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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花夕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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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随笔

在四季的轮回中，草木是最能感知季节变

化的生灵。它们无需言语，便能以最直接的方

式诉说着时间的流转。唐朝诗人刘言史有诗

曰：“律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其

实，秋到人间时，草木亦是最早感知的。

“榈庭多落叶，慨然已知秋。”不知从什么时

候开始，我们对季节的更迭变得很不敏感。我

们不曾留意秋天的第一滴露，何时在大地上蔓

延的；也没留意秋天的第一缕风，何时在耳畔吹

过的。我们只有看到叶子悠然地从树上飘下，

才恍然大悟，哦，秋天来了。去山林里走走吧，

看一场秋叶狂欢的大戏。枫树的叶子在枝头换

装，栾树的叶子在枝头舞动，银杏树的叶子在空

中翻飞，法桐树的叶子在大地上歌唱……随手

拾起一片，这不正是一张大自然的乐谱吗？那

细腻的叶脉就是一行行的音符，纵然这乐谱上

没有标注五线谱，亦没有写满旋律，但每一根

纹路都记录着一段时光的低语，一种生命的承

接——落叶归根，新叶将生。

“莫道春花独照人，秋花未必怯青春。”季

节的更迭里，花草是最忠实的记录者。秋的脚

步悄然无声，却在花儿们你来我往的色彩中显

露无遗。菊倚着篱笆绽放，花色绚烂。一丛金

黄，极尽明亮温暖；一丛粉紫，极尽娇俏可人；

一丛雪白，极尽从容淡定。人看过去，心中便

生出几分宁静与淡泊。桂花乘着夜色绽放，香

气源源不断。跟着风去远行，十里八村里都是

大把大把的香甜；围着人打转转，不由分说地

落在你的眉眼间，衣衫上，连笑容里都被浸染

了芬芳。扁豆花在草垛上缠绵，一簇簇小花儿

从枝叶间探出头来，像一群古灵精怪的小丫

头，无拘无束，恣意挥洒着自己的快乐与活

力。清秋已来，秋花未央，一派岁月静好。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秋一来，大地

便展开了怀抱，以斑斓的色彩，迎接植物们的分

娩。金色的稻穗垂下了沉甸甸的头颅，仿佛虔

诚的朝圣者，聆听着镰刀霍霍的呼唤声。高粱

举着火炬般的穗子，燃烧着天边的云朵，火烧云

的盛景里，可有它贡献的力量？棉花吹吹打打

地绽放了，一朵挨着一朵，轻轻摇曳，摇曳出阳

光的暖，云朵的软。一串串秋葡萄在架子上登

高眺望，眼眸里溢满晶莹剔透的紫，心中融入人

间烟火的甜。农人们忙碌的身影在田间地头来

回穿梭，汗水滚滚而下，滴落在泥土里，为这片

泥土献上最后的敬意。春种秋收，是大地最朴

素的轮回，也是努力自有回报的见证。

草木知秋，人亦当觉。我们应该学会像草

木一样，去感知生活的节奏，去顺应自然的法

则。不急不躁，在岁月的流转中安然生长；不

慌不忙，在时光的长河里自得其乐；不争不抢，

在生命的旅程中悠然前行。如此，甚好。

孤身在外工作生活时，搬

家成了常态，或许是因为房东

涨租金，或许是因为工作变

动。寻租新居时，交通便利是

首选，但是在我心里，还有一

个永远不会改变的条件：家附

近 要 有 24 小 时 营 业 的 便 利

店。

有人说，24小时便利店是

城市之光。它用一杯温热的

杯面，或者一杯咖啡，慰劳我

们疲惫的肠胃，化解孤独的情

绪。记不清有多少次了，加班

到很晚，拖着疲惫的身躯往家

赶，心里忽然涌现无边的空

落，走到家附近的便利店时，

门前那盏温暖的灯，神奇般具

有了某种热度，迅速让我抽离

悲伤。

每一次走进便利店，我都

很快乐。便利店开在家附近，

经营者多为社区居民，热情而

友善。由于做的是街坊生意，

店家与常光顾的顾客有说有

笑，有较深厚的感情，往往还

可以赊账，甚至打个电话就能把东西送上楼。便利店之特色

多为“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凡家居用品大多皆可购买，背后有

美人写真的塑料镜子，花花绿绿的红白蓝胶袋，从用的马桶塞

到吃的即热火锅，应有尽有，店内布置或许有点凌乱，但全部

货品一目了然。

便利店令生活变得安心，还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微小幸

福感。因为它能解燃眉之急，面条下锅了，忽然发现家里没有

酱，迅速冲下楼去买一袋，回来面正好出锅；它还可以帮我收快

递，不管我出差几天，都不用担心丢了；当遇到生活问题的时候，

店里的大叔大婶，具有丰富的生活经验，轻易就帮我化解了……

在这里，我不用再端着架子，像在家里一样放松，我喜欢这种感

觉。有时候下班早了点，不买什么也愿意到便利店先落了脚，这

看看，那摸摸，和老板闲聊几句，即使空手走出便利店，也有一种

融入世俗的快活感。

便利店里还隐藏着你意想不到的美食生态圈。它不再是来

不及吃饭的上班族解一时饥饿之地，更演变成一种美食特色商

店，我特别喜欢这里的关东煮、小烤肠、小笼包。你买了方便面，

老板帮你泡上；买了肉夹馍，老板帮你加热，冬天有热奶茶，夏天

有冰镇饮料。还有一些奇奇怪怪的小吃，融合了的四方口味。

据说在海外甚至有专门的便利店美食研究小组，还有人致力于

吃遍便利店的每一个味道。

便利店不仅仅是满足生活需求的地方，它还充满了故事，你

会看到各种各样的人，或行色匆匆，或悠然自得，都在这个小小

的空间里，演绎着自己的人生。在电影《志明与春娇》里，春娇费

了好大劲，从便利店买来肉酱意粉带到北京给志明吃，让他觉得

有个人爱着是那么幸福。而我想吃意面得自己买，但我相信属

于我的爱情一定正在派送中。我的爱情发生在哪里我无法预

测，内心隐隐约约希望与便利店有关，温暖、轻松、接地气，更容

易走进婚姻。

深夜漫漫，便利店为孤独的人们带来了不打烊的温暖，也是

异乡人最温情的一处港湾。

秀色江南烟雨蒙，轻荷香乱美人风。

一声鸥鹭管弦乐，几叶扁舟蓑笠翁。

所想所思吟不尽，此情此景韵无穷。

放晴初霁观千嶂，水墨丹青醉眼瞳。

周敦颐的爱莲说出，谁还会轻易地说自

己不爱莲呢？余光中是个特立独行的人，他

在《莲的联想》中说，“已经进入中年，还如此

迷信，迷信着美，对此莲池，我欲下跪”，余光

中笔下的莲池，沉淀着人到中年仍然葆有着

对美的迷信。

其实不只是余光中，我们每个人的心中

都一直有着关于莲的联想，联想中的一缕莲

香给予我们四时的温暖。那是诗人目光穿透

莲池瞬间的联想，“诺，叶何甜甜，莲何翩翩，

你可能想象，美在其中，神在其上”。“我在其

侧，我在其间”，那不只是诗人的忘我，也是我

们流连不舍的目光，是我们心中一个执著的

梦。

我生活的小城中的一片湖，藏于闹市，湖

水倒映着俗世的繁华与喧嚣。湖的一隅，有

一方莲池，安安静静，任由楼影山色倒映，天

光云影徘徊，静谧唯美，那是深邃含情的湖的

眼眸。

春日午后，阳光清澈，莲池仿佛一面打开

天堂舷窗的平镜，柔媚的桃红柳绿迎春黄，都

映在莲池里，透明而又神秘。走近莲池，你也

在池中看到了自己，一样的春光明媚。池底

的水草青青，摇曳着，仿佛是镜中透雕的暗

纹。蓝天如洗，白云团絮，曼妙舒展的身姿，

在莲池中徜徉，又好像要浮出水面般。莲好

像是静美光影盛宴中的缺席者，嫩叶如迷失

在天堂的天使，一点一点粉绿浅黄的淡影，在

浅褐色莲梗的牵动下，浮在湖光云影里，像初

入厅堂的新嫁娘，对着眩目满池的热闹含羞

不语，水样的娇羞妩媚中，是莲该有的清纯明

净。

夏天，莲池满溢着喧闹和快乐，我们的

莲想，伴着快乐欲飞。江南采莲时节，欲飞

的是鱼戏莲池的喧闹，“鱼戏莲叶东，鱼戏莲

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鱼在莲叶

间游来游去，风中的莲叶也在顾盼，在伴着

鱼儿的快乐。南塘可采莲，采莲女的快乐惹

起满池荷风哗然，人没于莲花莲叶中，快乐

中的一低头，竟也惹起采莲女清澈如水的思

念，思念莲池的某个夏日，思念莲池边的一

次偶遇吗。

“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已是秋天

了。采莲归来的渔舟满载着快乐，浣衣归来

的女子看见莲随舟动的快乐，该是一脸的羡

慕吧。深秋的天气在清冷中残留着一点温

暖，像极了林黛玉的性情，她说自己最不喜欢

李商隐的诗，却无端地喜欢“秋阴不散霜飞

晚，留得枯荷听雨声。”深秋的莲池，天空一片

阴霾，迟迟不肯散去，霜竟然也来得迟了。微

雨淅淅沥沥，一片错落有致的声响停在枯荷

之上，更兼一番清冷，残留在心里的，是李商

隐雨夜怀人的暖，还是林黛玉一声轻叹中的

冷，心境如此，其中的冷暖是诗境，也是禅境。

我偏爱冬日枯荷，爱看它映在冬日莲池

的白水里，深深浅浅的灰色，莲影有着木刻版

画般简洁的线条，黑白灰三色的单纯与调和，

是一种葆有生命本真的静谧。爱看它孑然独

立的身姿，那种弯曲、折断的残枝枯荷，其形

如鹤，如饮啄水中的鸟的黑白剪影，是一份穿

越寒冷的灵动的唯美。看吴冠中的《荷塘》与

《残荷》时，我常想，这几茎枯残的荷枝是否能

经历几番风雪和严寒，留得一茎残枝，在春雪

消融中，守望明媚湖光里泛出的一点淡淡莲

的新绿来。

夏天，作枯荷想，有些不合时宜。而在盛

夏，联想到一池，或是一纸枯荷，又是别有意

味的。

四 时 莲 想
□章铜胜

地平线上升起太阳

年轻的心激情荡漾

跨越山海追逐梦想

天地之间自由飞翔

We are all together

友谊的鲜花一路芬芳

欢乐的歌声传遍四方

你的微笑温暖我胸膛

亚细亚迎来美丽曙光

绿茵场上华丽绽放

我们聚焦世界目光

全力以赴热血激昂

胜利之杯无上荣光

We are all together

友谊的鲜花一路芬芳

欢乐的歌声传遍四方

你的微笑温暖我胸膛

亚细亚迎来美丽曙光

秋到人间草木知
□司德珍

曙 光
□柴鹏宇

深
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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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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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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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山游
□刘希军

清幽涧谷瀑飞流，野钓孤翁脆鸟啾。

惬意何须三碗醉，兰风竟与碧波羞。

立秋随笔
□纪斌

夷则归来又是秋，天高气爽果香幽。

桑麻遍地青山绿，落日余晖美故州。

夜宿山村
□孟立群

杏帘在望酒香浓，小巷炊烟暮色彤。

留宿荒村云淡淡，亲朋共聚夜重重。

长天燕落山含绿，茅舍蜂来花吐红。

已过三更兴未尽，不知何日再相逢。

轻荷香乱美人风
□王华

在珲春有一处极具历史价值的文物古迹

——龙虎石刻。稍对珲春历史了解的人都知

道，龙虎石刻是吴大澂在珲春时书写的，那他

又是在什么情况下留下这寓意深刻的字迹呢？

吴大澂生于道光十五年（1835年），卒于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都察院左副都御

史。初名大淳，避清穆宗讳改名为吴大澂，字

止敬，又字清卿，号恒轩，晚年又号白云山樵、

愙斋，江苏省吴县（今苏州）人。清代官员、学

者、金石学家、书画家，是清代光绪初年对开

发建设珲春有突出贡献的人士。

文韬武略、靖边爱国的吴大澂自幼好学，

同治七年（1868年），会试、殿试皆中，授翰林

院庶吉士、散馆编修。同治十二年，任陕甘学

政。光绪四年（1878 年），补授河南河北道。

光绪六年（1880年），赏三品卿衔，赴宁古塔、

三姓、珲春等地，督办边务和屯垦事宜，会同

吉林将军铭安，开辟宁古塔至三姓、珲春、三

岔口等驿道，编练防军，创建吉林机器局。光

绪七年（1881年），补授太仆寺卿。光绪九年

（1883 年），擢太宗寺卿，后补授通政司通政

使。奉命前往吉林珲春与沙俄交涉边务，收

回部分主权，在岩杵河签订《中俄珲春东界

约》，明确规定中国有从图们江出海权。光绪

十二年（1886年）11月擢广东巡抚。光绪十三

年（1887年）8月，署河南山东河道总督。光绪

十八年（1892年）授湖南巡抚。中日甲午战争

起，他率湘军出关收复海城，因兵败被革职。

其著述有《皇华纪程》《吉林勘界记》等。

1880年吴大澂治军吉林，当年12月2日

就来到珲春检阅副将郭长云所训练的卫字军

马队1营、步兵2营，在途经珲春凉水时书写

了“劝农所”牌匾一块，招民垦殖。1881年11

月初，由吉林启程赴三姓查阅防军，于12月

初又来珲春，同依克唐阿和郭梯阶副将等周

历边境和炮台。1882年11月，吴大澂从宁古

塔再次来到珲春，与依克唐阿、郭梯阶、简斋

一同到廓米萨尔（俄地方官衔）处，因沙俄人

侵略珲春黑顶子与之交涉辩论，廓米萨尔请

缓至来年3月，由两国派员会勘，再行划还中

国。同日与廓米萨尔一同至克拉斯基诺，看

海中间之岭，吴大澂指出：“此为条约所载，而

旧图（咸丰十一年勘界时图）并无其他，显有

错误。”1885年12月，奉命同珲春副都统依克

唐阿会勘吉林东界，于1886年1月17日，由

天津起航，3月2日到达珲春。9月19日由岩

杵河至克拉斯基诺乘轮回天津。历时6个月

17天，其间，同俄使巴拉诺夫、马秋宁等人在

岩杵河进行勘边谈判。在谈判中，吴大澂、依

克唐阿据理力争，终于达成协议。于1886年

10月12日正式签订《中俄珲春东界约》及《中

俄查勘两国交界道路记》。含补立“土”字牌，

添立“啦”“萨”“玛”字界牌和一至十八记号，

收回黑顶子，争得图们江口通航权等，从而捍

卫了祖国的神圣领土。

吴大澂与吉林将军铭安于吉林建立边防

军队，改原有八旗兵，废除世袭制，改为招募

制，共建防军马步13营，5000人。次年防军

增至9000人，后统称靖边军，经过严格训练，

已“悉成劲旅”。在珲春修筑东、西炮台，为防

御沙俄从水上入侵，还创建图们江、松花江水

师营。同时设立招垦局，移民垦荒，推行实边

政策。他经过实地勘查，确定以珲春和三岔

口所属边地为招垦中心，设立珲春招垦局，下

设五道沟和南岗分局。招垦范围广泛，且规

定许多优惠政策。为给垦民、商旅和军队提

供方便，1880 年底，修筑从宁古塔至吉林省

城（今吉林市）长达300公里的大道及北、东

线大道，建有百余座木桥，还增加许多驿站，

加强了边疆的防务力量。

吴大澂从1880年到1886年，前后共4次

来珲春。他整军经武，驻军靖边，设局招垦，

移民实边，躬勘边界，立牌固边。他在长岭添

立铜柱并勒名其上“疆域有表国有维，此柱可

立不可移”，表现了对神圣领土的挚爱之心。

他在光绪十二年勘边时曾经多次书写“龙虎”

二字，抒发其“龙骧虎视”的大无畏爱国精

神。龙虎石刻就是珲春人民为纪念爱国大臣

吴大澂谈判胜利而建立的。珲春人民将吴大

澂书写的“龙虎”二字錾刻在高2米的平面花

岗岩石上，称为“龙虎石”，石刻正面篆书阴刻

“龙虎”二字，左下竖刻“吴大澂书”，字体流

畅，气势磅礴。

（摘编自《档案吉林·珲春市卷》）

吴大澂与珲春龙虎石刻
□陈慧金 寿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