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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菊花绽放的时节。每到这个落叶肆意飘
舞、万谷归仓的季节，安奶奶的小院里都会飘着菊
花的幽香，沁人心脾，让这座有些破旧的院子变得
安逸温馨。

“蕊儿啊，有男人了吗，给安奶奶领来瞧瞧。”
安奶奶躺在躺椅上，抚摸着怀里一把老式的小提
琴慢慢地说道。

“不急嘛，人家还小呢。”姐姐轻轻地为她梳银
发，娇声娇气地答道。

“不小了，奶奶像你这么大的时候，都当妈妈
了。”

“安奶奶，我的好姻缘还没来到呢。”姐姐依偎在
她身旁，说：“总不能随便找一个人把自己嫁了吧？”

“是啊，要找个值得托付一生的，相貌是其
次。”安奶奶看看我们姐俩，随后眼神飘到枕下那
个小木匣上，脸上的笑容顿时暗淡许多，“男人好
看有什么用？像你安爷爷……”她微微地叹了口
气，浑浊的眼睛里有泪水翻滚着，之后慢慢地顺着
皱纹流下来。

安爷爷42岁就去世了。他异乡寿终时，陪在
他身旁的是另一个女人和另一群儿女。关于安爷
爷的一切，我们全是断断续续从大人谈话间了解
到的。他的才华、英俊、风流、薄情……随着年岁
增长，我们也越来越对他感到气愤，甚至憎恨，特
别是我，得知那把小提琴是安爷爷的遗物后就看
不顺眼了，如果安奶奶允许，我会马上用斧头将它
砍成木屑。

63年来，安奶奶痛失爱侣，然后又痛失爱子，
她领养的女儿两年前也因病离她而去了。这一切

的悲痛凄凉，只有她一人慢慢嚼咽。我想，她恨安
爷爷，虽然她和安爷爷曾拥有过甜如蜜的爱恋。

虽然生长在封建大宅门里，但安奶奶不喜欢
捏针刺绣、深居简出的大小姐生活。15岁那年，她
说服父母，来到表哥的洋学堂里当教员，因热爱小
提琴，所以成为学堂唯一的一名音乐老师。

一日，安奶奶正漫无目的地散步，忽然听到一
阵优美的琴声。循声走过一座开满野菊花的小山
冈，她看到一位少年，身着洋装，风度翩翩，正在忘
我地拉着小提琴，小提琴上别着一枝紫色的菊花，
开得正艳。她觉得眼前这位少年很眼熟。正沉浸
在美妙的曲子中，安奶奶的耳边传来一个柔和的
声音：“我说过在你15岁生日那天我会回来的，从
此永不分离。”安奶奶蓦地记起，果然是他，继业
哥。没错，这继业哥就是安爷爷。原来，他和安奶
奶两小无猜，后跟随父母赴美留洋。临行前，他和
安奶奶约定，一定会回来娶她。

然而，双方父母不同意他们结合，万般阻挠，
安父尤为强硬，五花大绑把他押回家，半个月后安
爷爷不知用什么办法逃脱出来，在一个风雨交加
的夜里带着安奶奶离开了家乡，来到了这个没有
人知道他们姓名的小镇。我想，那些漂泊的日子
是安奶奶一生中最幸福快乐的时光，因为挣脱了
封建冰冷的枷锁，拥有了爱的温度。

到小镇居住后，他们租赁了一处破旧的小院，
在院子里种满了菊花。生活虽简朴，但甜蜜无比。
每天清晨，总会有柔美的小提琴声在晨曦里荡漾，
那是安爷爷拉给安奶奶的梳妆曲。安奶奶总喜欢
在菊花的香气里，满眼幸福地说起那些往事。

多年后，说起安爷爷的早逝，安奶奶虽念叨，
不能做负心人，否则天也不容啊。但脸上却流露
出淡淡的悲痛，久久不能消散。

最后那几年，安奶奶的眼睛几乎看不见了，在
黑暗里度过凄凉的晚年，苍老的生命越来越沉默，
可是每到梦醒时分，嘴角总会挂起一丝笑意，那首
梳妆曲仿佛徐徐飘来伴她梳妆。

一年前，也是秋季的一天，午后，安奶奶小心翼
翼地走到门口，轻轻地吸了吸外面的气息，扶着门
框说道：“秋天到了，菊花开了。”她让姐姐将她搀扶
到院里，她把脸贴在菊花上，绽放出少女般的笑容，
忽然自言自语地说道：“继业哥真喜欢菊花啊。”

她没能活过那个秋天，没等到花落成冢。整
理她的遗物时，我们在那个小木匣里看到了一张
合影，已经发黄了，是她和安爷爷的。我想，这是
他们在最幸福的时候拍的吧，年轻的安奶奶在神
采飞扬的安爷爷身边，沉静甜蜜地微笑着。像一
朵菊花，在秋风里飘着沉静的香，永远那么温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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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频频碰杯，大口畅
饮。

饮酒言谈之间，李秦已
了解了谢榛的情况。李秦深
深叹息，说，也只有赵王这样
的人才有这样的财力。哪怕
是当朝首辅，对你的帮助也
不会这么大。对了，我突然
想到一件事。我在京城的时
候，见过京山侯崔元两次。
这个侯爷，酷爱风雅，喜欢结
交文士。我建议你再进北
京，也许会比第一次收获大
一些。盘缠嘛，我可以资助
你一百两。

李秦的提议让谢榛感
动。他十分明白李秦的意
思，那就是让他尽可能多地
得到权贵的支持。可是，十
几年没见，见面就接受人家
一百两银子的资助，真是不好意思。

李秦看出谢榛的顾虑，便说，茂秦兄，你千万不要
推辞，我帮助你，是为了让你写出传世诗篇。像我这
样的人，入了官场之后，营求之心难免。而这营求之
心，是与写诗作文格格不入的。我偶尔也写一些诗
篇，但只是公务之余的消遣。不像兄长你，汲取百家，
已具规模。

李秦的一席话，让谢榛有知己之感。自己有生以
来，常遇见好人，这是何等的幸运。先是临清的那些
爱好歌唱的少年，后是苏老丈、刘守备，特别是赵王，
对自己那样关照。面前的李秦，在北京时就资助自己
银两，现在不但给出主意，还慷慨解囊解决盘缠。谢
榛眼睛湿润，举杯敬向李秦，说，仲西，认识你是我的
荣幸，我会一心于诗，不负你的厚望！

这就对了。李秦说完，痛快地喝了一杯。
仲西，把你的诗拿出来，让我拜读一下。
李秦脸色有点发红。他迟疑着，不愿意拿出来。
谢榛说，你我兄弟，应该能够坦诚交流。
那好，你看了可得说实话，不可说一些好听的话

糊弄我。
那是自然。
李秦从衣袋里拿出诗来。一本小册子，却是刻印

的，不是誊录的。于此，也可看出李秦家境的富裕。
谢榛写了那么多诗，一直是自己誊录的。

谢榛认真阅读。足足用了半个时辰，谢榛才把李
秦的诗看完。他站起来，端着酒杯，说，仲西，我要敬
你一杯，你的诗虽然功力尚浅，但路子正，诙谐风趣，
与刘基的诗歌有点相似。

有些诗，是我有意学习刘基诗歌后写的。
仲西，开国以来的诗歌还是少看吧。建议以后专

心学习盛唐诗歌。
这个，我听你的。
两个人喝得差不多时，开始吃饭。这时，李秦拿

出一百两银票递给谢榛，说，这银票在安阳也可兑现，
在北京更不用说了。

谢榛接过，说，谢谢仲西！
下楼，李秦坐上马车，朝谢榛挥一挥手，离去。
谢榛站在酒楼前，好长时间没有动弹。他被李秦

的友情感染，有一种受人恩惠无以为报的歉意。同
时，也为自己遇上李秦这样的好朋友而感到幸福。这
幸福，赋予谢榛极大的力量。他挺起胸膛，健步回到
家中。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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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 连载小说小

我家院子里有棵柿子树，淡红的柿子压弯了
枝头。

过去，我的家乡有个风俗，每年的农历九月初
九，是打会的日子，也就是物资交流大会，多则十
天，少则七天，会址就在聊城剧院至闸口一带，那
时每逢农历的四、九是大集，乡亲们俗称柳园集，
这是因为集市就设在柳园村旁的柳园坑内，柳园
集也就顺理成章地叫起来了。

大会上人山人海，热闹非凡，说书唱戏的，打
拳卖艺的，耍猴玩杂技的，各显其能，南来北往的
商贩们，更是把各种物品摆得满街都是。从外地
运来的柿子，也就招摇上市了。

农历九月，秋收已近尾声，小麦也已播种，忙

碌了大半年的农民们，趁这难得的农闲日子，争先
恐后，赶会消遣。

二干渠旁有条直通北乡的河崖路，每逢大会
时间，每天都有从北乡赶来的大姑娘、小媳妇及孩
子们，天还不亮，就徒步向会上涌去。逛一天的
会，买件衣服，吃个柿子，就心满意足了。

我的同学王学孟曾在学校表演过一段快板
书，就说到了九月九大会上的人与柿子。所谓快
板，就是用两块竹板，每块竹板上钻两个孔，用细
绳把两块竹板连接起来，前后晃动两板相击，发出

“呱呱”的响声，俗称“呱嗒板儿”。
王学孟同学热爱文艺，喜欢表演，每次学校组

织汇演，他都积极参加，有次他登台演出，表演了
一段精彩的《九月九》，只见他打着竹板往舞台中
央一站，朗声说道：

说了个小姐本姓黄，小模样长得杠了强，九月
九，逢大会，这个妮，要到会上去逛逛，南边来了小
学生，北乡走来黄姑娘，黄姑娘热瞅小学生，小学
生爱看黄姑娘，三看两看没看准，一下子蹲倒柿子
筐，哎呀这闺女，墨绿的裤子染了一片红裤裆。卖
柿子的二哥开了腔：“买柿子哩，买柿子哩，人家的
柿子论个卖，咱的柿子论碗量，那个论碗量。”

这段说完，台下观众热烈鼓掌，欢声雷动。
时光荏苒，当年登台演出的翩翩少年，如今也

七十岁有余了。儿时记忆中那甜蜜可口的柿子，
现在也高高地挂满枝头，少有人问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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