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些叶子在画画，选择一种艳
丽的红，在画这个秋天——在它们
的心目中唯有这种鲜艳的红，才是
秋天的真实。

红，是血液。在叶子的身体里，
流淌的汁液可否就是它们身体里的
血液？人的血液打从出娘胎就是红
色的，到死都不会改变。而叶子的
血液则不同，从春天开始一直保持
到整个夏季，那体内的汁液一直都
是一种绿色的流淌。即使有着变
化，也只是很细微的：最初淡绿，继
而深绿，最后是那种浓的化不开的
绿。而一进入到秋天，便一反常态
地变成了红色，这是因为什么原因，
又有着何种意味？是一种适时的蜕
变，还是一种别样情感的表达？是
一种激动的表现，还是一种沉醉的
外露？秋叶愿用这最后的血红，为
秋天沸腾。

红，是火焰。这是一种怎样的

燃烧？是叶子在自燃呢，还是一种植
物本身生命意向性的燃烧的显现？
诚然，这并非一种实在的火焰，而是
一种近似（或者说相像）的火焰。一
种虚拟，一种象征。但这种火焰同样
能燃成气势，这气势由众多叶子集体
渲染出。秋叶愿在生命最后的季节
燃情，去暖别人的眼和心。

红，是醉意。这是一种自我的
陶醉，还是一种忘我的痴醉？醉自
有其缘由，醉也并非不无道理。要
么是开心至极，要么痛彻骨髓。要
么借酒消愁，要么排遣孤寂。作为
树上的叶子，它们的生长都各自拥
有各自的位置，相互间保持着一定
的距离，除了在风雨来时有着短暂
的身体相亲以外，其它时间都是各
长各的个，各着各的色。各不相欺，
互不干扰。因而痛自何处生，苦又
打从哪里来？更找不到还有什么让
它们生愁和产生孤寂的缘由。唯一
让我所想到的，就是它们各自品饮
这由花香和成熟的果香混合酿造出
的如美酒样的秋风，享受着天青气
爽、朗照的秋阳。沉浸在这诗画般
的意境中，这除了开心以外，剩下的
不就只有醉了么？不管是独自的沉

醉，还集体的痴醉。这都是人间美
好的享受。

红，是一种爱。这爱是那么炽
烈，炽烈得就要燃起火焰来。这便
是那些红在秋树枝头的叶子让我读
到的一种发自内心的爱，对秋天的
爱。它用一种如火样的红，来抒写
这爱的赤诚和炽热。对这种爱的表
现最为突出的要算生长在乡间的那
些乌桕树，且看它的枝头，捧出的每
一片叶子可都是一颗红色的“心”
啊。有一首歌不是这样唱的么：“你
的爱像火苗，我用相思煎熬……”然
而，这些树上的叶子的爱，是献给这
个它们所置身的秋天的，是献给它
们的血脉之源身躯之母——容纳下
它们生命之根的大地和泥土的。因
而这爱再深再炽热，埋着根的大地
将会无愧地接受。

红，也是喜庆。许多的树都选
择用红色来妆扮秋天的自己，也许

就是认为秋天对于它们来说就是一
个值得喜庆的季节。所以它们才红
起自己的叶子，红起一树树的喜
庆。再就是这些叶子陪伴着一季花
朵的开放与凋谢，又呵护着果实从
最初的青嫩到深秋的老熟。现在也
该关心关心自己了。那么怎样让自
己在这个收获的季节有所改变呢？
换一种颜色来显示吧。于是，许多
的树便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红色。当
傍晚的夕阳渐渐西沉时，红红的晚
霞映红大地上的所有事物。同时也
映照到满是红叶的那些树，看到这
些，我心中不禁一阵激情澎湃。

我从树上摘下一片好看的红叶，
将它夹进一本书随意翻开的一页里，
我这不是在学那些女孩们的小欢喜，
寄予些什么给这片红叶，然后将它放
进一本书选定的页面里珍藏起来。
等过上好长一段时间后，再将其翻出
来回忆和欣赏。我只是想让这些被
寄予了情感和寓意并且一直寂寞地
守在书页中的文字，能和这个美丽的
秋天有着一次实体性的触碰，让它们
嗅一嗅这秋天的红叶香，欣赏欣赏
一片叶子给它们带来的秋色美。红
叶不识字，书香自染之。

●汪维伦

秋 叶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传统文化源
远流长，但是受到多元文化及文化传
播方式多元的影响，一些传统文化艺
术受到一定的冲击，作为全国五大地
方剧种之一的黄梅戏也不例外。目前
能唱、会唱、擅唱黄梅戏的，一般多为
中老年朋友；在听、喜听、懂听黄梅戏
的，依然大多是中老年朋友；而青少年
一代随着影视、网络、手机等新兴媒体
的普及，他们更感兴趣的是流行歌曲、
卡通动漫、网络游戏甚至是一些行为
艺术，黄梅戏的“断层”与“断代”现象，
绝对不再是危言耸听的话题。面临这
种看似矛盾的两难局面，那么黄梅戏
传承与发展的路到底在何方？

笔者认为，任何一种艺术的繁荣和
发展，都是一个进化的过程，是在对历
史积淀的继承、扬弃中的创新和发扬光
大。黄梅戏的传承与发展要按照艺术
规律办事，与观念需求亲密结合，与时
俱进，无论内容和形式都走多元化的道
路，最大限度地去争取和培育各类观
众，根据不同层次观众的不同需求，采
取灵活多变的形式为广大观众服务。

一：根植本土，迈开与时俱进新步
伐。黄梅戏土生土长，有着浓郁独特
的地方特色和生活气息，无论怎样创
新，都不能失去本体艺术的个性与风

格，要永远保持并发扬黄梅戏唱腔的
甜美、抒情、好听、动人、雅俗共赏、南
北皆宣的浓郁乡土气息。在此基础
上，要与时俱进，把握时代前进的脉
搏，体现当代的审美精神，从声腔艺术
到舞美配器，都要有助于人物的塑造，
符合剧情中所表现的时代特定环境氛
围，注入时代的审美因素，张驰有致，节奏
流畅；此外，要善于吸收与借鉴，即一方面
合理吸取其它剧种的腔调与板式，另一方
面对外来的另类音乐也要包容和吸纳，真
正做到既继承传统，又推陈出新。

二：拓展市场，培育黄梅受众新群
体。有了观众，才能有市场；有了市场，
才有黄梅戏专业人员的生存；有了专业
人员的生存，黄梅戏才能得以传承与发
展。在具体操作层面上，可以舞台、电
影、电视、网络、报刊一齐上；城市剧院、
集镇广场、晚会、歌厅、KTV、会馆一齐
上；县内巡演、对外交流一齐上。优秀

的剧目可以出版VCD、DVD，宣传、文化
部门不定期地举办一些少儿黄梅戏大
赛、黄梅戏票友大奖赛之类的活动，通
过电视、网络媒体的扩大宣传，让更多
的黄梅戏爱好者参与进来。专业团体要
帮助指导乡镇、社区、民间等演出团体的
工作，开展形式多样、健康活泼、积极向
上的黄梅戏展演，在不断扩大黄梅戏影
响的同时，培育更多的新群体。

三：多管齐下，开启人才培养新模
式。人才的培养是整个黄梅戏发展中
最难也是耗时最长的一项工程。要高
度重视人才队伍建设，在培养好表演人
才的同时，着重培养编剧、导演、舞美、
灯光、服装等相关人才，切实提高团队
整体实力，形成一流的人才群体、良好
的艺术生态。此外，在举办的各种黄梅
戏艺术活动中，要着力推新作、出新人，
确保黄梅戏后继有人。加大力度改革
戏曲教育方式，实行政府全面扶持、校

团协作培养，以人才招聘和优胜劣汰制
度、竞争奖惩制度、调整分配差距及跨
地区合作等机制，进一步加大人才成长
速度。将“老带青”、“师带徒”的培养模
式制度化，采取重奖方式，鼓励老演员、
老艺术家积极发现并培养接班人。

四：打破常规，构建精品名牌新格
局。针对黄梅戏剧本创作危机，编创人
员可比照市场招投标的方式，面向全国
招标优秀剧本和导演。应建立适应新
形势的机制和体制，鼓励编创人员和演
职员坚持艺术实践，将黄梅戏演出场
次、时间和质量作为考核演职人员的基
本要素。还应改革剧目创作体制，创新
剧目生产机制，对新剧目的创作、生产
进行扶持，构建多渠道、多元化的艺术
生产格局，努力打造精品名牌剧目。

五：重点扶持，注入强身健体新血
液。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强势经济
推动强势文化。黄梅戏作为渗透到怀宁

县乃至安庆市、安徽省每个角落的精神
文化标签，可以设立黄梅戏发展专项基
金，进一步加大对黄梅戏的支持力度；也
可将其打造成当地特色文化产业，进行
产业化经营，如政府部门与企业联合，联
手共办黄梅戏院团，使院团成为政府的
文化团体，同时也是企业宣传、创造社会
和经济效益的实体。要采取多种方式积
累资金，包括接受海外黄梅戏爱好者的
捐献，用于资助黄梅戏的研究、宣传，奖
励对发展黄梅戏艺术有突出贡献的编
剧、导演、演员、作曲及其他有功人员。

六：扩大宣传，吹响戏曲振兴新号
角。在大众媒体上加大普及戏曲知识、
推介演出剧目，热情讴歌扎根舞台、德艺
双馨的艺术家。协调电视等媒体，将黄梅戏
的演出信息作为公益广告播放。要从娃娃
抓起，让戏曲走进中小学、走进高等院校，在
全社会营造一个重视民族艺术的良好环境。
建议建立功能强大的黄梅戏专业网站，专人
维护并搞好网络宣传，多上传表演、比赛、教
学的视频，建立网上黄梅戏票友会，让更多的
黄梅戏爱好者尤其是
年轻的爱好者参与进
来，关注的人多了，
黄梅戏传承与发展
的危机自然就会迎
刃而解。

●钱续坤

黄梅戏传承与发展路在何方

在我的家乡，结婚有散发喜糖的风
俗。虽说是散，其实有时是”抢”。小时
候，只要一抢喜糖，我就会“入戏”很深。
农村里婚丧嫁娶要比城市热闹，其中很
大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孩子。农村是广阔
的天地，没有车水马龙的拘束和危险，孩
子们就像没有笼头的放养的小牛犊一样
自由自在，只要不超出一定的范围不做
越界的事，想去哪里都可以自己做主，所
以每逢婚丧嫁娶，我们都是首席观众和
热心群演，尤其是办结婚的喜酒，因为喜
庆热闹剧情长，我们都很喜欢观演。

去了我们这些积极的首席观众和
热心群演，原本就很热闹的主人家会格
外热闹。单丝不成线，一家人是办不成
喜酒的。每逢有喜酒，必要亲房叔伯，
妯娌邻里之间互相帮助。因为洞房花
烛乃人生四喜之中的特大喜事，规格十
分隆重，礼节十分讲究，需要人手众多，
这个时候散开的枝叶又会重新聚到一
起，像个古代富庶的大家庭一样，一起
来操办，一起说说笑笑，十分有趣十分
热闹。因为帮忙的人都各司其职，有的
负责采办，有的在厨房准备酒菜，有的
挨家挨户上门催客，有的负责陪客，还有
的负责望风，看新娘子和嫁妆到了哪里，
好准备放爆竹和接亲，所以闲的基本就
是我们这些不请自来的 “小群演”。

我们这些小群演很多都是请柬之外
的，可能不是一个房族的，还可能不是一个
头上的，只要其中一个打探到确切的接亲
消息，邀约一下小伙伴们都会纷纷响应，不
分南头北头，就像我的小邻居邀我一样。

记得那次是同学哥哥结婚，邻居小
男孩邀我去的。我们一路步履轻快，七
拐八拐就到了主人家门口。看婚礼还
没有举行，就在附近游游荡荡，东看西
看，看似漫无目的，其实主人家早就心
知肚明，按照惯例准备好了一小猪皮包喜
糖，只等新娘进门，酒席开始，分发出去。

糖果在我家乡叫糖子，红鸡蛋也叫

红鸡子，一辈子勤苦的家乡人很喜欢
“子”，喜欢好兆头，喜欢香火绵延人丁
兴旺。他们一辈子辛苦劳作，就盼后继
有人，就盼一代更比一代强，有个好的
接班人有个好的传承，巴不得新娘子一
进门就生个大胖小子，所以结婚必不可
少要散些糖子，分享喜悦分享甜蜜的同
时，也以此来吸引我们这些贪吃的小孩
子，带去子孙满堂的好兆头。

待得望风的人回来，万鞭爆竹劈啪
作响，这时几乎所有帮忙的人都会停下
手里的活，大家纷纷探出头来，看春风
得意的新郎带着一群笑漾漾的接亲人
把红鲜鲜的新娘子、红豁豁的嫁妆和红
着眼睛的送亲人郑重其事地迎进门。

新娘子一进门，接亲大戏正式步入
高潮，送亲人被请上厅堂的上八位，前
来道贺的宾客不分鸿儒白丁悉数入席，
门外一挂万鞭再次响起，第一道主菜

“‘枣’生贵子”逐桌摆上之后，土砖瓦房
里各色行酒声就开始纷纷响起，什么

“得（这）一盅酒嗯（你）高低要喝”什么
“话不是得（这）样港（讲），得（这）一盅
该嗯（你）喝”之类，闹哄哄的，外面只听
得屋里嗡嗡作响，像春天酿足了蜜等着
分群的大蜂窝一样。

这个时候屋外也有一场好戏。想必
您已经猜到，装满喜糖的小猪皮包要粉墨
登场了。散糖子的人是事先早就安排好
的，一个个子高高大大身材十分魁梧的中
年男人，按照辈分我要喊他“爹”（爷爷）呢！

散糖子的人不同，散的方式也不尽
相同。有的人办事稳妥周到，唯恐落下
了哪个小孩子，就两颗两颗排着队的
发；有的人行事活泼，大大咧咧，就化繁
为简，撒在地上让大家哄抢以图热闹。这
位爹爹正是后一种——行事活泼的人。

撒在地上的糖子毫无次序可言，自
由度很大，竞争度也很大，这个时候不
分尊卑老幼，孰亲孰疏，必然是要拿出
些“真本事”来的。还有，大家好像分外

喜欢“抢糖子”这个刺激的游戏，一把糖
子撒在地上就像一把谷子撒在饥饿的
鸟群里一样，都是秒光的节奏。再加
上，那些小鸟里杂有一些类似母鹅一样
的大鸟——那些替自家小孩代接糖子
的老年人。她们伸出去的大手就像挖
掘机伸出去的大手一样强壮有力，又像
霸道的母鹅的大嘴那样生猛，逮着了机
会一个劲地往散糖果人的猪皮包里插，
不时还发出喧天的大笑。

待到抓得一大把糖子，才像吃了一
口饱食的“母鹅”，终于收了手。散糖子
的人接着撒，这时他提高了警惕，抓出
一把就笑着把小皮包举到半空中，像仙
女散花高高举起花篮一样，人也有意和
那些试机再抢糖子的老人保持一定距
离，样子颇为滑稽，我们都不禁笑了。

糖子像雪花一样一颗颗落到地上，
很快不见了踪影。

一把一把糖子撒下来之后，一粒都
没捞着，眼看着糖子快要撒完了，情急
之下我只好扑了上去，站在我旁边的邻
居小男孩看我扑上去了，他也“一扑惊
醒梦中人”似的跟着扑了上去。

这个方法果然凑效，那些手脚麻利的
大人小孩到底还是快不过我们这些“奋不
顾身”的。我和邻居小孩各扑了几颗糖
子。谁料邻居小孩摸完自己身子底下的
却又心生贪念使出坏招，他一边笑得颤抖
一边顺势把我往旁边一拱，想“算计”自己
人。我看着他狡黠的奸笑气不打一处来，
卯足了劲儿又把他给拱回去了。他不死
心再拱，我再顶，如此几个来回，他知道抢
不赢我这才罢了手，我趁机赶紧把糖子从
身子底下一粒粒摸出来收好。

当我满身灰尘地爬起来之后，这才
想起妹妹，她也跟着一道来了。妹妹站
在我身后睁着一双黑亮的大眼睛，眼神
复杂地看着我。在这场“惨烈”的竞争
中，她年纪太小，一粒都没有捞到。不
过，我确信她看到了一场精彩的表演。

也许是曾经“练过”，长大后，我在
很多事情上都不乏勇气，只是，比起

“抢”现在的我更喜欢“让”，因为“让”是
一种风度，一种礼节，更是一种宽宏大
度的爱。也许是曾经尝过，长大后，再
艰难的日子我都很少觉得苦，因为童年
的味蕾告诉我，生活是甜的，我就始终
深信它是甜的。

●查群芳

“抢”糖子

大观 秋色如画

摄影 汤青

有两个年轻人相约到城里打
拼，选择到菜市场里去卖菜，进
货 渠 道 一 样 ， 进 的 都 是 同 样 的
菜，卖菜的摊儿还挨着摊儿。但
几年之后，一个成了菜市场里蔬
菜批菜商，另一个最终回到了乡
下老家。

事后，我问成了大老板的那位
村民，你怎么就卖菜卖成了大老
板呢？他微笑着向我娓娓道来：
每天卖菜，他都把菜码放得整整
齐齐，把黄菜叶子和烂根去掉，
卖相好，水灵灵的，看上去就舒
服，每天要多卖半小时，尽量把
菜 全 部 卖 出 去 ， 根 本 没 时 间 闲
着。天长日久，也就在城里站住
了脚。另一位村民呢，把菜往地
上一摊，总想着今天卖不晚，还
有明天呢，时间一长，他的菜就
卖不出去了。

这 哪 是 卖 菜
呀，分明卖的是
细 节 。 人 们 常
说：细节决定成
败，一点没错。

●李晓琦

细 节

在天柱山西麓，有一个叫作“大龙
窝”的所在。“大龙窝”地势极其险要，据
传为南宋末年“护地大王”刘源的屯兵
驻防之所，崖如刀削，壁立千仞。巍然挺
立的“西关”寨墙，充分证明了此处的确
是易守难攻的关隘。当年的烽火已不再燃
烧，萋萋芳草，氤氲迷雾，把这个积淀着无数
曼妙传说的卧龙福地，渲染得如梦似幻。

“大龙窝”里有一块卧龙石，酷似卧
着的一条龙。这条在窝里静心安卧的
龙，是在潜心修炼，修身养性吧？实与
虚的完美结合，神化出一些想象不到的
梦幻意境。此时的月亮，正恬静地悬浮
在东边的山岗上，时而躲进山坳，时而
吻着山尖。月光完全是泻下来的，泻得
酣畅淋漓，泻得激情澎湃，泻得清新爽
朗，泻得心无旁骛。

“月光如水”，想必是专门用来形容
这里的月光的吧，这么明、这么净、这么
透、这么亮！难怪先人造出了“花容月
貌”，吟出了“霞姿月韵”，写下了“梳云
掠月”，唱出了“疑是地上霜”。卧龙边
的月光，是洗出来的，真好！

月下游走，是够浪漫的。风声、水
声、虫鸣声，演绎成美轮美奂的天籁之

音，此起彼伏，抑扬顿挫。月亮呢？正手舞
足蹈地指挥着这支阵容庞大的豪华乐队呢。

随着脚步的前移，风声虫鸣声渐渐沉
寂下去，越来越小。或许，这是乐曲的自然
转换，下一个篇章该是水的专场演奏了。

水，原本是无声的，这里的水，发出
的是磐石的声音，是战鼓的声音，是铜
锣的声音，是骏马的声音，是跳跃的声
音，是奔跑的声音，是飞翔的声音，是力
量的声音！柔若无骨的溪水，有了铿锵
有力的轰鸣，有了掷地有声的震撼，是
谁成就了她这力与美的交响？

这水，有时光流动的声音。听，春雨来
了，羞羞答答淅淅沥沥；夏雨来了，电闪雷
鸣震天撼地；秋雨来了，缠绵悱恻如泣如
诉，冬雨来了，抑郁深沉练达睿智。四季之
雨汇聚成一泓泓清泉，一潭潭秋波，从山与
山的罅隙间喷薄而出，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这水，让人听出了涟漪轻泛波光潋
滟的湖泊私语，听出了前翻后涌惊涛拍
岸的长江怒吼，也让人听出了浩瀚无垠
波澜壮阔的大海嘶鸣。

时势造水，地势造水，水，真乃天时
地利之造化也。

听水，除了心跳，不需要任何声响；

除了心音，不需要任何语言；除了心动，
不需要任何思绪。

是夜，枕着响水河的歌声酣然入眠。
水声叫醒了太阳，太阳唤出了山

峰。天柱峰、飞来峰联袂起舞，翩然而
至。从卧龙山庄的主楼向东眺望，天柱
峰、飞来峰这两座天柱山最富情调的山
峰，赫然展现在世人的面前。一个伟岸
俊朗，一个款款情深；一个刚毅果敢，一
个娇柔妩媚。是来自天境的情侣，抑或
坠落人间的恋人？

观山，或曰“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
高低各不同”。或曰“境由心生，境随心
转”。天柱峰，始终没有改变挺拔的高
度，也没有改变擎天的力度，更没有改
变呵护古皖大地的温度。不以物喜，不
以己悲。泰然自若，屹然耸立。寂寞抑
或喧闹，风起云涌抑或风平浪静，“皖
公”依旧器宇轩昂，玉树临风。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此处观山，山最多情；此处听水，水

最动人。
观山、听水、吟月，在

“龙窝”，委实做了一回舒心
惬意的“卧龙”。

●黄永中

“ 大 龙 窝”中 赏“ 卧 龙”

家乡四面环水，东有荡，西有
湖，沟塘圩渠众多，芦苇丛生，水
草成片，水肥饵丰。每年中秋前
后，下雨少了，河水下降了，正是
捉螃蟹的好时候。邀上几个同伴，
一条短裤，光着上身，在腰间系上
鱼篓，扛着小铁锹到河边、沟渠里
去捉螃蟹。

螃蟹天性好斗，两只大螯子就
像裁缝剪刀一样利害，为了对付
它，我们想出了许多绝招，河边
边壁上看到一个新打的蟹洞，洞
口有螃蟹爬的新鲜爪印，就悄悄
地将一根细小的竹竿伸进洞里，
在里面轻轻搅动几下，然后抽出
竹竿守在洞囗，不一会儿，就见
一 只 碗 口 大 的 螃 蟹 慢 慢 爬 到 洞
口，先用两个特大的螯在洞囗上
下左右，打探一番之后，便舞动
大螯爬出洞口。我们孩子胆大心
细，该出手时就出手，猛的用手
按 住 后 背 ， 随 后 从 两 边 夹 住 甲
壳，拿出了水面，赶紧打开鱼篓
盖子将螃蟹放到鱼篓里面，再盖
好盖子，继续找洞掏螃蟹。也有
心 急 胆 大 的 孩 子 ， 见 到 水 面 蟹
洞，直接卷起袖子，伸手入洞掏
螃蟹，还有的孩子喜欢晚上提着
马灯，在河边或在沟塘边候蟹，
大家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生性勇
猛的螃蟹，便乖乖的成了我们口
中的美味了。

家乡的螃蟹，个头大，肉质肥
厚蟹黄多，最美味的吃法水煮螃
蟹。老家人吃毛蟹从不吝啬，买
上五六斤公母对半的毛蟹，回家
放到大铁锅里水煮，煮好后盛到
瓷 盆 里 ， 满 盆 金 黄 。 小 时 候 嘴
馋，下手也快，常常是螃蟹刚出
锅，就心急地抓起一只橘黄色的
母蟹，揭开烫手的蟹盖，摘除肺
叶，慢慢吃完蟹黄和膏，再吃蟹
肉和爪子，很快一只张牙舞爪的
大毛蟹就香消玉殒了。

中 国 人 爱 吃 螃 蟹 自 古 有 之 。
据 《世说新语》 记载，晋人毕卓
嗜酒，看见一盘螃蟹端上桌来，
神仙也不做了，还是吃蟹要紧，
并说：“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
鳌 ， 拍 浮 酒 船 中 ， 便 足 一 生
矣。”清代戏曲理论家李渔生平
视蟹如命，螃蟹还未上市，吃蟹
的钱就已经准备好了，家人笑话
他以蟹为命，他也干脆称这钱为

“买命钱”。
鲁迅对螃蟹也情有独钟，每

到 螃 蟹 上 市 的 金 秋 季 节 ， 往 往
要 买 些 蟹 来 食 用 ， 还 常 常 用 蟹
肉 做 成 “ 蟹 壳 黄 ” 之 类 的 点
心 。 梁 实 秋 认 为 螃 蟹 蘸 姜 醋 ，
是标准的吃法。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开，
闻 蟹 来 。” 如 今 ， 正 是 秋 韵 溶
溶，煮上几斤水煮毛蟹，邀上三
五 知 己 喝 酒 食 蟹 、 赏 菊 ， 醉 金
秋，才是更加惬意的事情吧。难
怪家乡人说：“水煮螃蟹，神仙
也拽。”看来今夜，我又会在梦
里约上儿时的小伙伴，到河边捉
螃蟹去了。

●陆地

蟹香醉金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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