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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8篇)

辩论可以培养人们的团队合作精神和合作能力，让他们能够
与他人合作共同完成任务。辩论中如何更好地进行论证，使
自己的观点更加有说服力？接下来，我们为大家呈现一些精
选的辩论范文，希望能够启发大家的写作思路。

乡愁的抒情散文篇一

离别家乡，才知乡愁，这些年，背着故乡的大山，沉甸甸的，
落了满地的心事。

中秋回故乡，老屋院落紧锁，门外长满荒草，尘封打开，阵
阵酸痛。伫立门前，泪滴锁上，流成一曲离殇;再无勇气打开
院门，只因再也看不到父亲的身影。故乡、老屋、年迈的母
亲——魂牵梦绕，难以割舍。故乡啊，故乡，离人泪，情难
却，一份留恋，一份伤，锁在院里，锁在心头。

故乡没了土灶，没了柴草，没了烟囱，没了炊烟。燕子归来，
难觅旧巢;故人归来，难寻炊烟。往日炊烟成了记忆，多么渴
望砌一座土灶，烟囱通向屋外，拣来柴草，烧锅煮饭，烟囱
像快乐的孩子在屋顶一蹦三尺高，锅里煮着生活，烟囱袅起
炊烟。夜晚，月亮挂天际，星星眨着眼，静静坐在夜空下，
聆听母亲吟唱那童年的歌谣。

思乡，乡愁，想隐藏，却在生长。回眸千千，儿时记忆的梦，
像一轮明月，挂在心上，温馨幸福，醒来已是过往。把酒问
天，青苔覆面，曲曲离殇，一眶寒秋水，空长叹，憔悴有谁
怜?跋涉人生，秋沙雁沉西风渡，恨难追，再无月圆，泪滴透
沧桑，寸断柔肠，拂袖一笔，拂平前缘忧伤。



乡愁的抒情散文篇二

经过连续三天的高温，将近中秋，蓉城终于凉快起来了。入
夜，窗外下起了绵绵细雨，夹杂着清新的尘土气息，别有一
翻沁馨的味道，“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

发小从杭州打电话来，说杭州的街道已弥漫起中秋的气息，
处处店铺都满盛着包装精美的月饼，寝室窗外更是月上柳梢，
一片静好。我说这就好啊，又有月饼吃了。电话那头却沉默
无言，良久才道，“再美味的月饼，没有家人陪伴也是食之
无味，真怀念小时候团团圆圆的过中秋啊……”我想，这应
该就是成长的代价吧。

聊了很久，发小突然问我听过《明月千里寄相思》这首歌没
有。我想了一下，还真没听过。挂断电话，上网，马上就找
到了歌词，然而强大的网络搜索系统却始终不能找到这首歌
的播放文件。

“夜色茫茫罩四周，天边新月如钩。回忆往事恍如梦，重寻
梦境何处求。人隔千里路悠悠，未曾遥问心已愁。请明月代
问候，思念的人儿泪常流。月色朦朦夜未尽，四周寂寞宁静。
桌上寒灯光不明，伴我独坐苦孤零。人隔千里无音讯，欲待
遥问终无凭。请明月代传信，寄我片纸儿为离情。”

可惜只能欣赏这段优美的文字，却不能感受在独特乐律下串
联起来的那番意境。对门的小群看我盯着这一段文字发呆，
也凑过头来看。“这不是《明月千里寄相思》的歌词吗？”
他告诉我他手机上有这歌，我几乎是抢来他的手机，开蓝牙
传到我手机上。音乐，瞬间在耳畔飘荡开来。

一个人，在宿舍里听着这首近乎飘渺而又遥远的曲子。摇曳
的音乐，似诉似泣的音律，仿佛在诉说着一个远去的故事。
只感到一股久违而又澎湃的思绪从心底油然而起，向着四周
扩散，一轮一轮，飘向很远很远的地方。



习惯了各种流行的音乐，不知怎的，突然觉得整个世界的人
都忙碌起来，耳旁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声音，还有或稀奇古怪
另类或矫揉造作无病呻吟或声嘶力竭不知所唱的所谓的音
乐……好像所有一切在燃烧，热腾腾地冒气，我的`心却似涂
上了一层层油漆，渐渐麻木了，一加热却又粘粘的——我知
道那便是浮躁的感觉。

明月千里寄相思，这古典的情怀是否唤醒了天涯尽头那些被
牵挂的人呢？刚才打来电话的发小也正在回味明月的相思吗？
听了两遍，思绪总忍不住飘向过去的记忆。

站在阳台，才发现雨已停了，向遥远的杭州方向眺望。午夜
了，月应该已升中天，该是最亮最圆的时候了吧。发小的声
音还回响在我的耳畔，儿时的一幕幕此刻清晰地在脑海里回
放。

“请明月代传信，寄我片纸儿为离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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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愁的抒情散文篇三

又是一个干旱的季节，所有的庄稼都在祈雨，只有热风燥热
地吹拂着故乡的土地。玉米地，花生地，果园里到处是一片
饱受磨难的样子，而一切却都还绿着，果枝上挂着很小的果
子，玉米很矮很瘦，连草都是毛茸茸的，缺乏使牛羊动情的
茂密。只有蓝天还一如既往地飘着白云，极欢畅地流动，千
姿百态。是秋天的天，是秋天的云，没有一丝坏天气的预兆，
而故乡的土地啊，就在蓝碧的晴空下，失去金秋的原色。

走在我的村庄里，故乡的村庄。鸟鸣，高大的核桃树，懒倦
的卧牛，整整一个季节啊，在我频繁的来去之间，我丢失了
泥泞的感觉，没有故乡的泥水弄湿我的鞋，沾上我的裤脚，
我看不到被喜雨碧洗的枣树了，叶和果实都挂着水珠的枣树
了。干燥，坚硬，我走的每一步，我看到的每一幢农舍，甚
至环抱我的每一小片时空里，都失去了那种湿润的，甜甜的
亲昵的凉意。连一声鸟啼都是失去了水意和圆润的干咳。

经过爷爷奶奶的老宅，我猛地感到，我的'脸颊像是湿的。爷
爷、奶奶已经不在了，空留一扇已锁紧的门，门前石磨还沾
着粮食的碎碴，许久未开启的院子里，梧桐树高高地立着，
筛出些灿烂的阳光的影子，在地上，在我的眼前摇动。院里
有口古井，清洌透明的甜水井使很多人长大，又使很多人老
去的甜水井该不会干涸吧，我需要听到水珠从井壁跌落水面
的声音，如果有一声也就够了，是它洗净我潮湿的脸颊。我
把耳朵贴紧古老的木门，可我的耳朵失灵了，我听见石磨碾
碎粮食的嘎吱嘎吱的声音，只有爷爷奶奶依稀的面容和永恒
的慈爱在我的耳鼓里飘荡，我知道这不是幻觉，这是回忆，
只有回忆才使月亮落在古井里，被跌落的水珠荡起的涟漪洗
了一下，更加清晰，更加遥远，记忆里有水，是记忆吞下了
干旱的苦果。

没有河的故乡不是我的故乡，我的故乡有一条大河，我又走



在了大河边，走在了高高的大坝上。足可摸云的钻天杨笔直
地立着，叶子哗啦哗啦在风中响动。可我的河，我故乡的河
没有水，没有一滴水，河床暴露着像枯瘦如柴的病人。干旱，
魔一样的干旱驱走了水草、苇芦荡，栖息在芦苇荡里的大雁，
欢游在河水里的小鱼成了一个遥远的童话。我的手僵硬好久，
那种在水里与鱼儿相碰的快感已丢失殆尽。大河、故乡的大
河，昔日淌在金秋里的大河，穿过圆圆的拱桥、田野和村落，
夕阳西沉时，她泛起迷人的波光。夜里，她又变成一条月亮
河，从所有故乡人的梦境中穿过，她在歌唱，是她哺育了故
乡人，使他们充满了灵气和善良。她使我激动，使我知道什
么才是大地的血液。大河、故乡的大河，何时你才会在天地
间重新奏响你独有的诗琴。我企盼着水草浮动，鱼儿成群，
企盼着白白的芦苇在天空飘洒，企盼你再度成为河！

“大雁南飞声声碎，何时才能盼你回”，一种乡愁随风飘动。

乡愁的抒情散文篇四

上学的时候曾经学过《乡愁》，那质朴而沉重的言语却不能
引起我的共鸣，因为我身在家乡，抬头是故乡的天空和云朵，
低头是熟悉的瓦房和山坡。不懂乡情为何感不知乡愁为何物，
如今却是深深的体会到这浓郁的情怀，原来不需要刻意的挖
掘，我就可以感受得如此透彻。

突然开始理解那些年事已高的老人为何希望回到家乡，因为
想家，想念家乡的山，家乡的水，家乡的土地和人民。落叶
归根，因为在这里出生，在这里扎根，所以不顾一切。自古
人们就喜欢将情绪和心事寄予月光，那柔柔的如纱的月光总
是不自觉让人们想起家乡，想起远方的'亲人。

望着月亮的时候常常想起你，想起远在他乡的亲人和朋友，
想起那熟悉的山水瓦屋，世界上最美的是月亮，比月亮更美
的是你。我美丽的家乡，在我即将要离开你奔向我未知生活



的时候，我才明白，原来我对你那么的不舍。那些熟悉的地
方都有我生活的足迹，这里的一砖一瓦都见证了我的成长。
此刻，我在轰隆的鞭炮声和礼花的光芒下写下我对你深深的
眷恋。

那天，我听着音乐看着窗外一闪而过的熟悉的景物，心里突
然闷闷的，一想到多年后，我将生活在另一片土地上，远离
这些熟悉的景物，我心里的不舍变得极其强烈，在那一刻我
突然发现原来你早已经深深的扎在我的心里，原来我早已离
不开你。

叔爷爷今天七十大寿，送给我亲爱的父老乡亲们一首《好日
子》，也担心唱的不好，站上舞台的那一刻，我的手微微的
颤抖着，有些紧张，那熟悉的旋律让我放松了些，看着舞台
下一张张熟悉的面孔，突然间发现原来我长大了，原来他们
老了。然而一成不变的是他们脸上的宠溺和疼爱，一如三年
前我站上舞台。表演结束，那热烈的掌声和赞美的言语都让
我感到幸福，爷爷奶奶脸上的笑容更是让我觉得骄傲。这些
看着我长大的父老乡亲们，时间在他们的身上留下了明显的
痕迹，却让我更加的不舍他们的笑靥。

原来时间这个小偷真的偷偷的偷走了很多东西。此刻，舞台
上仍在放着热闹的音乐，上演着精彩的节目，我独自在房间
里写着属于我的文字，感受着这熟悉的地方带给我的温暖，
感受着家乡人民传递给我的坚韧和勇敢。不管他日我生活在
何处，依旧自信，勇敢。这份自信是我亲爱的父老乡亲们送
给我的通往未知旅途的礼物。

浓浓的乡情在这一刻让我明白，这里将是我一生的眷念……
不管我身在何方，去往何处……

乡愁的抒情散文篇五



乡愁是我二十年前对故乡那一挥手后的怅望。从此，我成了
故乡久远的旅人。虽然频频回首，但是它还是依依难舍地把
我远嫁了。再回去，我只能算是客人。除了热情的招待之外，
它对我这位早已经城市化的女儿已经寡言少语了。

故乡对我已经陌生。

那个春天，在屋后第一次手捧《红楼梦》偷闲阅读，感受花
飞花谢飞满天哀愁不已的小不点儿；那个夏日的午后，从松
林中缓缓走来的采蘑菇的小姑娘，提着竹蓝，含着笑，如出
水莲花；那个秋日的黄昏，在山涧玩水抬头那一瞬，痴望岩
上芦苇性感“狐狸尾巴”的少女；那个冬天，因跳皮筋到天
黑，回家被妈妈饱打的玩皮娃娃。已如墙上年画，只能远观，
不可近前。近前会被它催眠，接回过往。

要想很唯美地梦回故里也不容易，需懒洋洋地依在书房的躺
椅上，手捧一本打开的书，再泡一壶清茶。书看得累了，品
一小口茶，眯着眼睛，故乡就如吊兰爬下高台，用它温柔的
手抚摸着我。于是，我就魔症了，化作千寻瀑布，唱着欢歌
奔它而去，翩然投入它的怀抱。

在城市里生活的岁月如此寂寞，回望故乡才能给些安慰。当
我在城市里受了委屈，或者是工作上有了重压，我总是会买
张车票，不顾水陆交通的阻隔，爬坡下坎回到家乡。然后把
自己溶入后山的松林，用手环一下手边的林木比上次来时又
长粗了多少，寻宝一样拾起等我的松果。折一条灌木扎成环，
戴在头上，于是城市的喧嚣就距我远了。我那时如一朵清香
的.蓓蕾，被故乡宠得不知天高地厚。

家乡总是要回去的，我的妈妈已经回去了。妈妈出来时没有
工作，靠爸爸的工资来养活她，她一辈子都羡慕有工作的人。
一个农村妇女，，在家里面所受的委屈可想而知了。最终，
她老人家把自己变成村口一个土馒头，实现了她不要人养活
的愿望。



望向妈妈墓碑上还是年轻时代拍的相片，怀中的白荷花和黄
菊一枝枝散落。抚一下我的母亲，第一次发现我的妈妈也可
以长得如此水灵。咽一下口水，仰望苍穹，不让泪水滑落：
妈妈，女儿来看你了。下世，希望你生在富人之家，好好谈
次恋爱，再也不要一辈子象佣人似的给谁煮洗啦。

三年前，妈妈也走进了我的乡愁。

回去，总要买一抱白荷黄菊，静静地跟妈妈坐一会儿。城市
的家，变成了与我全不相干。含着泪，把对故乡的哀愁，化
成了心中的千百诗篇，写在那云淡风轻的天上。

不会泪雨滂沱。故乡，一定要回去的。它总会用唢呐张扬的
形式把它的儿女送出去，又迎回来。

乡愁，它是一本我读了又读的书；它更是我每每在午夜忆起
时，刻意用浓墨重彩在心中描了又描，也难描出真迹的山水
画。

乡愁的抒情散文篇六

阳光斜射在古老朴实的木桌纹路上，坐在寂静的一角，细细
摩挲手中的诗集，席慕容的《乡愁》：

故乡的歌是一支清远的笛

总在有月亮的晚上响起

故乡的面貌却是一种模糊的怅惘

仿佛雾里的挥手别离

离别后



乡愁是一棵没有年轮的树

永不老去

在南方蒙蒙的雨雾中，我撑着一把油纸伞走在用青石板铺砌
的小巷里，轻轻的，缓缓的，我低头不语，因为这座城市的
厚重，使我在她面前只能是一个感受者和倾听者。这样的场
景在生命的默片里无数次上映，南方的雨季特别长，所以给
我的`印象也特别清晰。

印象中，桂林的春天总是雨蒙蒙的，时而云淡风轻，时而雾
大而浓，朦胧中又带有几许羞涩，这不张扬的美丽，构成了
烟雨漓江的美景。

印象中，桂林的米粉是最好吃的，细细的，唆的一口就进了
喉咙，那种爽、滑、嫩的感觉，怎一个好字形容。

印象中，桂林的生活是最悠闲的，早上起个大早，漫步在林
间小道上，到处是鸟语花香，摇曳的树荫，斑驳的光影，涟
漪的湖面。

太多的印象，让我不能忘怀。如今远在异乡求学的我，在课
本与生活之间来回，也不能消解我有时莫名的乡愁。这里的
城市不是没有欣赏的地方，只是于我的内心却没有触动的风
景，不像故乡的一草一木，居然让我在千里之外还念念不忘，
连老树上的残枝我仍记得它的模样。模糊的记忆变得清晰，
思乡的情绪越陷越深。艾青说，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感同身受，也是我为这句诗落
泪的缘由。

暂别吧，我的故乡，也许我离开的是港湾，但走不出的是乡
愁。



乡愁的抒情散文篇七

一、

远离故乡，时常念起故乡的菊花，那些金黄色的小花朵，簇
拥在老房子的窗前，每天只要推开窗，菊花的香气就会扑鼻
而来，让人神清气爽。

母亲喜欢养花，窗台上载有兰草，绿萝、四季梅，嫩绿的叶
子，粉红的花朵，再加上院子里的菊花，格桑花，这些小巧
的花朵，将我家小院装饰得五光十色，娇艳欲滴。

每天清晨，推开房门，满院飘香，如同居住在花的世界中，
就连衣服上，发丝上都沾染了菊花的香气。喜欢花香，书页
中放一朵菊花，在一次次翻阅中，总会记起花儿最初的娇美。
还可以将菊花采摘下来，放在窗台上晾干，然后用小布袋装
进满满的花朵，放在枕边，花香就会被带入梦乡。

二、

母亲是一位怀旧的人，用过的物件总是舍不得丢弃，就连我
小时候穿过的衣服，小学写过的作文，母亲都视为珍宝，小
心翼翼的珍藏着。我知道，那是母亲的念想，那里面有岁月
留下的痕迹。

在我家的客厅里，摆放着一台老式收音机，据母亲讲，这台
收音机是姥姥送给母亲的礼物，所以，母亲格外珍惜这台收
音机，尽管经历了岁月沧桑，这台收音机的音色依旧清亮。
闲暇时，母亲就会打开收音机，听听新闻，听听歌曲，母亲
的脸上就会流露出满足的微笑。

母亲喜欢积攒一些看起来并不起眼的东西，一有时间，就会
找出这些宝贝，一遍遍地把玩，享受里面的故事。家里有许
多老式卡带，像邓丽君，高胜美、费翔的歌曲，还有东北二



人转等等，这些都是母亲的最爱。记得每次回家，母亲都会
找出来听一听这些歌曲。家里来了客人，母亲也会拿出来播
放。其中还有我的大学开学典礼录像，有我儿时的生日照片，
我知道这些都是母亲的珍藏，是她对生活的一份寄托，母亲
将心中对亲人的思念，全部寄托在这些美好的记忆之中。

三、

村里人重男轻女现象十分严重，家里有了男孩子，开车种地
是一把好手。现在世道变回来了，女孩子照样能顶起半边天，
开车犁地，一点不比男孩子差。

近几年，村里总有几户人家的孩子考上大学，有少数青年去
城里打工了，家里的农活只能由年迈的父母管理。像一些空
巢老人，自己实在无力管理土地，只能把自己的几亩地卖给
了别的农户耕种，自己靠卖地的钱来维持生活。

眼下正是大田作物收割的季节，村里的青壮劳力都到地里抢
收了。村子里只剩下年老体弱的村民，但是，他们尽量做些
力所能及的活计，为秋收出把子力气，做好后勤。

自从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后，乡亲们用科学方法种田，土地
才真正发挥出收益。乡亲们的腰包鼓了，各家各户都买了农
用机器“像稻田插秧机，耙地机，小型拖拉机，联合收割机，
还有装运粮食蔬菜的小四轮。”这些农用机器都是乡亲们种
地的好帮手，既解除了劳力的不足，又能及时播种和收割。

四、

姥姥每年秋天都会来我家住上一段时间，说是串门，还不如
说是来帮助秋收。姥姥是一位闲不住的老人，每天起的特别
早，抱柴火做饭，还帮助母亲拆洗被褥，还要喂猪、因为母
亲去地里帮助父亲忙着收割庄稼，家里这一摊子活都交给了
姥姥。



每天看见姥姥乐呵呵地忙前忙后，很辛苦。姥姥最轻快的活
就是坐在炕头上纳鞋底，给我和父亲做千层布鞋。姥姥做鞋
的手艺相当了得，先不说针脚细密，做出的千层底布鞋特别
式样。因此，我最喜欢穿姥姥做的千层底布鞋了，穿在脚上，
既美观又舒服，在人前炫耀时，都是一种骄傲。

姥姥心灵手巧，做什么都像样。姥姥不仅针线活做的地道，
还特别善良，对亲人和晚辈们总是关爱有加，有句话说“母
慈儿孝顺，”这话一点不假。母亲和舅舅特别孝顺姥姥，舅
舅住在济南，几次劝姥姥去那里养老，姥姥就是执意不离开
老家，舅舅只能顺从着姥姥，年年都回家看望姥姥，给姥姥
买些喜欢的礼物。

姥姥在我家很辛苦，母亲的心里总会很不安，秋收终于忙完
了，母亲让姥姥好好休息，可姥姥却嚷嚷着要回家去，母亲
说破了嘴，就是留不住姥姥。我问姥姥，为什么非要急着回
去？姥姥说：“想家了，家里还有一大摊子事情要做呢。”
送姥姥上车那天，看见姥姥高兴得像个孩子，母亲说；“真
是故土难离啊。”

五、

村子里有一位老中医，医术高超，村里人有个头疼脑热的，
老中医都会药到病除。因此，乡亲们特别敬重这位老中医。
老中医一边给村里人瞧病，一边把医术传给他的儿子。像打
针，抓药都由儿子来做，渐渐地，儿子看病的医术越来越精
干。

邻居婶婶得了一种怪病，全身浮肿，眼睛肿的都睁不开，叔
叔急忙请来了老中医，和他的儿子，老中医先给婶婶把脉，
然后爷俩商量了一下，开出了一个药方子，让叔叔到城里药
店按照方子抓药。真是让人佩服，老中医的医术果然是药到
病除。邻居婶婶只吃了几副药，全身的浮肿就消退了。



老中医和他的儿子强强联手，保护一方百姓平安，他们高超
的医术吸引来外地的患者，一般都是疑难杂症，经过老中医
的精心调理，病情都得到有效的缓解和康复。被治好的患者
感激不尽，一传十、十传百，老中医家的诊所每天来瞧病的
患者络绎不绝。

村里人善良，都是老住户，遇事总会相互帮衬着，因此，一
个村子住上几十年，都成了屯亲，应了那句老话“亲不亲故
乡人。”就拿老中医来说吧，自己研制一些小药方，十里八
村新出生的幼儿，都会免费送上几粒防止小孩抽风的药丸，
因此，新出生的小孩身体都会很健康，乡亲们懂得那份关爱，
心里装满了感激。

六、

记得村里有位喜欢讲故事的杨大叔，逢年过节，他家总是挤
满了来听故事的乡亲。大叔是文化人，有一肚子墨水，谈古
论今，无所不知。因此，听杨大叔讲故事会学习到许多知识。
春节回家，正好遇见大叔的儿媳来我家串门，儿媳人爽快，
是村里文化大院的辅导员，带领村里的姐妹们扭秧歌，跳广
场舞。她很能干，地里的农活也是样样精通。闲暇时候就带
领村里的年轻人和大妈们唱唱歌，跳跳舞，生活过得很充实。

听她讲，婆婆去世后，公公生病瘫痪在炕上，她就担起照顾
老人的重担，别看她身材长得瘦小，照顾瘫痪的公公却有着
一把子力气，不怕脏不怕累，每天端屎端尿，把老人照顾得
干干净净，还经常用轮椅推着公公在村里遛弯，看看村里风
景。这样伺候公公六个年头，说到这，她的眼圈发红，她
说“公公一辈子很不容易，为拉扯这一帮孩子，省吃俭用，
如今，终于过上了好日子，却又病倒了，做儿媳的伺候老人
是应该的，公公就像亲生父亲一样亲”。听她讲这些往事，
心里的那份敬佩油然而生，村里人也都夸她是一位孝敬老人
的好儿媳。



七、

记得小时候，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是个馋丫头，没事的时候，
就会满屋转悠，那时候细粮少，家里白面更是少得可怜。趁
母亲不在家，自己偷偷做了一碗疙瘩汤，刚刚端起碗就看见
母亲推门进来，我当时很尴尬，就问母亲“为什么回来得这
么快？”母亲笑着说：“没事你吃吧，都是妈妈不好，家里
没有好吃的给宝贝丫头做。”我一听急忙解释“挺好的，有
这碗疙瘩汤就是最好的美味了。”当时看见母亲眼睛里闪动
着泪花，脸上流露出一份无奈。

记得有一年冬天，外面下着鹅毛大雪，天气特别寒冷，我从
外面跑回家，小手冻得通红。母亲急忙给我做了一碗疙瘩汤，
我用小手捧起母亲递过来冒着热气的疙瘩汤，看见里面还打
了荷包蛋，我用筷子夹起荷包蛋让母亲吃，母亲说她刚刚吃
过了，让我快吃要不一会就凉了。我心里明白，母亲是舍不
得吃一口的，那碗疙瘩汤，我是含着眼泪吃到肚子里的，当
时就在心里暗暗发誓，长大后一定要让母亲过上好日子，天
天都能吃上一碗疙瘩汤。日子过得飞快，村里人都过上了好
日子，我也渐渐长大了，再也不是整天就知道吃的小丫头了，
但是，母亲做的那一碗疙瘩汤，一直在我记忆里珍藏着，那
是世界上最好吃的美食。

八、

北国的秋天是热烈的，像北方人的性格，风风火火。那漫山
遍野的枫叶，摇曳着绚烂的色彩，走在一片秋色里，被浓浓
的色彩紧紧包围着，就像生活在童话世界里，随着秋色，心
情会尽情舒展。这时候的秋天是最妩媚动人的，不要说那大
片金黄色的稻谷，就连那红红的高粱，都在这幅秋景中，展
示自己独特的风采。

如果你走出郊外，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那漫山遍野的枫叶，红
的热烈，黄的晶莹，绿的通透，仿佛世界一夜之间被画家描



述出来的美景，让你既惊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又欣喜者去
边秋色的。

喜欢站在树下，透过红灿灿的枫叶，阳光像调皮的少年，左
顾右盼，让你捉摸不透她的行踪。更有那一行行亭亭的杨柳，
一样不逊色，那满树的金黄，点缀着湛蓝色的天空。

面对如此胜景，怎能不心潮澎湃，书写这一季的炫美，来表
达此时此刻的心情呢。抬头仰望，一行征雁飞过头顶，一声
声的'雁鸣，是在告别，又好像是在庆祝，庆祝雁群又一次南
飞。急忙向着雁队呼喊“喂，明年见”。

置身于炫美的秋色里，浑然忘我！那一刻的思绪又将自己带
入了童年时光……

几天的秋风浩荡，林子里的树叶都已经晾干了，母亲带着麻
袋，我背着花篓，手里拿着一个耙子，一起去树林里划拉树
叶。树叶被秋风刮到低洼地带躲藏起来，厚厚的一层树叶，
用手一抓，哗哗啦啦的响，我捧起一大把树叶抛向天空，顷
刻，金色的树叶纷纷飘落，头发上、身上落满了树叶。

这些干爽的树叶，是家里烧炕取暖的好柴火。每天都会与母
亲去树林里背回几袋子树叶，回家后用烧火棍将树叶送进灶
坑里，用打火机点燃，只听见呼啦啦的火苗声，有时还会炸
出几声脆响，像点燃的鞭炮，在灶坑里噼里啪啦地响个不停。
树叶烧炕最好，一麻袋树叶燃烧后，能热到天亮。

九、

每个人都会眷恋自己的故乡，无论是穷乡僻壤，还是繁华都
市，故乡，在心里永远都是最美的地方。对故乡的那份情感，
只有远离故乡的人才能够深切地体会得到。在外的游子，离
家越久，对故乡的记忆越是清晰，那些温暖的往事，经过岁
月的淘洗，留下一份厚重的感动。在匆匆走过的岁月中，对



于故乡的眷恋，哪怕是一朵花，一片枫叶，一句乡音，都是
最美的遇见。

记住乡愁，就是记住母亲的养育之恩，记住乡愁，就是不忘
初心，懂得感恩。感恩故乡给我一份珍贵的收藏，一桩桩一
件件，故乡的记忆，是人生最美丽的珍藏。

乡愁的抒情散文篇八

编者按：对于远离家乡在外的人来说，总是有一种淡淡的乡
愁，下面我们就和作者一起来感受感受乡愁吧!

原标题：乡愁：喜老倌

早些年，我回家经过洲上还能看见喜老倌。见到他，我会由
衷地叫他一声喜叔。然后叙叙旧事，拉拉家常，最是亲切。
这么多年来，我脑子里总是想起他，想起我们曾经一起修缅
怀电站挖渠道的旧日往事。

那时候大队修缅怀电站都是各生产队派劳力，当时队长派我
去。派我去的原因，说我刚毕业回来，农事还不熟，身体也
不强壮，不是个做苦事的全劳力，还美其名曰说是照顾我。
其实，去修电站也是件苦差事，每天都有工程任务，而且带
队的是当时大队的一个副书记。他常在工地上巡视，我们是
躲不得懒的，我记得当时渠道的`源头是江家坊的后山坡，这
把水源是从江冲大队流经出来的。从源头到辽下起码有五里
路，渠道围着山腰修，要经过江家坊、砍头岭、关边、石屋
四个生产队，再在辽下生产队那个陡坡上筑坝蓄水，并利用
高落差产生的冲力带动水轮机发电，缅怀电站就建在下面。

记得我当时派去修渠道是去修江家坊后山的那段。由于渠道
战线长，人员都进行了分工，四人一组。我一组的就有喜老
倌、王新雅还有我邻队的一个青年，他叫左建华，别号左矮



子。喜老倌的真名叫刘松生，头上已有很多白头发了，但他
个高身体看上去还很健壮结实，一双布满老茧的手，握锄挖
土还是很有劲的。有天新雅问他年纪，他笑呵呵地回
答：“你们猜猜看”。新雅说：“50”，“55”左矮子猜。
我说:”58”.喜老倌望着我笑呵呵说：“这还差不多，我明
年60啦”。

喜老倌口中安有两个假牙，左右两腮都有一个，还是金牙。
当然不是真正金子做的牙，他那颗金牙，不笑还难看出，如
呵呵和大声说话时才能暴露出来。我们四人在一起是个乐天
派。新雅爱笑，喜老倌会讲故事还会唱《燕花歌》，左矮子
滑稽搞笑，自己不笑，却常常引得新雅张着大嘴咯咯咯地笑
翻天。我却木讷，在一起只是听，有时候还傻傻地看着新雅
笑，心里想，新雅笑起来还特好看，虽然口大但也特别。劳
动时，我们四人分工，一般情况下，左矮子挖土，喜老倌年
纪大装畚箕，我当时只知道他儿女都结婚成家了。我与新雅
挑担，就是把泥巴石头从渠道里担到渠道上去。一天下来不
知要担多少担。喜老倌总是在片刻的休息时给我们唱《燕花
歌》，而《燕花歌》就是根据柯子书与吴燕花悲欢离合的爱
情故事而编写的一首民歌言情长诗。以歌唱的形式一直在湘
赣边界的农村流传。一般由男女二人演唱，三五几人围在火
塘边，不用器乐伴奏，以特有的曲调，进行清唱。有七字一
句，五句一段，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情景至浓，感人至深。

喜佬倌每次唱《燕花歌》时，我们都不说话静静地倾听，时
不时我们三个听得还会脸红耳热，有些不好意思起来。我那
时跟着他唱也能唱上几段。如《定情》：

“二人同到后山前，天当罗帐地当床，双双跪在草地上，面
对苍天把誓盟，再在床上戏鸳鸯。”

《想郎》：“想郎想得泪淋淋，忽听阳雀唱一声，阳雀催春
日日叫，奴家相思夜夜荒，怎得与郎共枕头。”



“想郎想得共孤凄，看见公鸡找母鸡，鸡鸭也想成双对，蝴
喋双双花丛飞，奴家却是无伴依。”

《思姐》：“一更想姐泪水流，书房独坐冷冰冰，早知今日
相思苦，不如当初莫会她，不知何日成一家。”

那段日子，虽然艰苦，但我们却在喜佬倌的歌声里愉快地度
过每一天。而我感觉日子容易过，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新雅。
我忘不了她的一频一笑，那快乐无忧的心态总是感染我。我
们一起挖渠道时，她的劳动强度甚至比我还大，总是争着挑
担，可我没感觉到她的苦，她呈现给我的一面是坚持和乐观
的。可惜那时的我还是一个刚刚高中毕业回村刚刚满了十七
岁的青年小伙。假若那时还在渠道多干些日子，假若在农村
还待上个一年半载，也许我与她会发生点什么。然而，生活
没有假若，只有遗憾。

恍惚间，日子如白驹过隙。后来我回去却再也见不到喜老倌
了，他已归于尘土，但他给我留下的《燕花歌》却一直铭记
我心。而王新雅也早已出嫁，相夫教子。我与左矮子也为人
夫为人父。某一天，回家路遇新雅，老远她就大声叫我。我
近前一瞧，好个新雅，嗓音还是那么响亮。她却给了我轻轻
一拳，说：“认识我不?”我却反问她：“你还记得喜老倌
不?”她“愣”了一下，马上说：“记得记得，常给我们唱
《燕花歌》的那个喜老倌呀。”她笑着又对我说：”你不记
得喜老倌的真名了吧，他叫刘松生“。我看着她努力地点着
头说：”是是，是刘松生”。

然后，我们相视无言。

(故事真真假假，君莫对号入座)

(作者简介)李方明 ，湖南省攸县人，株洲市作协会员，湖南
省作家协会会员，攸县作协理事。90年代中后期开始文学创
作，有小说、散文、纪实文学散见于《湖南文学》《解放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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