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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每临近国庆，我的心总会澎湃
而激扬，儿时那别开生面的欢庆场景
便浮现在我眼前。

我的家乡以前物资匮乏，交通不
便，信息传递也不发达，靠天吃饭的乡
亲们只能在地里辛勤劳作，只盼一年
能有个好收成，解决一家人的温饱问
题。好在分田到户后连年丰收，家里
的生活有了起色。打我记事起，国庆
节前后就是农村秋收秋种最忙碌的时
刻。我家人多地多，总有干不完的农
活，父亲性子急，每天都要起早贪黑下
地干活。

我清楚地记得，在我五岁那年的
国庆节当天，父亲母亲破天荒地早早
从地里回来，脱掉沾满泥土的衣服，我
们全家都穿戴整齐，像过年一样。我
知道会有什么喜事发生，于是傻乎乎
地等待着。太阳趴在西边山梁上，蔚

蓝的天空一片彩霞，照得满院子都红
彤彤的。我们早早吃过晚饭，西边山
梁的太阳依依不舍地钻进山里睡觉
了。我们一家人围坐在小山似的玉米
堆前，剥玉米叶子。父亲抱出家里那
台14寸黑白电视机，那外壳是木框
的，父亲把电视机放在院子的小饭桌
上，连好电线，抽出两根天线，天线头
上挂着易拉罐。父亲一边鼓捣着电视
机，一边兴高采烈地说，“今儿是国庆
节，天安门广场举行大型庆典活动，咱
边干活边看看这热闹的场面！”小小的
电视机荧屏闪着雪花点，父亲转动着
天线，雪花点变成黑白图像，尽管画面
不是很清晰，还伴着“嗞嗞”的声音，但
我们还是兴奋地瞅着电视。

晚上七点，中央电视台《新闻联
播》开始了，播报的就是盛大的新中国
成立35周年庆典画面。我和父亲、母

亲，还有哥哥、姐姐和嫂子，谁也不说
话，全都放下手里攥着的玉米棒，瞪大
眼睛盯着电视机。震耳欲聋的礼炮
声、铿锵有力的礼乐声、震撼人心的阅
兵现场，我被电视机里的欢呼声、排山
倒海的呐喊声吸引。

当电视机里传出《义勇军进行曲》
时，表情凝重的父亲缓缓起身，用手拍
打身上的玉米叶子，整理衣服，眼含热
泪。姐姐停下手里的活计，面带微笑，
把我搂在怀里说：“今天是国庆节，是
我们伟大祖国母亲的生日，你要好好
学习，长大了报效祖国。”我点点头说：

“等我长大了，我要去天安门广场看升
旗仪式！”

随着《新闻联播》结束，全家人重
新围坐在一起剥玉米，窗外的月光洒
进屋内，也照亮了我们的脸庞。那份
激动与自豪的心情，却久久未能平息。

难 忘 的 国 庆 节
段引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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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不觉间，国庆长假又到了。
广袤的田野里，成片成片的玉米披上
了金黄的风衣，就像一排排整齐列队
的士兵，等待着人们的收获。望着茂
密的黄中透绿的玉米秆儿，我不由想
起了小时候的甜糜糜，勾起了少年时的
秋收记忆。

秋忙时节，甜糜糜是孩子们的最
爱。大人们拉棒棒回来，架子车上总
忘不了放上一捆甜糜糜。看到甜糜
糜，孩子们就一哄而上，然后高兴地
抱回家，往门背后一放，想啥时候吃
就啥时候吃。那时候的糜糜可真甜，
一口下去，满嘴流汁，淡淡的蜜糖味
儿，治愈了整个童年——那可是我们
农村娃免费的甘蔗啊!

寻找甜糜糜也是有技巧的。进了
玉米地，凡是根部黑红色或空秆玉米
一般都是甜的，如果黑红的根部有裂
缝，像虫子啃过，那保准儿甜！于
是，一锄下去，放倒。然后剁根、去
稍、挎叶，就可以吃了。如今，吃饱
了化肥的土地，把玉米产量整上去
了，却把甜糜糜整没了，再也没有甜
糜糜可吃了！

小时候，我最爱秋天，因为这个
季节，不热不冷，天高气爽，心情也
爽。但也最怕这个季节，最怕在这个
季节里收玉米、干农活。

且不说在地里掰棒棒被玉米叶子划破胳膊划伤
脸，也不说穿过密密的青纱帐，把一袋袋玉米棒棒
往地头扛，单是泥地里拉架子车就让人望而生
畏。那时候路是土路，我拉着与年龄并不相称的
大架子车，像牛犊一样吭哧吭哧把棒棒往家拉。
装少了，跑趟趟，不划算；装多了，拉不动，耽误
事。每拉回一趟，我就在家故意磨蹭，实在不想再
往地里去。

最不情愿的就是晚上剥玉米棒。感觉那时候
的玉米棒棒真多啊，家家户户都堆得像小山似
的。我常常嫌弃自家的棒棒太多，怎么剥也剥不
完。父母一边编着玉米串，一边说我瓜，不懂事。
作为大人，他们当然希望棒棒越多越好。那时候，
家家户户剥玉米棒都要剥到晚上十点以后才“收
兵”。每次我去大门外倒玉米皮时，总会听到村外
地里蟋蟀“唧唧-唧唧”的鸣叫声，更感到秋夜的
清凉和静谧。

睡不了几小时，天就亮了。早晨起来，家家户
户又开始往平房上搭玉米串。一串串玉米棒威风凛
凛地骑在平房的界墙上，放眼望去，金灿灿的玉米
与房前屋后的绿树相映衬，交织成一幅色彩斑斓、
五谷丰登的秋收画卷。

搭完玉米串，匆匆吃完早饭，就被父母催促，
提着锄去地里挖玉米秆了。挖玉米秆，还必须连根
挖掉，否则会影响播种，影响出苗率。满地的玉米
秆，一根一根地挖，就像写不完的作业题。实在累
了，便坐在地头歇息一下，撩起衣角擦一擦脸上的
汗水，再看着倒下的一大片玉米秆，又开始抱怨这
玉米成熟的季节。

春去秋来，沧海桑田。现在机械化了，从收到
种，非常轻松，几天搞定，再也不用受那皮肉之
苦、筋骨之累了，但也没有了那秋收时的喜悦心情，
一切变得平淡而寻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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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天，母亲电话里说，南岸
地的辣椒红了，北岸地的玉米也黄
了，能收了。还说刚下过雨，水
多，地软，搭不住脚。等过两天，
地干了，就能掰玉米棒了。

中秋前后，差不多就收秋了。
今年秋季太阳好，玉米都熟了，大
个的棒子耷拉着脑袋，无精打采地
吊在玉米秆上荡秋千。

掰玉米棒与收小麦、打菜籽、
抽蒜薹，都要抢时间赶天气。记得
早些年有一次秋收碰上下霖雨，玉
米把把都软了，玉米稍稍都出芽
了，雨还是滴滴嗒嗒下个没完。有
人披着蛇皮袋子当雨衣，戴着草
帽，光着脚、高卷着裤腿，低头弓
腰推着木斗斗、木旱船在玉米行行
里艰难收秋。一脚下去就是一个拖
泥带水的泥窝子，踏下去“噗嗤噗
嗤”，拔起来“噗嗤噗嗤”。有时没

拿稳，玉米棒掉水里了，稍微趷蹴
低一点弯腰捡起来，水把尻子后头
的裤子都湿透了！

掰玉米费人费力气，一蛇皮袋子
玉米装满也有几十斤，一袋袋往地头
扛；地行子长了，实在背不住，一路
上都得歇几回。秋夏两忙的时候，男
娃的好身手就派上用场了。同样一袋
子玉米，男娃呼哧一声往肩膀上一
丢，呼呼呼就走了。可女娃，两个人
抬，还一走三绊弄不动。

当年老公追我的时候，正碰上
收秋，北岸地行行长、行子窄，架
子车进不去，全靠人力往出转。老
公不善言辞，人实在、勤快。仗着
他一米八五的个子，几十斤的玉米
袋子左一下右一下，一个肩膀丢一
袋，转个身就走！跟耍一样。看得
母亲一愣一愣的，扭过头就数说
我：“你看人家娃这么大的个子！这

么好的身手！还这么勤快！还接他
爸的班！咱还怕以后日子过不到人
头里去？你还在这挑拣啥呢？”

经过一个秋忙的考验，不管我
答应不答应，母亲和父亲这一关，
老公算是已经提前通过了。后来我
能嫁给老公，这一料子的玉米功不
可没！真的要感谢当年那些一心为
媒的玉米棒棒们，是它们为我们牵
起了姻缘的红线。细细想来，它们
还是我俩的红娘呢。

秋雨铺黄菊花地，金风染红枫
叶天。此去故园无多路，子规声里
又一年。路上风景，梦里春华，兜
兜转转间，熟悉的故乡早已物是人
非。离家千里，远隔万水千山，浅
憩酣梦，却一直走不出母亲的四季
三餐，走不出后院的秋荷夏蝉，走
不出那一片片朦朦胧胧的青纱帐玉
米田。

玉 米 为 媒
谢小玉

当秋日逐渐和煦，菊香开始浓
郁，我们又一次迎来了重阳节。登
高、赏菊、敬老、思乡……丰富了这
个中华民族传统节日的内容，烘托
出了温馨恬静的氛围。

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早在战
国时期，就已经有了重阳节。到了
唐代，重阳被正式定为民间的节
日。此后历朝历代，沿袭至今。这
个极具分量的节日，早已经成为中
华民族化不开的情结。对不同的节
日，人们赋予的情感色彩便各不相
同，而对于重阳节来说，莫过于“暖
心”二字。

重阳节，让我们畅享亲情陪伴
吧。重阳节与老年节的合璧，让浓
浓的亲情在潮涌的关爱中发酵。曾
经，长辈为我们付出了巨大的艰辛
与无限的关爱。无论我们年龄多
大、走得多远，都是长辈高高放飞的

风筝。线的那端，永远是望眼欲穿
的牵挂。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
先。重阳佳节，让我们陪在长辈身
边，为他们献上一份孝心。可以是
一份温馨的礼物，也可以亲自下厨
做饭，还可以陪他们走亲串友，让他
们切实感受到我们晚辈的心意。虽
然他们别无所求，但我们的一声问
候、一个微笑，甚至一个电话都会让
他们倍感欣慰和满足。此后，他们
布满皱纹的脸上，会经常绽开灿烂
的花朵。

重阳节，让我们一起登高望远
吧。重阳节也叫登高节，秋高气爽
之时，正是“重九登高”的最好时
光。相约上三五好友，直奔山脚。
不管是登山步道，还是崎岖小道，且
歌且行，激情飞扬。披荆斩棘，拾级
而上，留下一片迷人的背影，你就是
最美的一道风景。没有比人更高的

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登上顶峰，
你能俯瞰起起伏伏的山峦，弯弯曲
曲的道路，炊烟袅袅的村落。呼吸
着大自然的芳香，你一定会心旷神
怡，没有比这更爽的事情了。

重阳节，让我们共同踏秋赏菊
吧。重阳节又称菊花节，因此，菊花
早已成为重阳的象征。风清云淡重
阳节，让我们带上最爱的人，一起欣
赏那一片金黄。菊花代表我的心，
它会让你知道，我是多么在乎你。
在这个互诉衷肠的大好时节，你的
心声就是这个节日里，送给最爱的
人的最好礼物。这份真爱，在菊花
香气中得以熏染和升华，传递出最
真实、最朴素的幸福和甜蜜。

最是暖心重阳节，暖在浓浓亲
情，暖在纯纯友情，暖在深深爱情。
用心感受重阳节，就会为生命平添
几许美丽。

最是暖心重阳节
张欣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