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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眼青山果子黄，
金波稻穗笑芬芳。
草碧蛩唱葡萄馥，
人美莺啼杞酒香。
山世界，水文章，
向荣时代颂辉煌。
低吟诗赋烟霞气，
一醉襟怀恋故乡。

鹧鸪天·家乡秋色
□ 徐 和

退休了，每天都要到海宝公园走一走唱一
唱，碰到老友再侃一侃，这是我最惬意的退休生
活。走着走着，发现公园里的树儿高了，花儿更
加艳丽，鸟儿越来越多，一切比以前更美了，不
信，请你也来看看。

春天到了，和煦的微风与温暖的阳光将海宝
公园亲吻出一派鲜嫩的绿色，绒毯似的草地和翠
玉般的柳枝散发出大地苏醒的芳香；海宝塔像一
颗宝石镶嵌在密林深处，显得肃穆典雅，雄伟庄
严。晨练的人们在周围跳操、打拳、唱歌、跑步、
走路、甩鞭子。

成千上万的鸟儿在空中和林间飞来舞去争
鸣不已；南方归来的红嘴鸥最惹人喜爱，它们争
先恐后从空中俯冲下来争抢人们高高举起的奶
油面包。有人说：这是从云南滇池飞来的，只有
那里的红嘴鸥才会抢面包。有人马上反对说：不
一定，哪儿的红嘴鸥都会抢面包。那些天，公园
副食摊点的面包卖得好极了，人们都想犒劳一下
这些远道而来的小精灵。

10 多天后，公园里的杨树、松树、槐树和沙
枣、白蜡、银杏等各类乔、灌木相继吐芽成长，更
显得万木葱茏，苍翠欲滴。

这还不是海宝公园最美的春天，10多天后，

桃花、杏花、沙枣花、迎春花，还有数不清的叫不
出名字的各类花树花草悄然绽放。它们或含苞
吐蕊，或万紫千红，或争奇斗艳，或花香沁脑。真
的是春色满园关不住，一花引来万花香啊！

夏日里，火热的太阳炙烤大地，海宝公园却
很凉爽。

这里的林木枝繁叶茂，绿树成荫，举目望去，
恰似一片绿色海洋郁郁葱葱，令人心旷神怡，很
多人坐在绿荫下栖息纳凉，陶情适性；淑女般的
北塔湖碧波荡漾，显得温柔依依，含情脉脉；湖水
中游船点点、芦苇丛丛、荷叶翩翩；海宝塔倒映在
湖水中显得美轮美奂。

“上口了，上口了！”只见垂钓人双手握紧鱼
竿立起身，得意地在水面上遛着鱼，他的鱼竿快
弯成 360度，不一会儿，一条 3斤多重的大鲤鱼被
抄上了岸，众人一片叫好；众多造型优美的石拱
桥、石板桥、木曲桥跨过湖面将园内景物相连；高
低凸凹的假山、蜿蜒流淌的河道、长长的仿古连
廊、唯美的亭台楼阁参差错落；石铺的大路、砖砌
的小径、塑胶跑道在密林中四通八达，曲径通幽。

男孩儿们穿上短衣短裤在游乐场、在树上、
在草地上玩得不亦乐乎，小女孩穿上花裙子像蝴
蝶般在林间舞蹈嬉戏。

浓密的树荫下到处是黑白相间的喜鹊，它们
叽叽喳喳，边找虫子边聊天，有时还仿佛向看着
他们的游人喊道：不许听我们的悄悄话。

几场秋雨后，公园更美了，远远望去，这里就
像一幅色彩艳丽的天然油画，黄、红、褐、绿各种
颜色相互交织灿烂夺目，不少树叶已飘落在草坪
和弯曲的道路上。

这也是最快乐的季节，仿佛人人都是摄影
家，人人都是模特。尤其是女士，她们穿上美丽
的时装，带上十几条五颜六色的纱巾，三五成群
在树荫下、花丛中、小桥旁留下倩影，她们也是公
园一景。

男士们在秋日里似乎更有活力。公园里有
几个篮球场，上至 80岁的老翁，下至七八岁的孩
童都有各自的场地和球友，上百个健身器材被玩
出了上千个奇葩花样，不信你看：他们在单杠上太
空漫步、倒挂金钟、打倒立、360度大回环，在双杠
上玩俯卧撑、劈叉、倒立，而其它器材更让他们玩
得五花八门变化多端，公园里充满了活力。

寒冬的海宝公园比任何季节都热闹。在确
保安全的前提下，在广阔的冰面上，有专人组织
的冰上龙舟比赛、速滑比赛、冰车比赛，也有商家
带来的樱花转转、章鱼转转、冰上漂移、冰上自行

车、碰碰车、卡丁车、滚筒、雪地坦克、香蕉船等孩
子们喜欢的项目。还有很多人，喜欢戴上棉帽口
罩，带上冰上器材自娱自乐，人们玩得不亦乐乎，
尽兴而归。

这里还是一个文化公园，当你从南大门进
入，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唐太宗灵州会盟的群像雕
塑，朔风中，让人瞬间回到了昔日贞观之治的大
唐盛世。紧接着，开边大将蒙恬、针灸鼻祖皇甫
谧、北魏名将刁雍、清朝名将赵良栋，以及众多为
宁夏和华夏做出卓越贡献的历史人物雕像栩栩
如生地矗立园中。

公园深处的连廊里、舞台上、长亭间丝弦
悠扬，琴瑟相和，婉转动听，余音袅袅，唱的人
声情并茂，演的人壮怀激烈。到了傍晚，又有
很多人不顾寒冷，聚拢在大小不同的广场和舞
台上翩翩起舞，步步昂扬。海宝公园呈现出一
派国泰民安，山河无恙的幸福景象。这时，五
光十色的彩灯将宝塔周身照耀得金光灿灿，真
是光彩夺目，美不胜收。此时我诗兴大发，随
口吟道：“海宝古塔曜银川，拔地而起入云端，
方形九层十一级，亚字密檐气宇轩。奕奕琉璃
尖刹顶，层层出檐筑拱券，风铃燕鸥鸣交响，福
佑一千五百年。”

海 宝 公 园 的 四 季
□ 朱正雄

文艺批评作为一种学科，是一种具有创造性
的精神劳动，不仅需要作者的才气、智力、学识，
更需要作者的人格历练和节操修为。它不仅仅
是对文艺作品好坏的简单评判，更是对文艺创作
者的引领与指导。

当下，一些报刊、网络，批评家的身影几乎无
处不在，遗憾的是，其中一些文艺批评，要么浮光
掠影，蜻蜓点水；要么隔岸观火，隔靴搔痒；要么只
见个案，不见全局；要么大而化之地提几点“仅供
参考”的意见，更遑论深度分析的“批评”。还有一
种现象是，真诚的批评，成了文坛上的“稀客”，即
使有些“对事不对人”的批评，也常常会触发被批
评者的敏感，惹出种种麻烦来。在一些人眼里，搞
批评是得罪人、吃力不讨好的事。这种现象，小而
言之，放弃了文艺批评的社会担当，对创作百害而
无一利；大而言之，混淆了文艺审美的标准，对文
艺批评生态带来一定的隐忧。

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犹如车之两轮、鸟之双
翅，缺一不可。批评不仅仅是艺术的镜子，文艺批

评也是写作者的一面镜子。优秀的批评家之所以
优秀，在于他以真诚的阅读体验，直率敢言，说出
自己的分析判断，进而从历史和美学的维度对作
品进行把握；真正的作家也并不畏惧批评，相反，
能从坦诚中肯、有价值的批评中受益，检视自己的
创作，深化文学思考。优秀的文学批评文章能够
带给作者与读者以艺术审美，会点燃读者的思想，
点亮作者的心灯，给作者以全新的启迪。

文学的繁荣离不开作家和批评家的共同努
力。19 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天空之所以群星璀
璨，是因为不仅有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
尔斯泰、契诃夫、果戈理、普希金、莱蒙托夫等文
学巨匠，而且有与之比肩的别林斯基、车尔尼雪
夫斯基等大批评家。倘若没有那些批评家的精
彩演绎与阐释，俄罗斯众多伟大作家的光辉会黯
淡许多。

优秀的批评家应该是社会弊病的批评者和
美好人性的追寻者。考量一个文学家是否合格
的重要标准，是看他有没有一种能负载起整个人

类苦难的情怀，有没有悲悯万物的真诚的心灵，
正如巴金所说的那样：“我写作的最高境界、我的
理想绝不是完美的技巧，而是高尔基草原故事中
的‘勇士丹柯’——‘他用手抓开自己的胸膛，掏出
一颗燃烧的心，高高地举在头上’”。一个写作者
只要能最大限度地对自己的文字真诚，把心交给
读者，就已经很好。

文艺批评是一种富于担当、良心和勇气的职
业。要有批评家独到的眼光和文笔，实事求是的
论成绩、说问题，“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
无偏无党，不激不随”。批评家要具有较高的审
美眼光和敏锐的判断力，要出于公心，论从史出、
高瞻远瞩、严谨客观、褒优贬劣、激浊扬清，绝不
可跟在创作后面亦步亦趋地寄居或寄生。要抛
开人情羁绊，分清优劣、明晰善恶、辨别美丑，坚
持好处说好，坏处说坏，讲真话，摒私情，维护艺
术真理的标准。

鲁迅先生曾将文艺批评形象地比喻成“剜烂
苹果”，“把烂的剜掉，把好的留下来吃”。从某种

意义上讲，写作者能够听得进批评之声，是胸襟
开阔、坦坦荡荡的表现。如此说来，营造良好的
批评氛围，不仅需要作家从自身做起，更需要批
评家用理性、客观的评论反映人民对文艺精品的
呼唤和人民大众的审美要求，讴歌真善美，鞭挞
假丑恶，给人民以信仰的坚守，精神的力量和美
好的启迪。

在当下的文艺批评中，要尽快改变“贫血”
和“缺钙”的现状，打磨好文艺批评这把“利器”，
推出贴近创作实际的、内容深入浅出、语言新鲜
活泼、风格质朴清新、篇幅短小精悍，且能凝聚
社会共识的评论文章。这样，才可能繁荣当代
的文学创作与批评，才能彻底发挥好文艺评论

“引导创作、多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的
重要作用。

作者简介：赵炳庭，宁夏西吉县人，宁夏作家
协会会员，中国当代文学校园文学委员会常务理
事。作品入选《小品文选刊》《散文选刊》《海外文
摘》等多种文学选刊。

文艺批评的责任与坚守
□ 赵炳庭

一

元二，一个多么幸福的人！在王维的诗里
鲜活了一千多年。

西出阳关无故人。
阳关以西，安西路迢迢，相伴无知己。
阳关以东，才有牵挂的故人，和故人的

牵挂。
王维是他阳关东面的故人，天下书生

是他阳关东面的故人，我也是他阳关东面
的故人。

二

元二，这个忠实的信使，把渭城的一场春
雨，从盛唐带到我的眼前，带进我的心里。

盛唐的春柳摇曳多姿，盛唐的酒香绵长醇
厚，盛唐的风流动人心弦。

那个寄信的人，正是诗人王维。

三

一千多年前那场送别酒，送别的是元二，也
是盛唐。

千年以后，盛唐繁华落尽，只留下一个依稀
的背影，渐行渐远。

而西出阳关的元二，始终没有走远。
他踟蹰在那首诗里，日夜东望长安，一叹

千年。

读《送元二使安西》
□ 杜学华

清晨，微微秋风带来丝丝凉意，虽然天阴
沉着脸，但是并没有影响我和海鸥姐相约挑
野菜的心情，我俩骑上心爱的自行车，踏上了
旅途。

骑行在喧闹的市区，小汽车、电动车络绎不
绝，多年不骑自行车的我小心翼翼地紧跟在海
鸥姐的后面，稍不留神就掉队了。穿过景观渠
到新区，道路特别宽敞，行人少了很多，阵阵秋
风携带着零星小雨飘飘洒洒，风轻柔地抚摸着
我的脸庞，雨温润如玉地滋润着我，浑身凉爽惬
意，我俩笑着、说着，不由自主的加快速度，与风
赛跑，与雨相拥，仿佛找回了中学时代骑着自行
车上学的感觉，心旷神怡，我像快活的小小鸟，
飞呀飞呀，飞向远方。

滨河路的南边，黄河的北边，有好长好大的
一块草坪，草坪里种植了钻天杨，稠密挺拔，直
冲云霄；中间还穿插种植了许多郁郁葱葱的松
树，顽强地守护着家园。海鸥姐说：这里有好多
野菜，苦苦菜、蒲公英、艾，运气好还可以寻觅到
野生蘑菇。海鸥姐在朋友圈里是有名的野菜达
人，她早已备好剪子、铲刀、塑料袋。我一手拎
着袋子，一手拿着剪子，瞪大眼睛寻找苦苦菜的
身影，苦苦菜却和我捉迷藏，全无踪迹，蒲公英

的身姿优先跳入眼睑，我小心翼翼地剪下蒲公
英，别看小小的蒲公英 ，药用价值还蛮高呢，具
有清热解毒的功效。每年春季踏青，我都要挑
点蒲公英或苦苦菜，把蒲公英或苦苦菜捡净、洗
净、焯水、凉开水浸泡、捞出、捏干水分、切小段、
装盘，用蒜泥、盐、醋、胡麻油调汁拌匀，口感微
苦柔软的蒲公英和苦苦菜就端上了餐桌，瞬间
被一扫而光。

雨纷纷，树当伞。我俩尽情地畅游在绿色
草毯上，我挑了点蒲公英，就想再挑点苦苦菜，
海鸥姐火眼金睛，看见一大片苦苦菜，喊我过去
挑，笑声、雨滴声在绿色海洋中奏响。

我犹如置身在世外桃源，远离城市的喧嚣，
忘记人间的烦恼，此刻雨水像魔术大师，苦苦菜
的叶子就像出水芙蓉那么鲜嫩、肥硕、翠绿，让
我好生欢喜，我麻利地边挑边捡，海鸥姐跑着去
寻找蘑菇，一眨眼就不见踪影。我挑了一会，直
起腰活动活动，雨还在下，我的上衣袖子被雨水
打湿了，幸好头上戴着帽子护住脑袋，我遥望远
处，雾气蒙蒙，很有江南情调。此时，海鸥姐喊
我到东边，果然，这里有好多苦苦菜，又俊又
大。雨越下越大，我全然没有回家的欲望，不知
不觉收获了满满一大袋苦苦菜。

海鸥姐陪伴着我，我的心里暖暖的，多么
温暖的海鸥姐啊！心里永远装着亲朋好友，每
年不知道有多少朋友都吃到了她送的速冻或
新鲜的爱心苦苦菜、苦苦菜饺子、地软包子和
手工钩织的漂亮包包、帽子、拖鞋等。张姐姐
给我说：她回深圳时，海鸥姐给她送来好多野
菜，塞了一大包，恨不得把她家的冰箱都给她
装上。

此时，马路上风雨交加，汽车在雨中飞驰，
激起朵朵浪花。海鸥姐早已帮我擦去自行车车
座上的雨水，我俩骑上自行车一路狂奔，雨水模
糊了眼睛，我用袖子擦掉，我俩享受着雨的洗
礼，虽然淋成了落汤鸡，但心里十分愉悦，海鸥
姐看我穿得薄，怕我淋感冒，嘱咐我回去立即洗
个热水澡，熬点姜汤喝。

我们和雨赛跑，感觉浑身是力，自行车越蹬
越快，海鸥姐笑着说：挑苦苦菜又脏又累，捡起
来又麻烦，有人问我你图啥呢？我笑着回答：挑
苦苦菜的乐趣和我俩建立起来的友情是金钱买
不到的啊！

秋雨纷纷野菜田田，我们挑的是野菜，拾起
的是友情，寻找的是乐趣，追求的是对美好生活
的渴望和回忆。

秋雨纷纷野菜田田
□ 孟宪芸

时序匆匆，光阴荏苒，
不经意间又到秋天。

“秋，揪也，物于此而揪
敛也。”立秋也称七月节，是
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三个
节气，是秋季开始的节气。
据史载，宋时立秋这一天，
皇宫里要把栽在盆里的梧
桐移入殿内，百官到场等
候，“立秋”时辰一到，太史官
便高声奏道：“秋来了。”这
时，梧桐会应声落下一两片
叶子，以寓报秋之意。其实
从周朝开始，每逢由夏转秋
之际，皇帝率文武百官到都
城外的西郊迎秋，并举行祭
祀少嗥、丰收的仪式，表达对
自然的敬畏。《礼记·月令》
云：“天子乃齐。立秋之日，
天子亲帅三公、九卿、诸侯、
大夫，以迎秋于西郊。”

这么重要的节气，民间自然也要热热闹闹
迎秋，这天，以悬秤称人，将体重与立夏时对比
来检验肥瘦，体重减轻叫“苦夏”。那时人们对
健康的评判，往往只以胖瘦做标准。瘦了当然
需要“补”，补的办法就是多吃肉食“贴秋膘”。

“贴秋膘”最早传于北方，这与北方的气候有
关。而江南立秋后，天气不会马上转凉，暑湿
还比较重，很多地方立秋节气后有“啃秋”的习
俗，民国时期出版的《首都志》记载：“立秋前一
日，食西瓜，谓之啃秋。”有迎秋之意，后来人们
把在立秋当天吃西瓜也称之“啃秋”。

立秋喻示着秋天的到来，历代文人墨客总
会吟诗作赋，以抒心怀。唐代诗人齐己《新秋》
诗中云：“始惊三伏尽，又遇立秋时。露彩朝还
冷，云峰晚更奇。垄香禾半熟，原迥草微衰。幸
好清光里，安仁谩起悲。”宋代诗人刘翰的《立
秋》云：“乳鸦啼散玉屏空，一枕新凉一扇风。
睡起秋声无觅处，满阶梧叶月明中。”全诗皆格
调清和，淡远有致，写出了夏秋交替时的节令
变化。

杜甫《立秋》诗云：“兹晨戒流火，商飙早
已惊。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到了立秋，
梧桐树开始落叶，虽说蝉鸣高树，依然声嘶力
竭如流火盛夏，但不管怎么听，都夹杂着丝丝
缕缕的悲戚苍凉之感，故自古便有“悲秋”一
说。如唐代诗人李益在立秋前一日览镜自
照，深慨韶华不再，惆怅不已：“万事销身外，
生涯在镜中。唯将两鬓雪，明日对秋风。”晚
唐诗人令狐楚在《立秋日悲怀》：“清晓上高
台，秋风今日来。又添新节恨，犹抱故年哀。
泪岂挥能尽，泉终闭不开。更伤春月过，私服
示无缞。”北宋诗人宋祁在《中山立秋》说：“白
发光阴诚可惜，五年搔首望长安。”宋代诗人
杨齐《立秋后有感》云：“功名未了男儿事，争
遣心头系得旌。”他们所抒发的，是光阴虚度
秋意浓的悲凉。

古代分立秋为三候：“一候凉风至；二候白
露生；三候寒蝉鸣。”即立秋头5天刮风时人们
会感觉到凉爽，因为这时的风已不同于暑天的
热风；中5天，大地上早晨会有白色露水产生；
后 5天，蝉开始鸣叫了。唐代诗人司空曙在
《立秋日》中写道：“律变新秋至，萧条自此初。
花酣莲报谢，叶在柳呈疏。澹日非云映，清风
似雨馀。卷帘凉暗度，迎扇暑先除。草静多翻
燕，波澄乍露鱼。今朝散骑省，作赋兴何如。”
生动地描写了初秋时分，天气转凉，秋意阑珊
的怡人景色。刘禹锡在《秋词》里亦写道：“自
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
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全诗气势雄浑，意境
壮丽，讴歌了秋天的美好，为我们展现了一幅
开阔辽远而又富有生气的景象，引人积极进取
奋发向上。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立秋是一个
季节的结束，也是另一个季节的开始。秋天
是美的，美得那么实实在在，金风扫尽炎夏，
秋高气爽，木叶斑斓，万物渐趋成熟，大地丰
收在望。

秋

词

□

钟

芳
玉米熟了

由碧绿变成金黄
玉米，完成了自己的蝶变
大片大片的玉米
铺展出这秋天的黄金
风在这里痴迷留恋
人的脸上布满喜悦
没有播种与耕耘的汗水
哪来此时丰收的喜悦
在这片土地上
永远有着春种秋收的故事

秋天的村庄

秋天的村庄，被色彩涂抹着
玉米的黄，棉花的白
红薯的红，豆子的黄
高粱的红，辣椒的红
让秋天的村庄，红红火火

秋天的村庄
喜悦和幸福
夯实乡下人家的生活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大地有灵，耕耘与收获
让一座座的村庄处处飘香

丰收的秋天（组诗）

□ 路志宽

山水 陶一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