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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花变成硬汉
与秋风争斗
江水变成淑女
野性付之东流
乌尔古力和别拉音子山
躲在云雾里
俯瞰这片黑土长出的幸福
黑鱼泡怀抱的水鸟
左顾右盼
寻找南迁的伙伴和路线
满眼悦目的绿
描绘几笔
几声雁叫
就涂抹成赏心的黄
我是田头的一棵白杨树
不收割一颗
迎着秋风晒着太阳的
稻穗和大豆
却和那些兄弟一样
精神庄稼般饱满
走路带风
说话铿锵
秋天的诗歌
浸透劳动的汗水
堆满飘香的五谷
我茅塞顿开
再动人的诗歌
再钢铁的人
也得靠这金秋的丰收
养活

黑土
金秋
□张利弓

乡村所有的空地上都晒满了农作物，色彩鲜艳
阳光下，日子呈现出诗一般的晒秋景象

树荫下，几位老人说着有关秋天的那些事
梧桐应声落下一两片叶子，让乡村更加简洁透明

此刻，我们可以封存起有关生活的足迹
把热泪盈眶的感动写进生活的十四行诗

墙角下，那朵晚开的菊正拼命地向上生长
故事慢慢透过脚底的土地，心事迫不及待涌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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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湖上空的阳光很暖
他静静地盯着水面上的浮漂
投入的神情
有着超脱物外的专注

我不认识那个垂钓的人
和鱼也没有的交集
据说它仅有七秒的记忆
我怕一个轻微的转身
就会被忘记

钓鱼不是我喜欢的休闲方式
偶尔远远地看着就好
步入中年以后
这个尘世能够让我
用心垂钓的事物越来越少

观垂钓
□良木

候鸟去南方了

候鸟陆续去南方
留守北方的留鸟开始接管
北方的景色
麻雀盯着农庄附近的低矮树林
鸮盯北方的天空
它们负责任，就是要给
来年归来的燕子们
一个惊喜

色彩有岗位

传统要重视：大部分的黄色
分管收获
红叶负责美，由某一山自行把握区域或树种
那些弯腰的稻
扑鼻的香，主要送谁呢
但得给地留一份

有时

减一分色彩，大地
我得有呼应
有时换一件衣服
如鸟儿换羽
天空是更高了
我没有高，也没有矮
我的天空我负责
有一朵云
某一刻可做翅膀
我想让我的鸟儿
能看见

雨

从天上到大地
雨要走多远
落到平安区域之外
这个秋天，雨有点频繁
忙而不乱，一直似定力
我走在防汛路上
有时多么累，也许就为了
能驱走一片云
或者让人能听信一句
善意的归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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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风起兮

秋风起兮，天下静寂
选择一个慵懒的午后
发多年想发的梦
梦里有牛羊，良田百亩
有白菜和星光，妻子贤淑
几个孩子在门前捉蟋蟀
主人闲坐，喝茶
读线装的经史子集
窗明几净，天高地阔
想起远方的故人
将修书一封，问咸阳的
菊花开未

秋风紧

秋风越来越紧了
像一张绷着的弓
射落了黄叶、晚霞、远山
孤独的大雁，草叶上的蟋蟀
连同颤栗的月光，流水
和正在漏走的年华和梦

它们统统被秋风打包
贴上感伤和怀念的标签
被疾驰的马车运走

它们啊，寸寸都有
隔世的光芒
深藏不露的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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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群盯着草原
藏羚羊盯着胡杨
村庄的场院里农民
找到了丰收的原点和半径
河里洗澡的鸭鹅叼出几条小鱼
夕阳下秋天扎着花格格围裙
孩子一样兴奋地跑下山坡

今年的秋天
比去年还瓷实、还肥
乡间的白色路面，羊肠小道儿
被挤得七裂八瓣窄窄巴巴的
调皮的山羊跳到路边的树上。赶山的人
背着蘑菇、猴头，挑着榛子
回到处暑、白露的后院

躺在秋天的怀里
香甜和温暖都在阳光下倒嚼
像极了我的一个美梦在叶儿的枕边
昨晚、今晨，八月深秋闻着艾香
为稻草人换了一套新装

鼓鼓囊的秋天有模有样的
自老山的秋天是一江乌苏里船歌
从大顶子山那边向北划过来

秋天
□布日古德

《天鹅》 主题新诗会金秋金秋
来稿选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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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饺子》油画 费正

《硕果累累》 王淑贤

《幸福生活》 王秀芳

我妈是我爸的小媳妇，半生被我爸娇
宠得上了天，大凡女红之事，她是一定不会
做的。我们哥仨之所以活着，得以娶妻生
子，全仰仗我爸忙里忙外，辛苦周旋。当
然，这期间，我姥姥从淮北来到东北，帮衬
了不少。尽管我姥姥的针线活像她的方
言，土腥味儿十足，毕竟棉衣棉裤能使我们
兄弟熬过漫长、寒冷的冬季。

屈指算来，我爸已经去世三十载了，去
岁是他的百年冥寿。——老头儿“走”了，
我妈依旧欢乐地活着，她衣食无忧，优哉游
哉。我和我妈历来不睦，我讨厌她自私、乖
戾，认钱不认人；她埋怨我漠视、暴戾，孝而
不顺。为了减少母子龃龉，我给她在山里买
了爿商品房，家私一应俱全。山里没有污
染，空气鲜活，朝暮吮吸日月精华，八十多
岁的我妈越发妖冶，大有老蚌生珠之意。
我有个侄儿和我妈住在一起，以期照顾她
的起居。侄儿经常揶揄他奶奶：老太太，
轻点嘚瑟吧——毕竟奔九十关口的人了。

日升日落，几度春秋，人就熟了。如果
公务不忙，我几乎每月都要进山，探望一下
我妈。母子虽有罅隙，毕竟血浓于水，咋说
也是妈。父母活，兄弟姊妹有个扑奔；父母
亡，树大分枝各自安好，这个浅显的道理，
我心知肚明。别看我妈娇生惯养，做事百
无聊赖，可她也有自己的独门绝技，那就是
她包的饺子无人能敌，就连嘴巴刁钻的大
嫂每每吃了都啧啧称赞，心悦诚服。

我妈知道我平生最爱吃饺子，尤其是
她包的萝卜肉馅，可谓人间美味。我妈给
我包饺子有个规律，那就是需要给她表示
表示。假如我上一次回家没给她钱，下一
次她肯定不包饺子，带搭不理地躺在席梦
思床上，手拿遥控器反复换台，以此显示她

内心的焦虑、愤懑，暗示我不够意思，回家
没给她钱。如果我掏出哪怕百元现钞，我
妈立即春风拂面，笑容可掬，拉开冰箱缓
肉、切萝卜、焯水、和面。

我不知道我妈包的饺子缘何异常好
吃，百吃不厌。与其说每月回家探望母亲，
毋宁说是在享受一次饺子香的味道。这个
长假，原本要回去看看我妈，解一顿饺子之
馋。谁料，来了疫情。无奈，只好给我妈打
个电话，做个解释。我妈说，你不回来，我
没钱事小，关键是你吃不到我包的饺子，不
馋呀？其实，我是一个冰雪聪明的人，我妈
这种“话中话”的暗示，作为儿子，我是能够
心领神会的。我立马说，妈，我给你“微”五
百块钱，你告诉我咋和馅儿好吃。我妈叹
口气说，二小子，你永远也包不成妈的饺
子。妈是把你们哥仨，还有三个孙子当成
馅儿，用心包进去，能不好吃吗……

“爱子心无尽，归家喜及辰。见面怜清
瘦，呼儿问苦辛。”我与我妈半生争执不断，
听了她所说的话，第一次在电话这端无声
地流泪了。我打电话嘱托羸弱的弟弟，让
他照顾好母亲。弟弟说，以后不要再跟妈
争论曲直了，妈那么喜欢钱，她知道我的日
子过得比较艰难，每月还给我几百块钱
花。这就像妈给你包饺子，方法不同，感情
是一样的……

放下电话，我久久难以名状。厨房里，
母亲弓背一样蜷曲着腰身，满头白发，慢腾
腾地擀皮、包馅儿，然后下锅水煮的情形浮
现眼前。几十年，母亲的饺子没有一个煮
破皮儿的。她的饺子，就像我们哥仨，无论
走快的，还是走慢的，终究都没有掉队，兄
弟共生共荣。更像我们这个民族，生生不
息，爱意十足，香火不断，历久弥新。

金秋十月
农民画里说收获

《五谷丰登》郭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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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生态园》 张凤英

《庆丰收》 王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