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秋叶的颜值

人与人的交往，其实有着各种各样

的“隐语”。

比如，我们在路上碰到熟人，微笑着

点头或挥手，这是一种礼貌，“隐语”是暗

示对方：遇到你，我很开心。如果点头、

挥手之后还能简单地问候一句，比如“您

从哪里回来”“您要到哪里去”“吃了饭没

有”“去上班吗”，这关系又亲近了一些，

这一般是同事或平时来往较多的朋友享

受的待遇。若问候之后停下脚步，跟对

方说说话、开开玩笑，这应该是好朋友的

标志。我有个老同事，如今在南方工作，

以前我们在路上碰到，总要停下自行车

聊聊，至今我们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便是一种例证。

人到一定的年纪会渴望恋爱，在某

个场合对特定异性产生好感，心跳加

速地表明长相厮守之意，并且得到对

方的赞同，这是爱情的初遇。初遇之后

感情走向有两种：一种是彼此印象不

错，渴望继续；一种是越到后来，两人

矛盾越多，一方或双方产生分手的想

法。有分手之念不要紧，要紧的是你必

须及时知会对方，不能骑驴找马，这种

规矩不必事先约定，而是一种礼貌分

手的习惯性“隐语”。

交朋友也是这样。遇到一个性情相

投的人，希望跟他构筑一段兄弟姐妹一

般的亲密关系，这当然好。后来发现两

人不是一路人，走得过近，自己的心太

累，你对其疏远，也没什么不对，然而，假

若你与朋友关系好时就说他好得像神

仙，跟他关系不好时就将他贬得一文不

值，则违反建立友情的隐性规则。古人

有个原则：君子交绝，不出恶声。这个规

则今天依然适用。

熟悉的人之间交往有“隐语”，陌生

人之间同样有。

我住在一个新建的小区，每次外出

或回家，都要经过两道公共的大门，一

是单元门，一是小区门。开了门，我有

个习惯，要看看身后是否有人跟进，若

有，则要把门撑开一点，方便对方接

手，不管后面是熟人还是陌生人。熟人

如何表现此处不论，我发现小区里的

陌生人明显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看到

你撑着门，他会快步上前接着，而且不

会忘记说声“谢谢”；一种是任由你撑

着门，他不慌不忙地走过去，既不接

手，也从不表示谢意。细节识人，在我

看来，前一种陌生人更懂得我的交际

“隐语”，也更有礼貌与素养。

人与人相遇是一种缘分，尊重人与

人之间的交际“隐语”，将内心的善良与

利他精神呈示出来，尽可能让他人开心，

这是一种智慧。拥有它，你也能源源不断

地收获他人的好意。

人与人的交际“隐语”，核心就是真

与善。

渊游宇明冤

交往“隐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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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四季的划分

有很多依据，从物候角度来划分，不失

为一种可行的方法。到了秋天，橙黄橘

绿，果实累累；而金风玉露一相逢，许多

树木叶子便由绿变红，诗人或称之为

“树树皆秋色”，或称之为“万山红遍，层

林尽染”。这些物候景象，使得秋天相较

于其他季节，特征更为明显。

秋天树叶为什么会变红呢？“晓来

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这是夸张的

文学解释，当然不足为据。依照科学的

解释，植物叶片中主要含有叶绿素和花

青素等色素。秋季天气渐凉，叶绿素的

合成受到抑制，含量持续降低，叶子难以

继续绿下去。树木为了抵御寒冷储存的

可溶性糖分则在不断增加，糖属于酸性

物质，而花青素在酸性条件下呈现为红

色，因此树叶就褪去绿色，逐渐变红了。

可见秋叶变红，与植物各色素含量和比

例的变化有关，花青素则在这一过程中

起到了关键作用。

树叶由绿变红后，不但颜值变高了，

地位好像也上升了。有道是“红花还要

绿叶扶持”，在春夏季节，树叶就像红花

的侍者，显得无足轻重，故而不被人们关

注。试看中国文学歌咏春天的诗词，多

是对春花予以赞美，如“日出江花红胜

火”“万紫千红总是春”“春色满园关不

住，一枝红杏出墙来”等，莫不如此。到

了秋天，花朵早已凋谢，树叶由绿变红，

不经意间被诗人重新“发现”，摆脱既往

配角的地位，成了独立的审美对象。随

着树叶由绿变红，其颜值也直线上升，受

到人们喜爱。唐代白居易说：“寒山十月

旦，霜叶一时新。似烧非因火，如花不待

春。”在白居易看来，火红的霜叶给人耳

目一新的感觉，就像春天的花朵一样美

丽。杜牧说：“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

二月花。”在杜牧看来，经霜的枫叶比二

月的花朵还要美丽，让人流连忘返。李中

说：“好是经霜叶，红于带露花。”这两句

诗，以与杜牧雷同的构思，表达了对秋叶

由衷的赞美。另外，孟郊也说：“桐叶霜颜

高。”这意味着桐叶经霜之后，颜值更高，

更惹人喜爱了。秋天，或许真如毛泽东主

席所言，“不是春光，胜似春光”，自有其

内在之美吧。

秋叶的红色为传统的“悲秋”基调增

添了一抹亮色。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悲

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所以中国

文学家自古以来常有悲秋情愫。第一个

明确表达悲秋之情的，当数战国末期的

宋玉，他在《九辩》中说：“悲哉，秋之为气

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自此之

后，悲秋成了中国文学一个重要主题，被

历代文学家书写。李白说：“节士悲秋泪

如雨。”杜甫说：“万里悲秋常作客。”白居

易说：“悲秋病客感衰怀。”除了抒情的诗

歌外，曹雪芹还在小说《红楼梦》中将这

种情愫概括为“秋情”，还借人物史湘云

之口道：“人为悲秋易断魂。”人生有涯，

而时光不居，推究起来，悲秋本质上就是

“伤逝”，是对时间流逝的感怀，是对生命

凋零的喟叹。

树叶由绿变红后，诗人发现并赞美

秋叶的颜值，作为一种“反向”书写，既有

陌生化效果，又让中国文学具有了一股

清刚之气。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

“盖文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习套。

豪杰之士，亦难于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

作他体，以自解脱。”就文体而言是这样，

就内容而言也是如此。树叶在春夏被漠

视，到秋天因颜值升高被重视，不经意间

为文学书写提供了新的对象，也开辟了

新的主题。

“秋气堪悲未必然，轻寒正是可人

天。”“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

朝。”文学家咏秋诗词，多与秋叶有关。他

们对秋叶的赞美，不仅是出于对它颜值

的喜爱，更重要的是出于对它历经秋霜

后成熟之美的欣赏。

渊朱美禄冤

初秋，依然高温不退，强光刺目，

不敢轻易外出。旁晚，赶到河滩草地，

匆匆中画着眼前夕阳下的草丛，刚刚

完成画面，蓦然回首，一轮圆圆的明

月高挂树梢，在蓝色天幕的衬托下，

白中带着淡淡的黄，深情地俯瞰着大

地。那一刻，我简直是惊呆了，好久没

有见到如此明亮的圆月了，静静地看

了好久，想把刚刚画的画面改一下，

加上明月，又想想，时间不早了，夜幕

瞬间会降临，弄不好，破坏了原来的

画，终没有动手，就这样一直看着月

亮发呆。

生活在高楼林立的地方，看见月

亮的机会不多，竟然忘记了还有这么

富有诗情画意、动人心魄的明月的存

在，这不经意的回头，一轮明月惊艳了

整个夜空，不得不说是这一段时间以

来让我第一次觉出了天地的美好。

静静的草地，空旷的天空高悬一

轮明月，四周一片宁静、祥和，仿佛置

身于童话般的世界，身心无限放松，妙

不可言。我想“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

间。”的壮观也不过如此吧。

明月之下，汤汤东去的河水闪耀

着明亮的光，明镜般映照着天空，低徊

深沉的河水此时此刻是欢乐还是忧

伤，我不得而知，而我已是愁肠百结，

神思渺远，一切都归于这柔软的月光，

流泻而出，洇湿了我善感的思绪。

这明月，孤傲且高冷，散发着不可

抵挡的清辉，直抵人心，让人浮想联翩，

将所有的情思调动起来，飘向夜空。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曾几

何时，月亮是那样地温情，一起的玩伴

是那样地天真烂漫，成群结队在月光

下赶路去看一场电影，朗朗月光下疯

跑着捉迷藏。是啊，“今人不见古时月，

今月曾经照古人”，一切都成了遥远的

故事。人生如逆旅，何处是归途？让人陡

生漂泊无寄之感。

“旷野孤烟依岸远，空山朗月照幽

人”“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但愿人

长久，千里共婵娟”“云中谁寄锦书来，

雁字回时，月满西楼”。此时此刻便会不

由自主想起与月亮有关的一些诗句，传

递着明月的缱绻与多情。

身边的草已泛着枯黄，摇曳在晚风

中，秋天一天天走近，这些特有的秋天

的风景，像是一个个班得瑞音乐的音

符，掠过我的心头，奏响季节的乐曲，织

就一些日子的底色，带来或明媚或暗淡

的情思，使人沉醉于缓缓的风中，享受

一个人的静谧与浪漫。

晚风已带着丝丝凉意，立在夜空

下，思绪远走高飞，太多的情愫，在风中

盘旋舞动，被一湾流水捎向远方。

花草的清香在幽旷的天地间浮动，

三两只高飞的鸟掠过头顶，绘出“万里

寒云雁阵迟”的绝美清秋之韵。倾听“寒

蝉凄切”的瑟瑟悲鸣，把一腔情意托付

给新秋。

此刻，山水净，万物丰，微风缱绻，无

论是天上月还是林间路，都归于平静。

河岸草地已经没有人了，一个人不

免有点恐惧，于是慢慢往河堤上走，一

路不住地回头，没走几步，林立的高楼，

将一轮明月吞没，再也看不见明月清澈

的身影，惆怅着一句话也说不出，路边

的花园里不断传来蟋蟀的鸣叫，也有稀

疏的蝉鸣，一种悠然的幽谧弥漫开来，

思绪纷乱地远了近了，夜晚最能调动这

种情绪，不自觉地神思又飘向了远方。

已是万家灯火的时候，我默默地将疲惫

的身影隐藏在暮色中。

渊文/图 王荣冤

文苑漫笔

古诗“窗”里读人生

过了今夜，也许你更加忧郁

如一团心事

在窗口，朦胧而跳跃着

此前，你一直在丰盈

眼神和容颜

而我，一直在消瘦

瘦成秋夜的细枝上，一只秋虫

单薄的吟唱

再往后，便不敢看你了

我已不胜凉风、流水，微弱的

灯盏、落叶的呜咽

更何况你黄花般的容颜

秋水般潺潺流动的眼波

但我仍要看你

秋风一夜，我和我的诗句

将消瘦几分

渊章洪波冤

诗

苑

月光的模样

陪着我们跑的人

有一天袁我趁着傍晚有凉风袁在小

区内的步道上散步袁看见不远处有一对

母子在摇晃着活动身体遥 母亲长得瘦袁
儿子长得胖袁两人的背部已被汗打湿了

一小片遥 待我走近身旁袁他们准备沿着

步道跑步袁 母亲提醒说院野循序渐进袁先
慢跑袁不要着急袁我们绕步道再跑两圈

就可以了遥 冶
那儿子显然不想听母亲的话袁跟母

亲讨价还价袁扭扭捏捏遥 母亲则表现出

十二分的耐心袁 自己慢慢跑到前面袁让
儿子在后面跟上遥 儿子还是磨磨蹭蹭袁
母亲又跑回来绕到他身后推了两把袁好
说歹说袁儿子才跟在母亲身后跑起来遥

等我走了一大圈袁在另一栋楼的门

口又看见这对母子袁 两人大汗淋漓袁边
做拉伸放松边聊天遥 我大概听明白了院
儿子体重超标袁平时运动较少袁还有一

年将中考袁母亲未雨绸缪袁利用双休日

带着儿子练一练跑步袁顺便把性情也磨

一磨遥 母亲细心又负责袁不仅陪着跑袁还
把跑步前应该怎么活动身体尧跑步时怎

么把握节奏尧跑步后怎么放松的方法都

教了一遍袁并叮嘱儿子院野以后我没有时

间陪你跑袁你也要自己练遥 冶
回想一下袁 我年轻时不像这位母亲

那么细心耐心和以身作则袁 孩子想练长

跑袁我把成年人野精讲多练冶那一套方式直

接移植到他的身上袁要求还很高袁孩子消

化不了袁也做不好遥我一急袁又施加压力过

猛袁孩子干脆不干了袁跑了几次就把刚刚

萌芽的兴趣弄没了遥那时的我根本不懂得

陪伴尧沟通尧鼓励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有

多重要袁没有意识到用错误的方法去实现

美好愿望只会离初心越来越远遥
可怜天下父母心袁 要让孩子健康成

长真是一件野头疼事冶袁但又必须担起这

个责任遥 很多关心孩子成长的父母会千

方百计地陪伴孩子袁 陪读尧 陪考尧 陪练

噎噎如果说人生是长跑袁 那么一路跑过

来袁父母便是孩子身边的陪跑者袁各种放

心不下要要要上学时担心其成绩不好袁误
信歪理袁受到欺负曰恋爱时担心其所托非

人袁两个人不合适袁以后的婚姻生活太多

苦累曰工作了担心其专业不对口尧人际关

系不好噎噎虽说都成年了袁 这些都是孩

子自己的事袁 可又有几个责任心强的父

母真正放下过心钥孩子成家了袁按理说可

以放手了袁可父母嘴上不说袁心里却总在

替孩子着想袁哪怕孩子不在跟前袁父母的

心也在陪着他往前跑遥
陪跑的过程会有争执袁比如在孩子的

教育方式上袁 家人意见不一致时要争论袁
想法不同步时得解释袁理解有分歧时也要

沟通遥大家交流孩子锻炼的情况和考试的

标准袁商量以后的计划尧分工合作需要各

自具体做什么噎噎总之袁陪跑的过程会有

不顺利袁结果也不尽完美袁有时辛苦付出

并不会得到最理想的结果袁但酸甜苦辣都

是浮云袁陪跑者的心中都有野甘愿冶二字遥
等孩子长大终于也为人父母了袁可能

又会成为新的陪跑者袁陪同他们的孩子成

长遥 大家不一定都是孩子最好的陪跑者袁
但仍然像父母一辈那样执着地认为院倾尽

所能袁给予全部袁陪伴成长袁一起跑向野春
风得意冶袁也一起跑过野雨打风吹冶遥

其实袁 在陪跑中怎么做都可能有缺

憾袁 结果也未必圆满袁 但我们常心存感

恩袁感恩在他人的陪伴中获得成长尧关怀

和真情噎噎那些一起读书和探索未知的

老师尧同学袁那些一起加班加点的主管尧
同事袁那些不打不相识尧互相斗智斗勇的

对手和客户袁那些一起吃过苦头尧受过挫

折尧 栽过跟头的合作伙伴和朋友噎噎他

们也都是我们人生长跑中的陪跑者遥 不

同的是陪伴的时间和路程有长有短袁能
持续陪着我们十几年尧几十年的不多袁但
一定是我们的亲友尧贵人和知己遥

我们这些陪跑者一辈子大概就是这

样的院在家里袁你陪我长大是慈爱袁我陪

你变老是孝心曰在外边袁你陪我一段是缘

分袁我送你一程是恩情遥我们是彼此的陪

跑者袁一起跑完属于自己的一山一水尧一
路一程袁 一起在陪伴向前跑的过程中成

长尧老去袁但始终渗透着的一种情感会一

直支撑着我们袁 一直温暖着我们袁 那便

是院爱遥 渊陈启银冤

邂逅一轮明月

人居房屋为何留窗？窗有三大功能：

接纳明亮的光线，呼吸新鲜的空气，观赏

外面的风景。正因为这种功能，窗口便成

为人们家居活动最主要的场所，而窗前生

活的画面，则是丰富多彩耐人寻味的。

且撷取古诗“窗”中的几幅剪影以

共赏。

巾帼英雄花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

军，征战十年，凯旋而归。回到家中的

第一件事就是：“当窗理云鬓，对镜贴

花黄”（叶木兰诗曳）———脱去征袍，对着

窗户梳理如云秀发，照着镜子贴上精

巧的面饰。这个窗前梳妆的特写，生动

地反映出木兰不恋功名，爱美、爱和平

生活的朴素个性。

李商隐羁绊蜀地，接到妻子询问归

期的家信，即景抒情：“君问归期未有

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

烛，却活巴山夜雨时。”此诗以与妻剪

烛窗前作为对美好未来的憧憬，虽是

想象之境，既然选景西窗，说明此处曾

留下过他们伉俪情深的过往。“西窗共

剪烛”，温馨又深情。看来，李商隐是把

真挚的爱情作为身处逆境中的精神支

柱和心理慰藉。

陶渊明回到乡间茅舍，写了篇《归去

来兮辞》，其中“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

易安”两句，状写其倚靠南窗，目视窗外

松菊而闲适自得的神态，形象地表现了

自己安贫乐道、热爱田园的志趣。

一般住房，中间是门，两侧为窗。如

果说门是房屋的心脏，那两边的窗就是

房屋的眼睛了。人们常说“眼睛是心灵的

窗户”，推而论之，窗户则可以展现房屋

的心灵；不过房屋的心灵是以房屋主人

为载体，我们通过古诗之窗，可以看到古

人的精神风貌与人生追求，这对于今天

的读者，仍不失启迪。

渊李新泉冤

空山朗月渊水彩画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