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秋天的散文随笔 秋天的抒情散文随
笔(模板12篇)

在辩论中，我们可以遇到各种不同的观点和意见，从而提高
我们的反驳能力和批判思维能力。辩论总结应该覆盖辩论的
整体主题和核心观点，同时也可以加入自己的评价和建议以
及对未来发展的展望。以下是一些辩论的优秀范文，希望能
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写作思路和启发。

秋天的散文随笔篇一

人生到底为何物？人生下来到底为何？但我知道，一定会有
人说，人生是一条漫漫学涯之路，而人生下来就是为了学知
识，可我却不这么认为。

人如果生下来，照这个社会的发展，怎么也得读书读到大学，
那一晃20多年就过去了，试问人的一生有几个20年。我们从
小到大埋头苦学，在人生之路上盲目奔跑，似乎永远也没有
尽头。可在这途中，我们错过了多少美好的风景。也许会有
一位路人指你一条便捷的路，可你却错过了，继而进入一条
死胡同。有的人会就此放弃，沉迷堕落；而有的人会重拾信
心，创造辉煌。可是这样的人毕竟还是太少，少得可怜。

所以，在你匆忙着急的时候，不妨放慢步伐，去聆听自然之
声，享视觉之盛宴，品人生之味。也许你会因此而受到指引，
迈上成功之路，耀万人之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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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的散文随笔篇二

每当秋天降临时，金风送爽，天高云淡，就可以看到那一望
无际的田野，到处都是娇艳的景致，到处都呈现美丽的秋色:
绿油油、白花花、黄橙橙、红彤彤、黑乎乎、青鲜鲜、金灿
灿，五颜六色，一片又一片，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
年......

农谚云：“立秋三天遍地红，庄稼疯长十八天”。初秋时分，
中原的夏还没有明显的褪去，还处于炎热的三伏天，这时的
田野，绝大部分庄稼还是绿油油的，只有遍地的高粱才开始
涨红了脸，挺拔纤细的高粱杆，承载不了顶部硕大而红彤彤
的高粱穗，一棵棵累弯了腰，阵阵秋风吹来，它们像待产的
孕妇，阵痛得东倒西歪，难以忍受蔬菜地里，头伏的萝卜苗
在秋雨的浇灌下，绿油油，成大片，等到生长百天，青青的
大萝卜才出田，埋在土里的部分白花花，露在地面的部分青
鲜鲜。

“处暑”过去，“白露”到来，田野里，绿油油的棉花经过
春生夏长，棉桃开始裂开了嘴，洁白的棉絮盛开，一朵朵、
一片片，花团如雪，喜得农民合不上嘴，日以继夜摘棉花，
虽然劳累，仿佛如数钞票，心里比喝蜜还甜!“三伏”的白菜
也得风得雨得好天气，青葱一片，像薅着长似的，伸展出硕
大的叶片，待深秋亭亭玉立，包心卷心，等菜农侍弄成锥形，
成熟收获，供应市场，和萝卜一起成为城乡越冬喜爱收藏的
大路菜。



秋天的散文随笔篇三

在外恍惚间已是半年已过，遥想曾经的学生时代已然只剩怀
念，我们曾经懊悔和反感的那个地方最终成为了我们最想回
去却又回不去的时间。

所有的一切只是定格在离开前不舍的眼神里，又是到了秋天，
以前学校的枇杷树叶落下来了，下雨天的泥泞总是我们抱怨
不去上课的理由。路过荷花池时的黑水与烂叶的纠缠是我们
尽快想要躲避，七号楼前边的花园和旁边的果园已是满园枯
黄，悲凉一片，可还记得那年那月那日清晨薄雾未散之际还
在那片小竹林认真看书的自己。

走出七号楼看到马路两旁高大的杨树，这时候应该是橙黄一
片最美的靓丽风景莫过于此了，每次从那里走过有种身临自
然的感觉，依稀记得那条路叫知春路。向前走去路过药园太
极造型的药园更显得中医的神秘，阴阳分明七色渐开。

广场上的依旧还是那么清冷少了夏天时情侣聊天的热闹、晚
上活动时的热闹，只留下秋季的黄色，湖里边鱼都显得堕落
了很多，很少出来。走进操场回想起以往的种.种，那时候我
们还是这个学校的学生，我们讨厌这里的一切，想尽快的离
开。如今我们如愿以偿却找不到当时那种想离开时的兴奋。

秋天的散文随笔篇四

每年中秋是枣子成熟的季节，串串红枣点缀于绿叶之间，形
成了秋天独有的风景线。

对红枣的记忆，缘于老家的红枣树。记得小时候，每到中秋
节前后，茂密的枣叶中便会挂满熟透了的红枣。一看便让人
垂涎欲滴。但每当这时， 老人们总会看管得很紧。 由于贫
穷，除了少部分留作春节做年糕用，主要是用来换钱贴补家



用。而我们这些调皮孩子，专门瞅准大人们不在家或中午睡
觉时，爬上枣树， 惶惶张张地把嘴巴和口袋塞满 ，然后逃
之夭夭。虽然事后多会遭到斥骂， 但比起那鲜嫩无比的甜枣，
那又算得了什么？ 有机会还是忍不住爬树偷枣，特别在闹饥
荒填不满肚子的年代。

后来实行改革开放，土地承包 ，家里的经济条件宽裕了，红
枣成了家乡的土特产品 。记得邻居家的一位老奶奶，每年中
秋节都把鲜枣装在瓶子里，倒上白酒，制成醉枣，托人带给
远在东北的儿子一家，相信孩子们永远会记得记得奶奶那份
深情。以后我上了大学，每年寒假回家探亲，返校时， 总会
带上家乡的红枣分给同学们吃。每次回到学校，第一件事便
是把红枣撒在床上，紧接着便是同宿舍的同学们一拥而上，
不大一会儿一大包红枣便在同学们的一片欢声笑语中吃光了。
多年后同学聚会，大家还对那段往事记忆犹新。

如今，半个世纪过去了，家乡枣子依旧年年变红。 每次回老
家，谈起当年的红枣，老人们总会津津乐道。 现在生活条件
好了 ，集市上的红枣更多了，而我总觉得不及原来家乡的红
枣好吃。

家乡的红枣永远保存在记忆中， 它见证了人民生活由贫到富
的历程。在丰衣足食的今天，它以保健品的角色展现在人们
的餐桌上，为人们的健康保驾护航。

每年中秋是枣子成熟的季节，串串红枣点缀于绿叶之间，形
成了秋天独有的风景线。

对红枣的记忆，缘于老家的红枣树。记得小时候，每到中秋
节前后，茂密的枣叶中便会挂满熟透了的红枣。一看便让人
垂涎欲滴。但每当这时， 老人们总会看管得很紧。 由于贫
穷，除了少部分留作春节做年糕用，主要是用来换钱贴补家
用。而我们这些调皮孩子，专门瞅准大人们不在家或中午睡
觉时，爬上枣树， 惶惶张张地把嘴巴和口袋塞满 ，然后逃



之夭夭。虽然事后多会遭到斥骂， 但比起那鲜嫩无比的甜枣，
那又算得了什么？ 有机会还是忍不住爬树偷枣，特别在闹饥
荒填不满肚子的年代。

后来实行改革开放，土地承包 ，家里的经济条件宽裕了，红
枣成了家乡的.土特产品 。记得邻居家的一位老奶奶，每年
中秋节都把鲜枣装在瓶子里，倒上白酒，制成醉枣，托人带
给远在东北的儿子一家，相信孩子们永远会记得记得奶奶那
份深情。以后我上了大学，每年寒假回家探亲，返校时， 总
会带上家乡的红枣分给同学们吃。每次回到学校，第一件事
便是把红枣撒在床上，紧接着便是同宿舍的同学们一拥而上，
不大一会儿一大包红枣便在同学们的一片欢声笑语中吃光了。
多年后同学聚会，大家还对那段往事记忆犹新。

如今，半个世纪过去了， 每次回老家，谈起当年的红枣，老
人们总会津津乐道。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 ，集市上的红枣更
多了，而我总觉得不及原来家乡的红枣好吃。

家乡的红枣永远保存在记忆中， 它见证了人民生活由贫到富
的历程。在丰衣足食的今天，它以保健品的角色展现在人们
的餐桌上，为人们的健康保驾护航。

秋天的散文随笔篇五

这本书的名字叫《在梅溪边》，是美国着名作家劳拉?英格
斯?怀德的着作。讲的是她幼年时代，全家迁往明尼苏达州时
的事情。这本书中，充满了风风雨雨﹑悲欢离合。

在这里，他们做了许多奇奇怪怪的事，比如：在草堆上打滚、
在深水潭里游泳、和小牛一起玩……他们有家人，有兄弟姐
妹，他们一起玩耍，互帮互助、互相约束，在一起度过了无
忧无虑的童年。



在这本书中，我不仅看到了劳动人_勤劳、质朴、善良的本性，
还感受到他们那勇敢的精神。我看到有许多金子一样的东西
在他们身上闪烁：智慧、团结、乐于助人……我在他们身上
学到了：无论有多大的困难，只要团结起来，微笑面对生活，
寻找解决方法，或者想一想有没有另外一种途径。

是的，生活不会永远都那么顺心如意，但也不会永远不尽人
意。就像那大海，时而风平浪静，时而波涛汹涌，我们就像
在海上航行的渔夫，只要不畏惧，保持着一颗平静的心，最
终你将驾驭这大海，成为大海的主人。即使人生再贫困潦倒，
也不要自暴自弃。像劳拉?英格斯一家那样，不向蝗虫灾难低
头，因为蝗虫灾难虽然抢走了他们的一切物质，但是没抢走
他们热爱生活的心。

读完这本书后，我明白了许多许多……从今以后，无论发生
任何困难，我都会以良好的心态来面对，以的办法解决问题。
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只一味地想着退缩、躲避。

散文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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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的散文随笔篇六

昨夜下了一场小雨

大地在小雨中

沐浴了个痛快

远山影影绰绰

屹立在天边

在白雾的遮掩下

显得神秘莫测

近视山角下

白茫茫的一片

像浮云飘飘荡荡

像白纱朦朦胧胧

沐浴后的大地

美美地睡了一觉

清晨睁开

迷蒙的睡眼

默默地环视着



大地的一切

成熟的风染透了

秋的风景

今秋的画卷展示着

丰腴美丽辉煌

优美如画的田野里

泛起金色的.穗浪

挥镰的庄稼人

满脸滚动着汗珠

注释着艰辛

劳苦与幸福

丰韵如诗的果园里

挂满金桔苹果梨

农民们喜悦地

采摘着丰收的果子

欢歌笑语

洒满了天地间······



秋天的散文随笔篇七

中秋时节，那黄橙橙的大豆粒粒饱满，棵棵挂铃。金风吹来，
苍黄的豆棵叶落杆壮，只听呼啦啦摇铃声不断，似乎在呼唤
农民们赶紧收割。假若剥开豆角闻一闻，一股大豆的清香直
钻鼻翼，进而，仿佛绵软可口的豆腐、白中泛黄的豆汁清香
一起飘来，挂满脸上丰收的喜悦难以溢于言表......那金灿
灿的玉米棒子大，籽粒饱，顾不上脱粒的农家干脆先剥开外
衣，借助它的韧性把玉米棒子一个个系紧，一串串吊起来，
吊在屋檐下，吊在大树上，或码成堆，放在通风好的屋里或
室外，顿时，农家小院到处都是黄橙橙的玉米，十分养眼，
看着心里舒坦极啦!等到农闲时，再进行手工慢慢脱粒。有人
手等不及的，还可以晒干棒子用玉米脱粒机脱粒，这样速度
快，马上就可吃到嘴里金黄金黄的玉米馍，喝到香喷喷的玉
米粥。

这个时候，田野里，人欢马叫，到处都是秋收的繁忙景象。
金灿灿的稻谷熟了，人们挥舞着镰刀，把割倒的稻谷捆成捆，
用车拉，用肩挑到打谷场里，或用老牛拉石磙碾碎脱粒，或
直接用收割机在田间一次性边收割边脱粒，省事省时，效率
又高。小杂粮也成熟了，如绿豆由细长的青角变成了黑乎乎
的，仿佛是秋姑娘专门抹的墨汁，但剥皮后，宛如人丹大小
绿莹莹的豆粒，呈现在人们的面前，它能清热消暑止渴，绿
豆汤是酷暑盛夏人们的最爱。再如红彤彤的豇豆、黑乎乎的
黑豆、红彤彤的苹果、黄橙橙的砀山梨......都你不让我、
我不让你，从田野里赶趟儿来到中秋!

到了晚秋，腾了茬的秋庄稼给冬麦、油菜让路，先是在田野
里犁地施肥整地，后是趁墒下种播种，不到大半个月的功夫，
遍地已是由鹅黄变成绿油油，茁壮的麦苗、油菜已显现一派
生机。而满山遍野的枫叶红了，层林尽染;小灯笼似的柿子红
了，挂满枝头。蔬菜地里的辣椒红了，被窜成串，晾晒在农
家小院，作为一年四季的调味品;拟或是卖向市场，让火辣辣
的味道进重庆火锅，入五洲四海的大酒店小餐馆，注册地域



商标。

秋霜打落了田间防护林的树叶，染红了枫叶，也打焉了郁郁
葱葱的红薯秧，茂盛的红薯梗和叶，一夜之间像是秋姑娘给
大地铺上了一层黑衣。而从土里刨出的红薯却是红彤彤、鲜
亮亮，粉碎后可过箩澄成白生生的粉面，精加工又成了又长
又筋道的粉条，是烩大锅菜必不可少的主料，成为人人爱吃
的大众美味佳肴。秋霜也催生出浓浓的迷雾，像袅袅炊烟弥
漫于广袤的田野，当秋阳喷薄而出后，万丈光芒穿透云层，
驱散迷雾，天空才蔚蓝高旷，大地才辽阔清新，忙碌了一秋
的人们才真正感到心旷神怡，悠然自在!

啊，秋天的田野，你是春日播种寄托的希望，等待秋日里五
谷丰登;你是夏天万物生长的桥梁，没有田野哪还有生长万物
的土壤?你是秋日里累累硕果，没有硕果哪还有囤尖仓满的冬
藏?!

啊。秋天的田野，“寥廓江天万里霜，不是春光，胜似春光，
战地黄花分外香。”秋天的田野的迷人的，秋天的景致是娇
艳的，秋天的色彩是美丽的，秋天的记忆是永久的!我爱秋天
空旷高远丰饶而清新的田野，更爱那风景如画多姿多彩而美
丽的秋色!

秋天的散文随笔篇八

梅溪位于浙江省兰溪市境内，其源头位于浦江的大黄岭（大
洪、大王），向西流经兰溪的横溪、墩头、横木、马涧、香
溪、官塘六个乡镇，在杨村汇入兰江，河道全长50.3公里，
称之为百里梅溪。

横溪是我的故乡，横溪之名也是因梅溪而成。

记忆中的故乡，梅溪水清澈见底，不温不火，潺潺流动。大
小村落分散在梅溪两岸。这里是典型的丘陵地带，地多田少，



远远望去，梅溪就像一条忽隐忽现的丝带，轻轻柔柔地飘在
一幅山水画中。

说到梅溪的秋天，最有特色的是梅溪两岸的田埂、小山坡上
那如红枫般的乌桕树。

梅溪流域因为田少，农民们都很珍惜老天的馈赠，这里的农
民水稻种两熟，秋天种的是晚稻。每逢农历9、10月份，晚稻
陆续熟了，映入眼帘的是沿着梅溪两岸长而狭窄并无规则分
割的田里黄青相间的稻谷。斑驳的金黄色与田埂上山坡丘陵
上乌桕的火红色构成了梅溪流域特有的秋天的景致。

大人们在田地里收割稻谷，孩子们每人一个小竹篮，将不小
心掉落到田里的'稻穗拾到篮里，同时可以捡到的是田埂上面
及滚到田里的一棵棵一串串的乌桕果。乌桕果外被之蜡质称
为桕蜡，可提制皮油，供制高级香皂、蜡纸、蜡烛等；种仁
榨取的油称桕油或青油，供油漆、油墨等用，种皮为制蜡烛
和肥皂的原料，经济价值极高。农家种植乌桕是为了卖给收
购站换钱。

秋天的田野里，到处是欢快的笑声，饿了吃点熟番薯或玉米
棒子，累了喝口自带的水或吃点田里的甘蔗。一般家庭是舍
不得这个时候给孩子们吃甘蔗的。等田里稻谷收割完了，再
把田里的甘蔗收割，大部分送到搾糖厂去搾糖，少部分会用
一种极其巧妙的办法横埋到田里，不用怕虫蛀，不用怕腐烂，
到农历快过年的时候，孩子们每天都巴巴等着，什么时候可
以去起埋在田里的甘蔗。

从土里起来的甘蔗，一般会在大年三十晚上晚餐过后作为甜
点或水果给孩子们吃，同时也作为过年拜年的回礼送给亲戚
朋友。两根甘蔗一起，两头两尾用两根红绳绑着，扛在小孩
肩上，走在路上，那是别样的神气。

等过了农历10月份，梅溪流域的晚稻基本收割或晒干归仓，



梅溪上空秋天的味道则变成了一股特有的香味，那是一种浓
郁的可让游子们兴奋和伤感的味道。晚稻在梅溪有个特有的
名称双季稻，梅溪的双季稻颗粒饱满，握在手上温润如玉，
也不知道是哪家第一次尝试着用双季稻酿酒，用双季稻酿出
来的米酒，酒香弥漫，入口醇绵，甘甜怡人。

冬麦和萝卜菜是梅溪流域的农民们必须要在秋天离去冬天来
临之前播种的两种主要农作物，麦子不像稻谷，稻谷必须种
在田里以及地势比较低有水流过的地方。麦子则可以种到山
上，可以种到乌桕树下刚刚收获了番薯的泥土里。

梅溪的秋天也许就在一夜之间变了颜色，那不是枫叶胜似枫
叶的火红乌桕，那被修葺成一垄垄的黄褐色土地，那条一直
流淌着清澈之水的溪流，还有那大大小小高高低低村落上升
起的炊烟，这又是一幅水墨画，静静地，她就在那里，越来
越近，又越来越远......

秋天的散文随笔篇九

半年前，我家的阳台上不知从哪里飘来一株奄奄一息的紫色
小草，爸爸随手把它栽在一个空花盆的边上，那天我放学回
家后，发现这株紫色的小草竟然是楼上那户人家掉下来的。

种下去后，很长一段时间它都没有反应，直到大半个月后的
一天下午，爸爸说：“阳台上那株紫色的草活过来了!”我愣
了一下，因为我已经把它忘得差不多了，跑到阳台一看：它
已不再是当初的暗紫色了，淡淡的紫色明亮了许多，看起来
也精神了不少，两片叶子的中间还冒出了嫩芽，不过它仍然
是孤零零的一株。

转眼间，半年过去了，楼上那些紫色的草全都枯萎了，而我
们的却越来越茂盛，之前我一直不关心那株草，甚至连看都
不看它一眼，因为它一点也不好看。然而从今年暑假开始，
我会经常去欣赏它了，它不仅长出了许多新的枝叶，还开出



了漂亮的小花。

小花的花瓣也是紫色的，只不过比叶子的颜色还要淡，像是
披了一件紫色的纱衣，花蕊是黄色的，散发着若有若无的清
香，时常会有蜜蜂来一亲芳泽。

开学过后，小花开的越来越多，冒出的嫩芽也越来越多，茂
盛得都长到阳台外面去了，看起来摇摇欲坠，再看看它的根
部：刚开始它一直缩在花盆的边上，现在新冒出的芽却在慢
慢地向花盆中间移动，这真神奇啊!一盆花没长眼睛，也没手
没脚，竟然能感觉到正确的方向并移动!

我上网查了查：原来这种植物叫紫竹梅。嗯，真好听!网上还
说，紫竹梅一般用于家居或者园艺，非常好看。

作者：张树成都列五书池学校

公众号：小树一棵

秋天的散文随笔篇十

天空一碧如洗，一朵白云转眼间变成了一只小兔，一头狮子，
一条蟒蛇，就像是动物学家在大自然中拍摄着照片。

田野里，稻子金黄金黄的，远远望去像一片金色的大海，高
梁扬起黑红黑红的脸庞，大豆举起饱满的豆荚，好像在
说：“农民伯伯，秋天来了，快来收割吧！”

果园里，红通通的苹果成熟了，黄澄澄的橘子，紫莹莹的葡
萄也成熟了。

秋天真美呀!



秋天的散文随笔篇十一

秋日的黄昏，微风习习，褪去了正午的燥热，面对远山西红，
揽落日入怀，还是能感觉到一丝丝秋凉，喜欢这微凉的秋意，
浓浓的秋景。

与秋，一直都是这样喜欢的，轻轻地，淡淡的，就像在这样
一个秋的傍晚，听歌，闻风，嗅香!

天色渐暗，一轮瘦月升起，细如弯钩，伴有稀疏的星点忽明
忽暗。晚风轻轻吹，吹开了笑颜，吹香了阳台的朱兰花开;细
月渐渐明，明亮了心窝，明艳了墙角的菊花朵朵;歌轻轻飘，
飘飞了心思，飘荡起那时离家想家的情怀。

惊叹，生活的无常，人生的变数，以及自然界生命的脆弱与
坚强。

年初约定到外面闯天下犹在眼前，秋末却被逼火速赶回家已
成事实;一个月前还在温州起早贪黑，如今却静坐在家的窗前
静享夜色聆听花开。是计划赶不上变化，还是人心、人为的
突然变卦?凡事总得有它的理由，牵绊着，纠结着，让人不得
不去面对，生活就是这样，在患得患失中度过，在走走停停
里领悟，或许，这就是一个征程结束另一段生活的开始，人
生也就是在这片片段段的结束与开始中组成的。

放弃了跟随外流大军出门的物质追求，但，眼前的秋，依然
饱满、充实，眼前的花草，依然茁壮、成长，如此这般，人
也就跟随着安逸了许多!

在家的时候，每到炎夏或寒冬，我都会将这些花草搬到屋内，
不让它们侵受烈日的曝晒和寒霜的摧残。半年的外出生涯，
风吹雨打，日晒雨淋，回来时已面目全非。在我刚进家院门
的那一刻，傻眼了，我看到的是杂草丛生，花枝枯萎，放在
院子地下的几盆吊兰的垂吊像枯藤一样散落在院子的各个角



落，黄黄的、瘦瘦的，有些根茎像抓到救命稻草般植根于其
它花盆中;还有那盆往年开得浓艳的秋菊，此时枯枝高耸，头
顶上几片枯黄的叶子也是可怜地耷拉着脑袋;还有些花草全然
不见了踪影，剩下的就只是几个空空的花盆寂寞地摆放在那
里。

然而，让我惊讶的是那盆让我怎么也养不好的朱兰花，此时
却是一枝独秀，异常茂盛，耸立在杂草丛中，格外的醒目，
枝头上盛开的那些密密麻麻的小花，散发着阵阵清香，离开
时还是瘦弱矮小，如今却是枝繁叶茂，繁花盛开。

望着眼前这些饱满厚实，清香怡人的小植物，这些就是我前
几年亲手栽种精心培育的，尽管已所剩无几，尽管还有些枯
黄，但活着就是坚强，植物如此，人亦何所畏惧!

轻抚阳台上精心培育的花花草草，嗅闻迎面扑来的阵阵花香，
凝听夜空中丝丝风声，月瘦星稀下，隔窗细数路上散步的行
人，一个、两个，一对、两对……深秋，如此饱满，秋夜，
如此安逸，心，如此平静，要走的路，就在身边，就在眼前
不远的方向。

风声渐息，屋外一片宁静，屋内歌声悠扬，好久没有这样的
心情了，家，是心的港湾，是永远的依靠。半年的漂泊，一
刻不停的牵挂，儿子的突然伤痛，父母的长期病痛，都在自
己手指尖这厚实的秋味里烟消云散!

秋色秋景，秋夜秋爽;秋景秋韵，秋的畅想，走在人生的秋季，
深深地感受这浓得化不开的秋的味道!

秋天的散文随笔篇十二

从来不觉得日子会过得那么恍惚，也从来不觉得一天有多么
漫长。或许我只是在某次不经意的抬头之间，偶然瞥见那大



雁的身影，然后迎面而来的风乱了我低垂整齐的刘海。我才
惊奇，秋天来了，来的如此迅疾，以至于我还依稀记得夏日
把空气灼伤的味道。可那随风落在眼前的枯叶上竟然有一抹
熟悉的笑容。

那个诱惑的女子，又要来倾倒众生了？

由我现住的居所，闯过一条密集的小巷，有一处凉亭。记得
夏天的.某一天，我曾在这里看两个调皮的小家伙在这里追逐
过蝴蝶，跳跳闹闹的像极了天使。可刚入秋的这些天，到凉
亭歇脚的人日益减少了。这似乎与我关系不大，我只是看着，
亭前那几株不知名的野菊，开了花苞，化成了一朵苦色的精
灵。风一吹过，总是会禁不住的起舞。你看我知道她们其实
是喜欢秋天的，就像我有时喜欢安静一样。

说起小巷，倒是最先臣服的。巷子的两旁种着十来株梧桐树，
才没过几天，或许就只是一夜之间，桐叶便染上了淡黄的发
色。若在前几天你走在巷子中，远远望去，它们还有似在初
夏时分，那叶子墨绿的刺眼。可真的只需要一夜之间，吹了
一夜的秋风，那娇媚的女子便偷偷给他们染了妆，上了
色。“桐花万里路，连朝语不息”这可真是怪不得那个诱惑
的女子，换做是我也会早早的把梧桐拉向自己这边，恰说风
情。

记得家中的庭院外也种着一颗梧桐树。我的外祖母是爱极了
花草的人，每年都会从邻居，亲戚家中讨一两株喜秋的植被
养着，说是增添情趣，倒也是个乐在的人。儿时中记忆最深
刻的便是刚入秋，我的外祖母便张罗着我，拿着铲子，花盆
去邻居家移植几株月季，秋菊来养着。

接下来总是忙碌的日子，外祖母上了年纪，有诸多不便，可
还是忘不了那些花儿草儿，常常招呼我朝九晚五的照料着。
我也正是从中学会了，怎样养花，也得知了一些花儿的脾性。
深秋之后，外祖母常常会伴着那些花儿痴笑着，我问她为什



么，每次都只是笑而不语，我也总是急不可耐的追问着。

每到这时，总是把我亲昵的拉过去，倚在她身边，向我讲些
许多我不知道的神话，或是自己小时候的琐事。至今想起依
然觉得那段时光依旧是如此的令人怀念和向往。有些不知所
云的故事我也渐渐淡忘，只是知道，每一个故事之间，我总
记得，那圆的如白玉盘一样的明月，撒着经年不息的光芒，
也伴着一个孩子懵懂的小小心思，生根，发芽。

我想那梧桐也必定有了自己得以舒展的枝桠，上面也必定挂
着心形的枯黄的叶子。“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梧桐深院
锁清秋”而我只是思量着，那梧桐有没有“锁清秋”的胸怀。

那金色的画笔总有一个妖媚女子的笑容。我深情地望着，我
知道我总也逃不过她的笑，就像我知道今晚的月亮依旧洁白
诱人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