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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瓜沿上瓦墙生
□刘峰

在乡间，于瓦檐墙角，种一架丝瓜，

可自成风景。

趁闲时，在墙角点下丝瓜籽，用竹子

顺墙搭一个瓜架。当几场细雨洒过，湿

土就冒出了芽，不久长出了瓜蔓，蔓儿伸

出了卷须。同时长出的，还有几根嫩草。

“数日雨晴秋草长，丝瓜沿上瓦墙

生。”清浅光阴里，风儿梳，月光濡，夜露

养，丝瓜藤沿着竹架攀上砖墙，爬在瓦

上，长得畅快淋漓，层层叠叠的叶子如翠

汁泼染，绿阴匝地，映入小窗，人面俱绿，

两眼清凉。

很快，它结出了花苞。小小的花苞，

鹅黄带绿，鸡头米般大小，一串串宛如小

铃铛，弥散着淡淡的清香。

一日，黄昏归来，远远地，我发现绿

瀑之上仿佛有黄丝绢在飘动，定睛一瞧，

原来是丝瓜开花啦！蓝天、青砖、黛瓦、

绿草、黄花，俨如一幅写意小品。我跑上

前，只见瓜藤上绽开了数十朵花儿，朵朵

笑语盈盈，仿佛在向我招手。

傍晚的阳光，薄明闪亮，脉脉的余晖

洒在花瓣上，花蕊金黄中带绿，极细薄的

花粉沾在花瓣间，几只蜜蜂在花朵间嘤嘤

嗡嗡、起起落落。我如痴如醉地欣赏着，

直到黄昏的阴影浓了起来，才缓过神来。

不久，有些花儿谢了，结下了如婴儿

拇指大小的嫩瓜儿。

白天，捧一本书坐在瓜藤下，聆听微

风在藤叶间轻吟，泻下水藻般的影子，惬

意极了；夜间，于瓜架下纳凉，只见几点

流萤提着金绿色的小灯笼，在藤叶间飘

忽，偶尔传来一两声蟋蟀鸣叫，清脆而纯

净，仿佛露水洗过。

该收获啦！只见长长的丝瓜，苗条

的身子，青素的纹，十分养眼。置一柄镰

刀，绑在竹竿上，沿墙轻轻一拉，丝瓜呼

啸而下，丰收的喜悦霎时跃上心头。

可是，有的丝瓜结在瓦上，须登梯爬

上屋瓦而摘，每到此时，母亲总会叮咛几

声：“儿呀，你千万要小心，踩破几片瓦不

要紧，当心别摔着呀！”

在乡间，丝瓜是桌上的一大美食。

此菜，光素炒也好吃。将丝瓜洗净、

削皮、切片，随后将锅里淋上菜籽油，待烧

热后，“嗤啦——”一声倒入瓜片，翻炒出

水，添入食盐、米醋、蒜瓣，最后稍焖片刻，

保持青鲜，即可出锅。夹一筷子入嘴，绵

软带甜，满口清香，回味悠长，十分开胃。

最喜家里来客，母亲会做丝瓜炖肉。

取几条肥嫩的丝瓜，麻利地刨去皮，

用菜刀“咚咚”切成块，同时将猪肉切片，

调入芡粉，以保持鲜嫩口感；然后将油锅

烧热，倒入肉片翻炒片刻，随即倒入丝瓜，

添入清水，大火而炖。咕嘟声里，香盈灶

房。见火候已到，母亲轻轻揭开锅，只见

丝瓜青白，肉儿粉红，香得人直流口水。

到了“双抢”时节，大家从稻田劳作后

饥肠辘辘归来，母亲会赶紧做一锅丝瓜鸡

蛋汤。做法最简单不过，将一锅清水烧开

后，将瓜片倾入，添入调料，淋上蛋液，即

可食用。只见汤白、瓜青、蛋黄，一下子勾

起了大家的食欲，既美味，又营养。

老了的丝瓜，虽然不能再食用，但是

乡间却将之视为一大宝贝。

将老丝瓜摘下后，去掉黄褐色的枯

皮，就露出了雪白的瓜瓤。清理出油亮

的瓜籽后，将瓤压扁，可制成鞋垫、洗涮

品、搓澡巾等。多余的会挑到集市去

卖。有趣的是，古时，丝瓜瓤还可用来洗

砚，南宋诗人陆游曾在《老学庵笔记》里

记述涤砚法：“用蜀中贡余纸，先去墨，徐

以丝瓜磨洗，余渍皆尽，而不损砚。”

在民间，丝瓜瓤还是老中医的常备

药方。可催乳、镇痛消炎，治疗急性乳腺

炎、眼部带状疱疹、甲状腺腺瘤等病症。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

朝。”深秋之夜，村庄灯火依稀，当一个人

绕墙漫步，只见凉月之下，瓜藤萧索，影

晃地面，俨如水墨。更兼草间虫唧唧，让

人感到秋在丝瓜架上。

深山读书人
□李晓

行至山顶，仰望天空，才发现天空是

那么高远辽阔，如穹顶罩着地上之人。

山顶上有一个古寨，四周草木繁盛，

古寨的年龄已有160多年。古寨箭楼由

体重浩大的青石垒造而成，箭楼上有阴

森森的孔眼，用于瞭望与射击，为当年防

御之用。

在古寨下，我见一位中年男子穿着

灰白对襟短袖衣衫坐于石头上。男子面

容清癯，突出的眉骨下，有一双古井一样

幽幽的眼睛。

中年男子起身，朝我微微颔首，轻声

问道：“是来看古寨的吗？”我说，是的。

中年男子看的书，是陈忠实的《白鹿

原》，书已起了毛边，他手上这本书，是

1993年的首印版。男子告诉我，他在山

下有一个书屋，平时就上古寨来看书。

山风吹来，寨外林中枝叶相互摩挲，

发出“沙沙沙”的声响。男子说，你跟我

去山下书屋喝喝茶吧。

青砖瓦房旁，是绿油油的菜园，韭菜

在风中上蹿生长着，丝瓜懒洋洋地偎在

藤上，南瓜花开得粉嘟嘟的。男子告诉

我，这些都是他自己种的，种子是当地山

民送来的。这些瓜菜从不用化肥，是用

焚烧后的草木灰作肥料。

一间书房里，有满满几墙壁的藏书，

安卧在松木打成的立柜里，纸香与木香

在屋子里氤氲着。我连忙走近，目光如

书虫一样在书脊上爬行。

各类藏书，林林总总共有几千册。男

子告诉我，这些书大都是他6年前从城里

搬来的，还有一些是友人来山中探望时相

送，比如那些童书、农业科技类的书，是为

了方便这里的孩童与山民来借阅。

在这里，开门也是深山，深山内，读

书之人的胸中沟壑与天地山川于悠然间

打通了。这是读书人的好境界。

男子给我泡茶，茶壶里是刚烧开的井

水，闻着就有一股甘甜味。刚摘的新茶，

在壶水浸润下，似青虫一样上下蠕动着。

喝着茶水，中年男人的话匣打开了。

这个澄净的读书人，也有着人生之

中的惊雷滚滚。

那年，中年男人的独生儿子，大学毕

业后在北方一座城市工作，买下的房子

刚装修完毕，准备和恋爱已久的女友结

婚成家。没料，一场疾病突来，儿子25岁

的生命戛然而止。

儿子的离世，如霹雳一般把一个父

亲的心击打到尘埃里，几乎化为灰烬。

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可以留恋的呢？

在肉体与精神的废墟里，终于开出一

朵花来。那些日子，在大量的阅读里，世

界朝中年男人打开了另一扇窗。儿子生

前也喜欢阅读，还常常与他在电话里、网

络上交流，中年男人读到的书，其中也有

一些是儿子留下的。他告诉我，在阅读

里，他与儿子在遥遥的时空里相遇了。

中年男人把城里的企业托付给弟弟

经营，自己找到了这处深山里的农家院

子，安顿身心。妻子也常来山里居住，脸

上阴云被山风一日一日吹散了。有天，两

人依偎着在山道上慢行，妻子指着两棵根

须缠绕的树说，我们也要像那两棵树一

样，陪伴到老。他重重地点点头，那也是

他来山里后第一次任眼泪簌簌而下。

这里山风纯净，山民淳朴。3年前，

中年男人认了一个留守儿童做干儿子。

干儿子也喜欢读书。

山民们都喜欢这个城里来的读书

人，常来同他闲聊、喝酒，偶尔也把一些

农业种植养殖类的书借回家阅读，至于

他的身世，没人打听。

这里有一座山名为长寿山。长寿山

上出产一些山货，这个读书人帮山民们建

起了电商平台，将山货源源不断销往天南

海北。山民们愈发敬重这个读书人。

我离开深山时已到黄昏，晚霞灿灿，

那个光影闪烁中的林中小院，恍若我看

到的童话小屋。

林语堂说：“大概我所爱的不是

晚秋，是初秋，那时暄气初消，月正

圆，蟹正肥，桂花皎洁，也未陷入凛冽

萧瑟气态，这是最值得赏乐的。”林语

堂喜欢初秋，他悲叹晚秋的寂寥、萧

条，我却觉得每个季节都是可爱的，

晚秋也蕴藏着自己独有的豪情。

晚秋的山林，远望黄澄澄一片，

树叶挂在树上，由绿变黄，将落未落

时，色彩最为饱满，仿佛知道自己即

将凋落，铆足了劲儿绽放。即便是被

风吹落，也会聚起最后的温暖，给大

地铺上一层厚厚的金黄色叶毯。

作家简媜在《远山有灯》一文里

写道：“海浪研洗过的沙滩，应该有人

去走字；雪花覆盖的野地，应该有鸿

爪钤印；漠漠水田，应该有鹭鸶照镜；

一远平铺的苔草，应该有人去点墨。”

我想再加上一句，晚秋的落叶也应该

有人去欣赏，这样，天地才不会寂寞。

上世纪90年代，我在外地上学，

学校虽然不是名校，却是有名的花园

式学校。我最喜欢校园门口北侧的

一片小树林，树林深处是学校的收发

室，每天邮差会把信件送到这里，再

从邮筒取走大家寄出的信件。到了

晚秋，小树林的树木开始落叶，但这

里的落叶受保护，可以不用打扫，由

着它们飘落，保留季节最原始的风

景。深秋时节，这里是同学们的打卡

之地，也是校园里的照相师傅最忙碌

的时候。大家都想拍几张落叶照，站

在树林间或干脆坐在落叶中，有人更

“写意”，索性躺在落叶上仰望天空。

照片洗出来后，我们就会寄给远方的

亲友。

秋天是思念的季节。在秋日的傍

晚，打开信纸，写一封长长的信，诉说

一下秋天的心事，再把照片夹在信纸

里寄出，从此秋天便有了长长的等待。

晚秋的信里，总有惊喜，有时信

纸里藏着照片，有时信纸里夹着树

叶，连关爱与思念都沾满了秋的味

道。有些人懒，索性捡拾几枚晚秋的

落叶，从唐诗宋词里选一首诗写在树

叶上，或什么也不写，只在树叶上写

上自己的大名，夹在空白信纸里寄出

去，对方收到后便明白了寄信人的心

意——朋友这是把身边的秋天装信

封里寄来了。

我的秋天情绪是浪漫又温暖的，

我总喜欢在晚秋时节去赏落叶，脚踩

在落叶上沙沙作响，像是晚秋在和自

己低语，又像一位老友在与自己畅

谈，旧时光里那些散落在信纸上的笔

墨和夹在里面的落叶，也在回忆里拼

凑出温热的痕迹，晚秋的惬意就这样

从心里荡漾开来……

信里晚秋
□马海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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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成都交投资产经营管理
有限公司公章、法定代表人
印章被伪造事件的严正声明

近期，我公司接到相关人
员反映，有不法分子伪造我公
司公章、法定代表人印章，并擅
自以我公司名义签订有关租赁
合同，骗取财物并收至个人账
户。该活动属于明显的违法、
犯罪行为，并已经涉嫌构成伪
造公司印章罪、诈骗罪。目前，
我公司已经向成都市高新区和
平派出所报案，公安机关正在
调查中。现就本次事件公开声
明如下：

一、我公司系国有单位，我
公司管理的国有资产对民营企
业、非国有控股单位和个人出

租应经过公开挂网出租程序，
承租方也必须向我公司对公账
户转账付款方为有效。任何未
经公开程序擅自签约的行为，
以及以个人名义收款的行为均
违法无效。我公司将依法严格
追究相关主体法律责任。

二、请相关受害人立即向
上述公安机关报案，并配合案
件调查。如您发现任何疑似伪
造我公司公章、法定代表人印
章违法犯罪活动的，请立即与
我们联系。

联系人1：贺先生
电话：13980931402
联系人2：龙先生
电话：18181910230
特此声明。

成都交投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2024年10月16日

■核工业西南勘察设计研究院
有限公司，遗失成都市西汇投
资有限公司开具的泰山大道北
延线项目勘察设计履约保证金
收据一张，编码:0413254，金
额:33000元。现声明作废。
■成都大声呼喊科技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0MA6B38AXXL）正副
本、公章（编码：510109552589
3）财务章（编码：51010955258
94）曾行法人章（编码：510109
5525896）均遗失作废。
■成都莲诗悦家庭服务有限公
司工会委员会公章（编号:5101
075566864)遗失,声明作废
■四川汇德新奕建设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公章（编号：5101076
065140）遗失作废

■成都锦兴金融服务外包有限
公司刘盼法人章（编号：51010
75164483）遗失作废
■四川省彭山东方建设投资有
限公司不慎遗失空白收据（票
号：S0032326-S0032350、S00
32351-S0032375、0032376-S
0032400、0032401-S0032425
），声明作废
■四川德汇盛商业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黄艳法人章（编号：510
1245116072）遗失作废
■成都信廉居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公章（编号：510107523052
6），赵杨军法人章（编号：5101
075300842）遗失作废。

■新津县幸福家庭农场，公章
（编码：5101326051751）遗失，
声明作废。
■金牛区棹乔食品经营部(个体
工 商 户) 财 务 专 用 章（编 号
5101060295467), 发票专用章
（编号 5101060295468),张美唐
法人章（编号 5101060295469),
公章（编号 5101060295466)遗
失，声明作废
■亿抖文化传媒(成都)有限公
司财务专用章（编号:51010961
70281)遗失作废
■四川省中石化实业有限公司
持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危险化
学品经营许可证（正副本）登记
编号：川蓉武危化经字【2020】
00142号遗失作废

■武侯区曼丽日化用品经营部公
章 5101075220475，发票专用
章5101075220476遗失作废。
■四川凯循律师事务所张华
(身份证号510724197506034
613）律师执业证 ( 执业证号
15107200910816962) 遗 失 作
废，特此声明
■成都市青白江区异合舞间文
化艺术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持有
向攀法人章（编号5101135063
828）遗失作废
■成都辉鸿龙行物流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编码：51011350561
05)、财务章（编码：5101135056
106)、发票章（编码：510113505
6107)、法人章（编码：51011350
56108)，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