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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座大山如铜墙铁壁般屹立在

我市西北之出入口，又仿佛一群粗壮

汉子手挽手肩并肩默默守卫着；一条

横贯东西的峡谷大坑，是千百年来生

生不息的绿色走廊和绝世桃花源，哺

育了这片土地上的人们。这就是八字

墙的三十里坑，其高高耸起的脊梁是

一代代人与命运抗争、与大自然和谐

相处的力量源泉和精神血脉之根。

青翠满山，枝叶葳蕤，云蒸霞蔚，

花谢花开。花在村中，村在花里，花与

村，村与人，都是一道道迷人的风景。

那些花儿，有的像红火般热烈，有的如

甘泉般清澈，它们用自己的方式诠释

着生命的精彩。我站在田野深处，闭

上眼睛，感受着春风带来的温暖，心中

涌动的是对这片净土的无限眷恋。

风相邀，花不语，却以最绚丽的姿

态，诉说着生命的故事。我静静聆听

风与花的对话，虫与草的呢喃，用心去

体会这岁月的温柔。风云轻绕指，生

命染花香，心灵在这诗意的栖居中，得

到安宁与喜悦。八字墙是名副其实的

水果之乡，漫山遍野的花绽放在枝

头。花中有梦里水乡，花中有岁月静

好。一朵朵花开，就是一页页记忆在

涌动。那些曾经被风吹过的日子，和

你烂漫挥洒的时光，还有你青春焕发

的模样，都被峥嵘岁月珍藏了。

站在花下，谁都是美美的，八字墙

沉浸在花的馨香里，沉淀在气质里，潜

藏在灵魂里。春风十里遍地花，时光

淡淡岁不惊。在八字墙的山水间徜

徉，我忽然想，美好的时光就是八字墙

原生态的山水相拥，是葱茏岁月里四

季轮回的花树纷繁，绿意萦回。我们

常常在一段温柔的春色里患得患失，

在稍纵即逝的日出日落中挥舞青春，

却不知被花香染就的情怀，才是馨香

持久；被诗意韵染的思念，才是纯净清

幽。

八字墙这片厚重土地上，历来就

传诵着反抗侵略的诸多英雄传奇。日

寇占领八字墙烧杀抢掠，抗日军民同

仇敌忾，打击了日寇嚣张气焰。浙东

人民解放军第六支队长期在八字墙一

带活动，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

长眠在这片热土上。高可入云的群山

总是让人敬仰其博大的心胸，我们不

知道大山宽厚的胸膛掩藏了多少先人

的故事，但是我们愿意循着先人筚路

蓝缕的爱国精神，续写新的精彩。

桃花节，黄桃节，醒山节，红色旅

游，康养经济，乡村农文旅产业的进一

步融合，催开了共同富裕之花。清泉

寺重建的工地上人车繁忙，一段尘封

的时光被唤醒，那个流传久远的赐名

永康的传说将让人可触可感。这片永

葆安康发源地和解放永康出发地，随

着现代农业产业结构不断转型升级，

以及一个个乡村振兴项目逐渐落地，

春日有暖，岁月常欢，秋日温馨，明媚

的生活中充满了快意与幸福。

八字墙就是一朵最美的花，开在

岁月枝头，永在时光里绽放。八字墙

也是一张最美的绿叶，始终保留着工

业文明里最难得的一片绿水青山。共

和国的脚步铿锵作响，改天换地的篇

章每天都在这里翻新，其质朴、纯粹、

天然的神韵名闻遐迩，浸润古今，值得

我们用一颗感恩的心去拥抱每一个温

暖的瞬间，让甜蜜在心里生根发芽。

花与树，心有所属；山与水，情有

独钟；云与月，静享霞光。流连在八字

墙的山水间，花树下，我们感受到的是

无限的诗情画意，以及一代代勤劳的

人们创造的幸福。风藏着故事，诗与

远方，尽在八字墙。且放慢脚步吧，这

里有让人神游万仞、跨越时空的历史

画卷，这里是一座文化的山水，春风盈

怀，满袖花香，四季温柔，清韵悠长。

八字墙：此心安处是吾乡
□王朝阳

一
我称我妈的奶奶为阿太，阿太是

这个世界上最宠溺我的人。

我一岁多开始，就跟着阿太无忧

无虑地生活了五年。

记忆中的阿太，矮小的个子，头发

梳得整整齐齐，一个光亮的发髻盘在

脑后，一身干净的蓝粗布衣衫外系着

一个围裙。一双脚缠过小脚，后来又

放了，人称“解放脚”。

白天，阿太在家洗衣做饭，忙里忙

外，一刻也不得闲。我是阿太的跟屁

虫，阿太烧饭，我玩柴火，把小脸映得

通红⋯⋯

其实，阿太和我并无血缘关系，外

公是阿太领养的。阿太是个苦命人，

老公和儿子相继离世。阿太伤心欲

绝。阿太的嫂子实在看不下去，就把

自己三个月大的儿子（即我的外公）过

继给阿太。阿太既当妈又当爹，把外

公拉扯大。

阿太干着男人一样的活。春天播

种的时候，半夜黑灯瞎火中趁涨潮的

时候赶着水牛耕地，播下一粒粒种

子。夏天赤日炎炎下，阿太在田里除

草，挑着一担担猪粪施肥。秋天收获

的时候，阿太手握镰刀割稻收麦，挑着

担子从田地到谷场。冬天大地休眠，

阿太要纺纱织布纳鞋底，也要像男人

一样修整农具，用稻草编织箩筐。

靠着阿太勤劳能干和省吃俭用，

全家总算能够温饱。

外公外婆一共生育了 6 个孩子，

看到儿孙们满屋嬉闹，阿太满足了。

二
等有了我这个第四代，阿太把我

宠上了天。阿太怕我晚上起夜找不到

鞋子，用稻草编了垫子，从床前铺到马

桶。包粽子的时候，阿太专门给我包

各种形状的小粽子。

夏夜，阿太在院子里把一口水缸

翻过来给我当桌子，我坐在小板凳上

吃晚饭。晚饭后，阿太在场地上烧一

大把稻草，驱赶蚊子。然后，阿太把井

水洒在地上，在水泥板上铺一张席子，

盖上一张床单，让我睡在上面乘凉，阿

太在边上摇着大蒲扇。

冬天，阿太给我手炉、脚炉，让我

焐手焐脚，还在脚炉里煨红薯、蚕豆给

我吃。当脚炉里发出“噼里啪啦”声响

时，小舅迫不及待地取出蚕豆，我们吃

着香喷喷的红薯、蚕豆时，阿太总是叮

咛“小心烫啊、不要急啊”。

我六岁要上学了，妈妈把我领回

自己家。寒暑假的晚饭后，妈妈带我

和弟弟经常去外婆家，那是我最开心

的事情。每次去之前，妈妈都跟我讲

好条件，那就是去了晚上就回来，不许

赖在外婆家。我满口答应，但是到了

外婆家，妈妈要走的时候，我无论如何

都不肯回家。晚上，我还是和阿太睡

在一起。到床上后，阿太放下蚊帐，偷

偷拿出藏起来的蛋糕、糖给我吃。

第二天中饭后，我要回家了。阿

太把我送到马路边，停下来，像变戏法

一样从围裙的口袋里掏出吃的，或是

几颗糖或是几块饼干，最不济也是一

个白煮蛋，实在没有吃的，阿太会很内

疚地给我一角钱。阿太的围裙在我看

来就是魔术师的大袍子。

三
外公在 54 岁的时候意外过世。

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哀恸使阿太迅速衰

老。渐渐地，阿太得了阿尔兹海默症，

有时连我都不认识了。

在外公去世 13 年之后，阿太也去

世了。13 年来发生了很多变化，但只

有阿太永远定格在外公去世的那一

刻。

到今天，阿太去世 30 多年了。时

不时地，我会想起我的阿太，那个最宠

溺我的人。

是阿太让处于懵懂混沌的我尝到

了人世间第一份爱。这份爱，治愈了

我的一生，照亮了我的一生。

我的阿太
□徐辉

准备过冬 张汉平 摄

在秋天
（外一首）

□朱林平

在秋天，河水单纯而又清浅

石头，开始露出真实的谎言

众鸟飞过孤寂的天空

果实撇开日渐消瘦的叶子

她悄悄地探头

欲说还休

她深深地回首，不再沉默

在秋天，人们行色匆匆

忙碌的人，仍在忙碌

奔波的人，仍在奔波

一年好景已不长

我们得加快奔跑

湖里的菜地
湖水渐浅，鹭鸟纷飞

湖边又一次露出她善意的脊梁

勤劳的人们，又开始出动

翻土，修葺，播种

三天，一周，半月

湖边的绿意，像春草渐生

干涸的湖床，又一次

迸发出一季神奇的生机

初冬时光的缝隙里，

叶子开始落了，

轻轻拾起一片落叶的密语，

它说，芝英古镇的秋，

是一场丰收的盛宴，等我赴约。

在古镇里走来走去，

每一步都踏响了历史的回音。

竹篾编就的梦，悬挂在晴空下，

晒架上，金黄的果实铺展如画，

辣椒、玉米、大豆，串起收获的欢颜。

晾晒着岁月的醇厚与丰盈。

水井、弄堂、人家⋯⋯

仿佛走进了一个古老的梦境，

竖着炊烟，横着鸡鸣狗吠，

月色八千里，勾勒着乡愁。

桂花树下，阿婆针线穿梭，

缝补着季节的更迭，

她的笑容，温暖而美丽，

将我的眼泪往下压。

这个时候的方口塘，

倒映着斑斓的色彩，

惊讶着晒秋的故事，

想要写进应氏宗谱里。

驻足于一座座古祠堂，

斑驳的墙面，是时间的秘密，

雕花窗棂还挂着岁月的蛛网，

遇见往昔的繁华，

遇见今日的岁月静好。

在芝英，亘古的时间里，

晒秋，是一种生活态度，

在广阔的蓝天里，

如秋天，我们可以更远一点，

让所有的目光抚摸过。

去芝英古镇，赴一场晒秋的约，

心怀悲悯，

轻轻地读，慢慢地品，

再晒一晒自己内心的秋天。

去芝英古镇
赴晒秋的约

□陈春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