷的清香飘
荡，嗅之令人心旷神怡。我不禁哼唱起

《丰收的季节》：“丰收的季节金色的花
卷展开，稻穗低垂果园里笑声传开，汗
水滴落是辛勤的证明，阳光下每一粒果
实都闪耀着希望的光芒……”

如歌的秋日，不仅使我们心情愉快、
心神安宁，而且给我们带来安慰。是啊，秋天过去
是冬天，但它依然美丽却收获满满，这是不是就
像我们的人生，我们虽然步入老年，但我们心神
坦荡，气定神闲，我们丰富的人生阅历就像硕果
累累的季节，给人以温暖和希望，这也算是发出
余晖，照亮别人前行的航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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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远去去的的暑暑假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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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秋日日如如歌歌
李成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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