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流金的十月，热情似火地向我们走来；灿烂的
十月，昂首阔步地向我们走来；壮丽的十月，英姿
飒爽地向我们走来。

十月的祖国，是一片欢歌的海洋。十月的祖
国，回荡着气势磅礴的雄壮歌声。从大漠边关到
南国海疆，从东海之滨到昆仑山下，从白山黑水到
香江两岸，歌声响彻在祖国的每一寸土地上。这
歌声高亢而嘹亮，这是一支坚强不屈的歌，凝心聚
力的歌，奋斗不息的壮美之歌。在这收获的季节，
让我们的心灵插上翅膀，放飞热情、放飞希望。我
们为沉甸甸的丰收歌唱，为红红火火的事业歌唱，
歌声响彻十月，奏起强国富民的重音。琴弦拨动
十月，奏出中华民族进取的主旋律。

十月的祖国，是一曲命运交响乐。这曲命运
交响乐高亢雄浑、震撼人心，是肩负庄严使命的

中国共产党人，心怀对国家和民族的热爱，对这
片沃土的热爱，从浙江嘉兴的南湖红船出发，走
过井冈山、遵义城、大渡河，走过雪山、草地、
延安和西柏坡，在硝烟弥漫的战场，穿越无数枪
林弹雨，以智慧的头颅构思，用澎湃的激情谱写
而成的。1949年10月1日，当一代伟人毛泽东站
在天安门城楼上向世界发出响彻寰宇的惊世宣
告，当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的
时候，一个承载了太多太多苦难的国家和民族，
命运从此改变。这一声音，抒发着五千年炎黄子
孙强烈的追求与渴望，那是用鲜血和生命实现伟
大理想的自豪。

十月的祖国，是一部红色的史诗。这部史诗
深邃、厚重，是由一辈辈、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带
领广大人民，靠着坚定的信仰、如磐的信念、无比
的忠诚、顽强的意志、不屈不挠的精神和革命必胜

的信心，以鲜血和生命一字一句写成的。字里行
间里有太多的苦难与辛酸、艰难与曲折，有许许多
多英雄豪杰惊天地、泣鬼神的悲壮故事，也有许许
多多“慷慨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仁人志士的光
辉形象。认真品读这部红色史诗，更真切地感受
到中华民族的尊严与气节，中华民族的大义与大
爱，以及自强不息的中华儿女对理想和幸福的执
念与追求……

十月的祖国，是一面鲜红的旗帜。这抹红色
诉说着中国故事，绽放着中国色彩，传递着中国力
量！经历了多少沧桑磨难与惊涛骇浪，经历了多
少风风雨雨和激情跌宕，历经了几代人艰苦卓绝
超乎寻常的不懈努力奋斗。这面光荣的旗帜时刻
提醒我们，要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赓续
精神血脉，始终保持大无畏奋斗精神，鼓起迈进新

征程、奋进新时代的精气神。
十月的祖国，是一道靓丽的风景。大地，闪烁

着金黄：满地的稻子铺开了一张金色的宣纸，镰刀
用银色的弧线在上面勾画神奇的图案；柿子树挂
起了红红的灯笼，将欣喜四处招摇；田里的玉米，
早已跃出了襁褓的束缚；棉花，这些清清白白的事
物，好想张开大嘴，高声张扬对秋的爱恋；山峦，层
林尽染，风中不再有夏日里的热浪，而藏满了秋的
高爽。阵阵秋风翻动起金色的波浪，甜甜的笑意
挂在每一片树叶上。天空，飘荡着美好：阳光挥着
手臂，给万水千山镶上金边；白云扭着腰肢，从空
中轻轻飘过；大雁排成方阵，结伴向南方缓缓飞
去。

十月流金，国旗飘扬，祖国大地流光溢彩，欢
乐祥和。在这热情洋溢的欢声笑语里，我们歌唱
祖国，我们颂美祖国，我们祝福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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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 仑 深 山 有 棵 树
□ 禾木

肉孜艾合买提始终不能理解父亲的
怪异举动。

一座早已废弃的水文站，为什么会
让父亲如此牵挂和迷恋？

水文站在另一条山沟里，从村子到
水文站要走三个小时的山路。况且这个
水文站早已废弃，除了父亲，再也没有人
愿意到这里来了。

肉孜艾合买提曾经偷偷地一个人跑
到水文站，这里除了有一棵不到碗口粗
的树外，他再没有看到其他有生命的东
西。

父亲来这里干什么？每月都来,雷
打不动！而且每次都很神圣的样子。这
里就像有父亲的灵、父亲的魂。不来，父
亲就没了灵，没了魂。

父亲内心里究竟装着什么秘密？肉
孜艾合买提曾经想过，但没有结果。他
想问父亲，看到父亲神圣的样子，他到嘴
边的话又咽回肚子里。

后来，父亲不说，肉孜艾合买提也不
问。肉孜艾合买提知道，父亲到该告诉
他的时候，一定会告诉他。

一天，父亲叫肉孜艾合买提，说：“跟
我一起到水文站。”

父亲命令般的口气，让肉孜艾合买
提心里一颤，这是一道神圣不可违抗的
圣旨。从父亲的语气里，肉孜艾合买提
觉得父亲将要告诉他一件非同寻常的
事。

父亲很认真地把自己上下收拾一
番。出了门，肉孜艾合买提跟在父亲身
后，一言不发。大山里空气很清新，景色
也很美。肉孜艾合买提从小生长在这
里，对这些已经司空见惯了。

水文站到了。
父亲围着水文站旧址转了一圈，最

后在树跟前停下。肉孜艾合买提站在父
亲身边，看着父亲凝重的表情，深邃的眼
睛里，似乎有一个通往遥远的时空隧道。

“知道这棵树谁种的吗？”父亲开口
说话了。

“不知道。”
“是我。”
“你？”
“对。”

“为什么在这里种一棵树？”
“为一个人。”
“什么人？”
“叫什么名字我也不知道，别人都叫

他老赵。”
“汉族？”
“是。”
父亲在旁边一块石头上坐下，从口

袋里掏出一片纸，从另一个口袋里掏出一
些莫合烟，放在纸上，卷了，叼在嘴上，点
着，一缕白色的烟雾升起，遮住父亲的脸，
猛然间，肉孜艾合买提觉得父亲很伟大。

“老赵是你的救命恩人。”父亲深吸
了一口烟说。

“那天，老赵到村里办事，你在河边
玩耍，不小心掉进了河里。老赵恰巧听到
了呼喊救命声，他第一个冲到河边，从五米
多高的岸上毫不犹豫地纵身跳进河里。老
赵在往下跳的时候，头部撞到一块大石头
上，他把你救上岸后，自己昏了过去。”

“后来，大家用担架把老赵抬出了大
山，送到乡卫生院抢救，由于伤势严重，
又转到了县里。”

“为了能向恩人说声谢谢，我托人四
处打听老赵的消息。我给医院打电话，
通了，但医生说老赵还没有完全脱离危
险，不能讲话时间太长。电话里，老赵
说，要感谢他，就在水文站种一棵树吧。
我就在这里种了这棵树。本来想着老赵
还能回来，没想到，没过多久，这个水文
站就撤了。从此再也没了老赵的消息。
水文站废弃了，但是我要让这棵树好好
活着，我要让这段恩情，像这树一样，在
我们心里，根，越扎越深，叶，越长越茂。”

“我的年龄越来越大，今后，孩子你
要按时到这里来，给这棵树浇水捉虫，让
这棵记录着两个不同民族亲情的树长
青，你能做到吗？”

“能。”肉孜艾合买提坚定地回答了
父亲。此时，知晓了所有谜底的他更加
理解了父亲。

父亲冲他点点头，嘴角露出一丝笑
意。

“父亲，你看，起风了……”肉孜艾合
买提对父亲说。

“是老赵……”

走过和田玉石街
□ 陈超

这不只是一条街
总道不尽采运的壮歌
那是
昆仑的馈赠
喀河的检索
还有骆驼的包裹

这就是一条街
总做不完选择的功课
看这
本真的成色
精湛的打磨
还有镶金的诱惑

在这条街
总能遇上四海的友人
你好
远来的宾朋
打卡的网红
还有文艺的采风

走过和田玉石街
总能感受清澈的浸润
有的
持以珍为珍
不持宝为宝
那都是一种格局

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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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
云
新

和田火车站是玉都和田的一座现代标
志性建筑。从空中俯瞰站台全貌，那覆盖
总长 500 米的“V”型雨棚壮观气派。就是
这宽大的雨棚，揭开了我经历的落“玉”时
分那段“趣事”。

在夏季的正午时间，是我习惯小憩遐
想的午休时光。正酣时分，就感觉到站房
外传来了续续断断的“铛铛”砸落声响。就
这样连续几天的不速声扰，终于触碰到忍
耐的底线，于是决定一探究竟。翌日，我便
在站区外四处环顾，没有听到异常声响。
于是便沿着铁路向东寻觅。这时远远的看
见有一辆装潢靓丽的马车奔跑而过，车上
几卷漂亮地毯随着马车的颠簸晃动着。这
大概就是驰名中外的和田老三宝之一“手
工羊毛地毯”。

蓦然之间，只见那蔚蓝的天空下，数以百
计的鸟儿盘旋展翅，时而呈“一”字形掠花而
过；时而又呈圈状绕果林而去；忽而又俯冲而
过缭绕的炊烟；或簇拥逗留玫瑰花丛……

当我还沉浸在鸟儿的天空舞蹈之中，
就看见玫瑰大道上的同事向我招手。走近
一看，原来是一群“玉友”相约。看他们一
个个兴高采烈的样子，就知道是从玉石巴
扎满载而归，见面后就迫不及待地炫耀他
们手上带的、脖子上吊的、袋子里装着的各
类“玉品”，有碧玉、墨玉、青玉，还有山料、
子料、奇石，也有一些我没见过的形状奇特
的玉料。

正当我看得眼睛发光时，同事问道：
“哎，你大中午不睡午觉，在这里转悠什
么？”我这才想起自己沿着铁道寻声的事

情，便把我多日的午休遭遇说了出来。他们听后，一个个笑得前
俯后仰，都说我是个“土老帽”。并解释道，每年五月季，和田火车站
周边都有很多的鹰隼结群盘旋，并在周边的玉龙喀什河、喀拉喀什
河的河床上，或在砂石料场、田埂、路边衔一些小石子，然后飞到
火车站的上空，把叼衔的小石子抛下，砸落在雨棚上，发出“铛
铛”的声响，它们是在嬉戏玩耍，练就“铁嘴钢牙”呢。

这时，我才恍然大悟。真可谓是：“落玉惊扰梦中人，缘由鹰
叼玉嘻闹。”

十 月 的 祖 国十 月 的 祖 国
□□ 聂难聂难

古 诗 词 里 品 中 秋古 诗 词 里 品 中 秋
□□ 甘婷甘婷

农历八月十五为中秋时节，《礼
记·月令》里有“仲秋之月养衰老”，后
传作中秋，中秋节是我国传统节日之
一，月圆之时一家团聚，欢乐团圆。

据历史记载，中秋节起源于我国
古代秋祀、拜月习俗。《礼记》中有：

“天子春朝日，秋夕月。朝日以朝，夕
月以夕。”“夕月”就是拜月。两汉时
已具雏形，到了唐朝，中秋赏月之俗
开始盛行，并定为中秋节。《长安玩月
诗序》中写道:“八月于秋，季始孟终；
十五于夜，又月云中。稽于天道，则
寒暑均，取于月数，则蟾魄圆，故曰中
秋。”

中秋月色之美，吸引了众多文人
墨客为此赞颂，而民间也开展了许多
生动有趣的节庆活动，中秋节是一个
温暖、祥和的团圆日，也是一个欢乐、
热闹的节日。

在宋代，中秋节最火爆的活动，
当属江南地区的“观潮”。

每年中秋时节，也是东南大地江
潮海潮猛涨的时候，老百姓一起围观
江海潮水涌来的震撼场面。苏东坡
在观潮期间写下诗曰：“天台桂子为
谁香，倦听空阶点夜凉。赖有明朝看
潮在，万人空巷斗新妆。”读罢此诗不
由会心一笑，原来古人也爱“凑热
闹”，何止要去观潮，还要身穿盛装迎
接那壮丽奇景才够痛快！

直到明清期间，中秋之时，大众
“观潮”热度依然不减，《西湖游览志》
中提到：“出郭游人不待招，相逢都道
看江潮。”那现场“映日争将画扇摇”，
火爆得很。

在古时，老百姓过中秋要观潮、
赏月，“吃”和“喝”也是不可或缺的庆
贺活动。

论“吃”，螃蟹顶顶美味。

陆游曾挥毫写下：“三十六策醉
特奇，竹林诸公端可师。秋风萧萧吹
鬓丝，蟹螯正可左手持。醉倒村路儿
扶归，瞠儿不识问是谁。浩歌起舞夜
何其，北斗磊落明河移。贵人惜醉渠
自痴，黄金络马夸市儿。一朝祸来莫
支持，新州如山不可移。”看那句“秋
风萧萧吹鬓丝，蟹螯正可左手持。”螃
蟹在手，享受我有，特别惬意。

古人赏月“喝”桂花酒，风味独
特。

人们爱倚靠在桂花树旁赏月，月
满、人团圆，桂花香沁人心脾，摇落一
些桂花、加冰糖酿进好酒里，就成了
中秋节里最甜美的酒。此时，赏月也
赏花，桂香、桂甜、桂美，就连杨万里
也心旷神怡，写道：“不是人间种，移
从月中来。广寒香一点，吹得满山
开。”

当然，过中秋节，古人吃月饼那
也是津津有味。

在明朝，赠送月饼才成为普遍
的中秋节俗。但据现代学者考究，
宋代很有可能已经出现了“月饼”。
因为苏东坡曾有诗云：“编萑以苴
猪，瑾涂以涂之。小饼如嚼月，中
有酥与饴。悬知合浦人，长诵东坡
诗。好在真一酒，为我醉宗资。”

“小饼如嚼月，中有酥与饴。”饼子
如 月 ， 缓 缓 咀 嚼 ， 有 “ 酥 ” 有

“饴”，真是又香又甜。
虽然古人的“月饼”不像如今那

样五花八门。但是他们在月饼样式
制作上并不单一。清代时，制饼者会
在月饼上绘上玉兔、蟾蜍、月宫等各
式的图案，精美极了，让人不忍心一
口吃掉。

回首漫漫历史长河，在诗词中走
一遭，节日的氛围不曾远去。

人 与 花 心 各 自 香
□ 耿艳菊

多年前，记得真切，也是这样一
个秋水不染尘的季节，我望着窗外发
呆，却不知被老师提问到。当一双双
眼睛齐刷刷聚集到我身上时，这才豁
然回过神，慌得不知所以。

老师笑眯眯地走到我面前，亲切
地把粉笔递给我，他正讲到修辞，要
我到讲台上写一个句子描述我刚才
的游离。

“桂子开花，十里飘香。”我走上
讲台，忐忑地写下了这八个字，也实
事求是地写出了我刚才课堂上的分
神缘由。教室外面有棵桂花树，我坐
在窗边，看到细细碎碎的桂花热闹地
吐露芬芳。

老师笑了，他也望向窗外，深深
地嗅了嗅，说，果真好香。大家学着老
师的样子也开始深深嗅，有人探着身
子往外看，有人干脆跑到了门口去。

那时的老师风华正茂，带着我们
到桂花树下讲课。摊开书本在膝头，
秋日的风清清凉凉，有桂花时不时飘
落到书上，花香和书香交叠的时光真
是让人难忘。

这般的好时光后来也有过一段，
那是大学的时候，虽选了不喜欢的专
业，但学校在郊外，环境好。最重要
的是出宿舍门不多远有一座图书馆，
足以明朗我内心所有的黯淡。图书

馆旁边有一片小小的桂花林，桂花树
长得好，有桂枝在二楼的窗户边静静
舒展。我常常早去，占了窗边的位
置，坐在那里读书写字。

桂花盛开的时候，我就没心思看
书了，趴在窗户上看桂花一点点开，
再一点点飘落。书可留作以后看，而
桂花一年也就开一次，香一个季节，
太短暂了。这就像那时的心思，太喜
欢这种安静的书香时光，怕它如桂花
一样不能长久地留下。

宴席总要散，天长地久终会有时
尽。这样伴着桂花香的静好读书时
光，在岁月深深里渐渐成为回忆里最
清宁温润的风景，格外怀念。

尤其是清澈的秋日，天好，云好，
阳光好，会不由自主抬头望辽阔长
天，心里呈现的却是旧日光景，默默
念叨，桂花该开了吧。

我找来一本本诗词，翻到写桂花
处，竟觉字字如桂花，芳香精妙。你
看，李清照笔下桂花这样开：暗淡轻
黄体性柔，情疏迹远只香留。何须浅
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朱淑真
的桂花这样开：一枝淡贮书窗下，人
与花心各自香。

桂花是云外天香，花中第一。我
的桂花呢，原来它是开在心窗下。心
上诗书，窗外桂花。

诗歌园地诗歌园地

收获 买买提艾力·艾尼瓦尔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