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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是生命的季节，夏天是奋斗的

季节，冬天是沉静的季节，而秋天，则是

收获的季节。

第一季的花儿，是金秋时节的桂

花。桂花，有着“九里香”的美名，为整

个季节增添了一份浓郁的香气。桂花

的香气，仿佛是秋天的精灵，它们在空

气中跳跃，洒落在大地上，让人们感受

到秋天的气息。

第二季的花儿，是秋分时的菊花。

菊花，是秋天的象征，有红、黄、白等多

种颜色，各自展现出独特的美丽和风

姿，有的婀娜多姿，有的端庄大方，有的

娇小玲珑，各自诠释着生命的多样性和

丰富性。

第三季的花儿，是秋分后的芙蓉

花。芙蓉花，是秋天的晚香，它们在秋

分后盛开，为整个季节带来了一份别样

的美丽。它们在萧瑟的秋风中傲然挺

立，展示出生命的坚韧和顽强。

秋天，是一季一季的花开。秋天的

花儿，不仅给我们带来了美丽的视觉享

受，更给我们带来了深刻的生命启示。

生命的美丽不仅在于外在的展现，更在

于内在的精神。只有拥有坚韧和顽强

的精神，才能在生命的道路上勇往直

前，迎接每一个季节的挑战和机遇。

王振策

一季一季的花开一季一季的花开

我和丈夫结婚后，他跟我谈的最多

的是他的奶奶。

丈夫说，自己的母亲长年在田地里

劳作，很少管他们的饮食起居，是奶奶

无微不至地关心着他们。只要一声咳

嗽，奶奶温暖的手就会搭上他的额头；

弯腰摸一下肚子，奶奶就会问他肚子疼

不疼；奶奶更会变着戏法烧出很好吃的

食物来填充孩子们的胃。有一次不是

端午节的时候，丈夫跟弟弟们开玩笑

说：“好想吃粽子啊。”不知怎么被奶奶

听到了，奶奶像变戏法一样，当晚就包

了粽子。每到过年的时候，奶奶知道孩

子们嘴馋，总要从牙缝里省出一点当时

很精贵的白糖。当时山里有的是红薯，

奶奶就想着法儿制作成又香又脆又甜

的红薯片，每人一袋，分给四个孙子。

还会用老了的玉米粒在铁锅了翻炒，炒

出香喷喷的爆米花。所以先生总自豪

地说，童年时因为有奶奶，一直是村里

小伙伴们艳羡的对象。

我最喜欢吃奶奶擀的面条，尤其是

油渣雪菜面。当面条在锅里翻滚着浮

起来，奶奶用漏勺捞在碗里，上面铺上

一层油渣，然后舀上一勺加了咸菜的滚

烫面汤，油渣慢慢浸染开来，香味随着

热气弥漫在空中。我狼吞虎咽吃完后，

就静静地听她回忆往事，她讲得最多的

是我先生小时候的趣事，有时候还会讲

长矛的故事。

奶奶是村里数一数二的做女红的

高手，她缝制的虎头鞋、肚兜，简直是可

以进博物馆珍藏的水平。奶奶还很会

剪纸，剪双喜是小菜一碟，还能剪出鸳

鸯、喜鹊、芙蓉、牡丹等花鸟，过年的时

候贴在窗户上非常喜庆。记得儿子出

生时，奶奶给儿子做了五双虎头鞋，还

缝制了好几个肚兜，而且都绣上了精

美的图案，我到现在都珍藏着。

生命有时候真的很神奇，走过了百

年岁月的奶奶，她从来不知道自己哪一

天会去世。长期的生活阅历使她积累

了一套养生心得，她很少上医院，因为

生活在山里，她认识百草，知道很多土

方。她对疾病有天生的灵敏度，一些小

病小灾，她总要消灭于萌芽状态。

传奇并不是一定要惊天动地，能够

做到“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不慌

不忙过完一生，像我的奶奶，也照样可

以成为传奇。 楼利香

奶奶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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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宵好入睡，梦里自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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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七月初七，俗称七夕

节 ，这天晚上，既是传说中牛

郎织女一年一度相会的时刻，

也是妇女们向织女乞巧的良

好时机，故七夕又称乞巧节。

七夕的习俗以女性最为

活跃，风俗从形成到发展有一

个漫长的过程，而地区不同，

风俗也略有差异。随着一代

又一代民间作者的加工，牛郎

织女的故事越传越广，七夕也

随之成为妇女们一个隆重的

重要节日。

在上个世纪 50 年代初期，

各 地 城 乡 仍 有 过 七 夕 的 习

俗。七夕这一天，有的人家则

是端一盆水，放于太阳或月亮

底下，投几枚绣花针在水里，

针线浮在水面，盆底的影子是

什么形状，如《帝京景物略》所

载：“有成云物、花头、鸟兽影

者，有成鞋及剪刀、水茄影者，

谓乞得巧。”这天，家家户户都

要做乞巧饼,即用面粉、油、糖、

芝麻等，在锅上烤成面饼，成

了美味食品。在七夕，还要陈

晒衣服和书籍，可以去潮防

蛀。有些姑娘在这天以凤仙

花汁染红指甲为最时尚。有

些人家则买来绿豆浸发绿豆

芽，为菜中佳品。

记得童年时，每年七夕之

晚，母亲总是把院子打扫得干

干净净，然后用方凳布筵，点

上香烛，陈设海盐特产芡实

糕、松子糕和瓜果供奉织女

星 ，虔 诚 跪 拜 ，祈 求 心 灵 手

巧。姐姐还约了几位姑娘在

院子里对着半轮明月，在玩一

种穿针游戏，即把七枚绣花针

并列在一起，谁能飞速将线一

次穿上七枚针眼，谁就能得到

了织女的青睐，绣起花来就会

得心应手，将来人也肯定会变

得聪明起来。

如今，随着时光流逝和社

会的不断进步，七夕之风俗几

乎已逐渐淡化。因为妇女们

早已通过科学文化知识的掌

握，变得聪明又富有才干，无

须向天上的织女去乞巧了。

然而人们在七夕之夜仰面遥

望天空银河繁星，寻找牵牛和

织女星，或对孩儿们讲述牛郎

织女鹊桥相会的神话故事等

一些风俗习惯，至今一直还在

民间流传延续，七夕传说还是

这么浪漫，七夕风情依然值得

人们去追求和向往。 朱积良

又到七夕乞巧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