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耕、夏种、秋收、冬藏，在大自然的节序中，秋收，无

疑 是 最 高 潮 。 所 有 的 孕 育 ，在 这 个 时 候 有 了 成 果 。 所 有

的期待，在这个时候给出答案。所有的辛劳，在这个时候

得到报偿。而秋分，拉开了秋收的序幕。

秋 分 时 节 的 大 地 ，到 处 铺 展 开 丰 收 的 画 卷 。 大 自 然

的调色盘，涂抹着五彩缤纷的丰收的颜色。

金 秋 ，金 秋 ，人 们 以 金 色 为 秋 天 命 名 ，不 是 没 有 道 理

的。时至秋分，金色是当仁不让的主调。

金 色 ，在 金 灿 灿 的 稻 穗 上 。 稻 穗 把 积 攒 了 一 辈 子 的

阳 光 都 绽 放 了 出 来 ，沉 甸 甸 的 ，掬 都 掬 不 住 ，流 溢 在 稻 田

里，成为金色的海洋，风一吹，就翻起金色的浪花，一波接

着一波，一浪接着一浪。“秋分一到，晒场见稻。”铺满稻谷

的晒场，撒了一地的金子，成了一块块织金地毯。对于农

人来说，没有比这更治愈的颜色，也没有比这更治愈的风

景了。

金 色 ，在 金 澄 澄 的 玉 米 上 。 田 间 地 头 、村 落 院 坝 ，一

串串、一堆堆颗粒饱满的玉米棒，金树一般，金山一般，占

领着人们的视线，映照着人们的笑颜。

金 色 ，在 金 闪 闪 的 秋 梨 上 。“ 长 风 响 梨 叶 ，秋 光 遍 原

埠。”一颗又一颗秋梨，举着金色的小拳头，展示着丰收的

喜 悦 。 咬 一 口 ，水 灵 灵 ，清 爽 爽 ，正 好 可 以 滋 润 秋 天 的 燥

气。秋天的第一杯奶茶，怎么比得上秋天的第一口梨呢？

秋分的“多巴胺”配色里，红色，也是最有存在感的一

种 。 苹 果 挂 起 了 一 盏 盏 红 灯 笼 ，红 彤 彤 的 辣 椒 红 得 要 烫

到 眼 睛 ，累 累 垂 垂 的 石 榴 笑 红 了 脸 …… 一 片 又 一 片 的 火

红，告诉人们，又是一年秋色好。

绿 莹 莹 紫 莹 莹 黑 莹 莹 的 葡 萄 像 一 颗 颗 玲 珑 剔 透

的 宝 石 ，挂 满 枝 头 ，连 空 气 都 是 甜 丝 丝 的 。“ 九 月 板 栗

笑 哈 哈 ”，栗 树 的 刺 球 炸 开 了 ，吐 出 一 颗 颗 棕 玛 瑙 。 猕

猴 桃 密 密 匝 匝 ，在 绿 色 的 藤 蔓 间 摇 着 青 铜 铃 。“ 白 露

谷 ，寒 露 豆 ，花 生 收 在 秋 分 后 。”一 捧 捧 花 生 扎 着 黄 色

的 麻 花 辫 ，欢 快 地 和 人 们 打 招 呼 。 棉 花 吐 絮 ，吐 出 了

一 朵 朵 白 云 ……

赤橙黄绿青蓝紫，你能想到的颜色，秋分都有。

秋 色 如 许 ，不 拿 出 来 晒 一 晒 秀 一 秀 都 是 辜 负 。 房 前

屋 后 的 空 地 、屋 顶 、阳 台 、窗 台 等 等 ，都 成 了 展 示 秋 色 的

舞 台 。 不 一 定 要 去 哪 里 ，随 便 在 哪 个 乡 村 穿 梭 ，时 不 时

就 会 与 赏 心 悦 目 的 晒 秋 图 撞 个 满 怀 。 粮 食 啦 ，果 实 啦 ，

花 朵 啦 …… 堆 在 地 面 上 ，串 在 屋 檐 下 ，骑 在 篱 笆 间 ，摊 在

竹匾里，铺在阳台中，挂在桥栏边……组成一幅幅立体的

图 画 。 玉 米 总 是 最 入 画 的 ，一 串 串 的 ，靠 着 墙 也 好 ，偎 着

柱 也 罢 ，在 檐 下 悬 挂 也 好 ，在 地 上 躺 平 也 罢 ，分 分 钟 出 片

没 话 说 。 雪 白 的 萝 卜 、鲜 红 的 辣 椒 、碧 绿 的 秋 菜 、嫩 黄 的

菊 花 …… 沐 浴 在 微 醺 的 秋 阳 下 ，呈 现 着 人 间 秋 收 的 繁 华

景 象 ，就 如 歌 曲《晒 秋》唱 的 那 样 ，“ 晒 出 五 彩 缤 纷 的 锦 和

绣，晒出硕果累累的富和有，晒出那个金，晒出那个银，晒

出个人人欢笑、家家喜庆的大丰收”。

晒得出名的，还晒成了人人向往的景点，比如江西婺

源 的 篁 岭 。 青 山 之 中 ，粉 墙 黛 瓦 的 建 筑 在 数 百 米 落 差 的

坡面上错落着，晒着斑斓秋色的竹匾、竹筛、竹簟，方方圆

圆层层叠叠而下，与古老的民居相互映衬，在形色的起承

转 合 中 ，静 静 地 诉 说 着 ，什 么 叫 中 国 绝 色 ，什 么 叫 摄 影 师

的天堂。

丰富、丰饶、丰盛、丰满、丰盈、丰润……秋分，真的是

一 个“丰 ”收 的 时 节 啊 。 怪 不 得 自 2018 年 起 ，我 国 将 每 年

秋 分 设 为“ 中 国 农 民 丰 收 节 ”，亿 万 中 国 农 民 第 一 次 有 了

自己的节日。

有了“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加持，秋分，也有了不一样

的 感 觉 。 每 当 丰 收 节 如 期 而 至 ，文 艺 展 演 、乡 村 美 食 品

鉴 、农 耕 文 化 体 验 、农 民 体 育 赛 事 、乡 土 产 品 促 销 等 庆 丰

收 活 动 在 全 国 各 地 如 火 如 荼 地 开 展 ，带 来 视 觉 与 味 觉 的

双 重 盛 宴 。 走 进 乡 村 ，每 一 片 土 地 都 在 诉 说 着 自 己 的 丰

收故事。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随秋分而至的

“ 丰 ”景 是 如 此 美 好 ，走 起 ，去 看 希 望 的 田 野 ，去 看 丰 收 的

中国。

“丰”景的颜色
□ 叶艳莉

秋分是秋季的第四个节气 。《春秋繁露·阴阳出入上下篇》：

“秋分者，阴阳相半也，故昼夜均而寒暑平。”今年的秋分时间是

9 月 22 日（农 历 八 月 二 十）。 秋 分 时 节 ，风 和 日 丽 ，天 高 云 淡 ，菊

黄 蟹 肥 ，稻 谷 、玉 米 、梨 、苹 果 、葡 萄 等 纷 纷 迎 来 丰 收 ，民 间 有 晒

秋 、品 蟹 、竖 蛋 、送 秋 牛 、吃 汤 圆“ 粘 雀 子 嘴 ”等 习 俗 。 自 2018 年

起 ，我 国 将 每 年 秋 分 设 立 为“ 中 国 农 民 丰 收 节 ”，这 是 第 一 个 在

国家层面专门为农民设立的节日。

秋
分

苏 州 人 过 日 子 ，讲 究 ，二 十 四 节 气 该 吃 什 么 都 有 定

规 ，借 用《论 语·乡 党》的 一 句 话 ，叫“不 时 不 食 ”。 所 有 节

气中最令人向往的，是秋分，因为大闸蟹终于上市了。为

了表达欣喜之情，当地有句民谚：“秋风起，蟹脚痒。”意思

是秋风吹拂得大闸蟹不安分起来，按捺不住腿脚，纷纷从

阳澄湖爬出来，爬上人们的餐桌。这句话生动又幽默，典

型的苏式戏谑。

蟹 出 苏 州 。 最 美 味 的 大 闸 蟹 产 自 苏 州 阳 澄 湖 ，一 只

只 丰 腴 鲜 嫩 ，吃 完 后 舌 根 处 有 微 微 的 鲜 甜 回 甘 。 蟹 肉 洁

白 似 雪 ，蟹 籽 鲜 红 如 火 ，蟹 膏 黏 稠 如 晶 莹 奶 冻 ，蟹 油 金 黄

如 半 溶 化 的 蜂 蜜 与 黄 油 。 蟹 的 全 身 都 是 精 华 ，每 一 口 下

去都是极致享受。

苏 州 人 的 秋 天 离 不 开 大 闸 蟹 ，持 螯 把 酒 的 佳 话 自 古

不胜枚举。清人沈复的《浮生六记》写小夫妻俩在院中吃

蟹赏菊，还特意请来老母亲一起参加。《红楼梦》南北风俗

杂 糅 ，多 次 写 到 赏 桂 花 、吃 螃 蟹 ，搭 配 老 姜 、陈 醋 、风 炉 上

现煮的滚热的黄酒、菊花叶儿桂花蕊熏的绿豆面子“洗手

液”，以去腥、增香、防寒凉。

周末，我们相约骑自行车到美人腿。美人腿，顾名思

义 ，形 状 酷 似 人 腿 ，而 且 是 芭 蕾 舞 演 员 细 长 笔 直 的 美 腿 ，

以 踮 起 脚 尖 的 姿 势 站 立 ，似 乎 随 时 准 备 旋 转 起 舞 。 脚 尖

离陆地很近，稍微抬起一点就可以踢到陆地，却始终没有

踢 出 去 ，因 此 成 为 一 个 半 岛 ，深 入 湖 中 央 ，保 持 着 完 整 而

纯粹的阳澄湖风貌。

沿 着 苏 州 工 业 园 区 星 湖 街 向 北 ，过 阳 澄 湖 大 桥 就 到

了。岛上只有一条纵贯南北的主路澄林路，双向两车道，

两 侧 都 设 有 贴 心 的 蓝 色 自 行 车 专 道 。 在 这 里 骑 行 ，关 掉

导航也不会迷路。路旁农家乐足有 200 多家 ，游客至此 ，

只觉乱花渐欲迷人眼，不知道进哪一家才好。

其 实 随 便 走 进 哪 家 都 行 。 玻 璃 水 箱 里 螃 蟹 吐 泡 、鱼

虾游泳，房前屋后一畦一畦菜地，无论荤素食材都襟怀坦

白 ，一 览 无 余 。 想 吃 啥 ，只 要 指 一 指 ，马 上 捞 了 、摘 了 、洗

了，叮当下锅。窗户大敞，风进来，桂花的香进来，鸡鸣桑

树 颠 的 声 音 也 进 来 。 雄 赳 赳 气 昂 昂 的 玉 米 做 行 道 树 ，架

子 上 累 累 垂 垂 的 葡 萄 做 顶 棚 ，整 个 阳 澄 湖 连 同 无 边 无 际

的芦苇摆在面前做景观湖，麻雀燕子喜鹊轮流伴奏助兴，

阔气不阔气？豪奢不豪奢？

中 国 人 自 古 讲 究 礼 仪 ，站 有 站 相 坐 有 坐 相 ，吃 ，也 要

有吃相，不能吧唧嘴，不能用筷子满盘里翻检。吃喜酒的

时候，若小孩嫌筷子麻烦直接上手抓菜，会受到全桌人的

鄙 弃 ，妈 妈 面 红 耳 赤 ，一 巴 掌 打 到 小 孩 手 背 上 ，压 低 嗓 门

骂：“没规矩！”可是，吃清蒸螃蟹的时候，绅士淑女忽然都

放下了矜持，再不需要公筷私筷公勺私勺搅得头昏，人人

伸 手 从 盘 子 里 直 接 抓 ，不 仅 抓 ，还 要 歪 着 头 用 手 抠 ，不 仅

用手抠，还要吧唧吧唧、滋滋咂咂嘬，嘬完蟹壳嘬手指，很

响亮很不雅，却没人觉得不妥。

饭 店 一 般 都 备 有 蟹 八 件 ，但 真 正 的 食 客 是 不 屑 使 用

的 。 就 像 嗑 瓜 子 的 乐 趣 在 于 嗑 的 过 程 ，如 果 机 器 剥 开 一

大 堆 瓜 子 仁 直 接 吃 ，还 有 啥 意 思 ？ 哪 怕 自 己 拿 夹 子 夹 开

瓜 子 壳 也 是 不 能 忍 受 的 。 同 样 ，吃 螃 蟹 的 乐 趣 也 在 于 过

程 ，虽 然 比 嗑 瓜 子 费 力 ，但 ，人 长 着 两 只 手 是 干 吗 用 的 ？

不 就 是 用 来 吃 螃 蟹 的 吗 ？ 再 说 了 ，蟹 八 件 也 不 能 保 证 把

角 角 落 落 里 的 肉 都 掏 干 净 ，所 以 ，只 能 用 手 ，筷 子 勺 子 通

通没用，当众舔手指头以善后也很正常。

饱餐一顿后，散散步，消消食。村里保持着最原始的

水路并行格局，凡有水的地方，两边必然有路，路边必然有

民居。人家尽枕河。水码头一个挨一个，一级级台阶从厨

房后门直接沉到水面，好婆们坐在小板凳上洗衣洗菜，延

续着多年前的生活习惯。平静的水面搅起一圈圈涟漪，水

中原本平滑的倒影跟着起了褶皱，粉墙黛瓦散作满河星。

出 了 村 ，一 抬 脚 ，就 到 了 阳 澄 湖 边 。 水 汽 充 沛 ，湖 面

上 总 是 雾 蒙 蒙 ，恰 正 是 宋 代 晏 殊 笔 下“ 梦 入 江 南 烟 水 路 ”

的 意 境 。 这 时 候 ，你 什 么 都 不 需 要 做 ，什 么 都 不 必 想 ，只

要 呆 呆 地 站 在 树 荫 下 凝 望 水 面 就 好 ，只 要 坐 在 草 地 上 就

好，心灵放空，脑袋放空，眼耳鼻舌身意全部放空，水波一

漾一漾，恍惚间，人仿佛变成一滴水，置身于湖中央，随万

千水滴共同荡漾起伏，日常劳作的疲惫全被湖水洗掉了，

纤尘不染。

秋风起 蟹脚痒
□ 周孙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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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香透杭城
□ 徐晓军

杭 州 秋 天 的 味 道 ，就 是 桂 花 的 味 道 。 杭 州 人 大 概 是 很

喜 欢 桂 花 的 ，他 们 选 择 桂 花 为 市 花 ，设 立“ 西 湖 桂 花 节 ”，开

通“赏桂专线”，把“无桂花，不秋天”的情结融入自己的精神

图谱。

一 般 从 秋 分 开 始 ，杭 州 就 陆 续 有 桂 花 开 放 ，但 那 只 是 零

星 的 、点 缀 的 ，是 季 节 的 先 声 、盛 会 的 序 章 ，对 于 杭 州 人 来

说 ，是 解 不 了 馋 、尽 不 了 兴 的 。 只 有 到 了 寒 露 时 节 ，杭 州 的

桂 花 开 得 盛 ，开 得 密 ，开 得 精 彩 ，开 成“ 满 城 尽 带 黄 金 甲 ”的

样 子 ，才 能 遂 了 杭 州 人 的 心 意 。 去 年 杭 州 举 办 第 19 届 亚 运

会 ，恰 好 始 于 秋 分 ，终 于 寒 露 ，这 让 杭 州 人 有 了 展 示 桂 花 的

机会，桂花在赛场内外陪了客人一路，香了一路。

巧 的 是 ，今 年 的 寒 露 节 气 与 去 年 一 样 ，也 在 10 月 8 日 。

寒 露 是 二 十 四 节 气 里 首 次 出 现 带 寒 字 的 节 气 ，标 志 着 天 气

由凉爽向寒冷过渡。而对地处江南的杭州来说，此时，气象

学上的入秋时间到来才过旬余，所以气温还是宜人的。

“ 哪 来 的 幽 香 ？ 啊 ，桂 花 开 了 ！”自 秋 分 时 开 始 ，那 些 长

年默然立于门前屋后、树底墙根的不起眼的桂花树，忽然被

推到了季节的前台，被人看见，被人追寻，为镜头所捕捉，成

了网红，迎来了它们最高光的时节。

每 次 去 杭 州 ，我 总 要 瞅 瞅 城 里 的 花 和 树 ，印 象 深 的 ，有

道边高大的梧桐、香樟、银杏，西湖边娇媚的桃柳，当然还有

随 处 可 见 的 桂 花 树 。 杭 州 的 桂 花 树 种 群 有 银 桂 、金 桂 、丹

桂 、四 季 桂 之 分 ，我 实 在 是 分 不 清 。 入 秋 后 ，杭 州 市 区 处 处

可闻桂香。但要得赏桂之精妙，非得追慕古人足迹，以及资

深 杭 城 人 公 认 的 赏 桂 胜 地 不 可 ，如 满 觉 陇 、灵 隐 寺 、云 栖 竹

径、虎跑，以及杭州植物园、杨梅岭等。其中最负盛名的，当

然非满觉陇莫属，“满陇桂雨”为“新西湖十景”之五，被市民

誉为“杭州秋天最香的景点”。

寒 露 是 秋 季 的 第 五 个 节 气 。《月 令 七

十二候集解》：“寒露，九月节。露气寒冷，

将 凝 结 也 。”俗 语 云 ：“ 寒 露 寒 露 ，遍 地 冷

露 。”今年的寒露时间是 10 月 8 日（农历九

月初六）。寒露时节，气温比白露 、秋分时

更 低 ，地 面 的 露 水 快 要 凝 结 成 霜 了 ，大 雁

开始南飞，桂花 、菊花盛放，鱼儿纷纷游向

水温较高的浅水区，民间有赏桂 、赏菊 、饮

菊花酒 、喝寒露茶 、秋钓边（钓鱼）、斗蟋蟀

等习俗。

寒
露

民 间 有 句 谚 语 ：“ 霜 降 摘 柿 子 ，立 冬 打 软 枣 。”霜

降 时 节 ，许 多 地 方 都 有 摘 柿 子 、吃 柿 子 的 习 俗 。 人 们

认 为 ，这 个 时 节 吃 柿 子 可 以 御 寒 保 暖 、强 身 健 体 ，福

建 泉 州 一 带 还 流 传 着“ 霜 降 吃 柿 子 ，不 会 流 鼻 涕 ”的

说 法 。

柿 子 味 美 甘 甜 ，特 别 是 霜 降 时 节 的 柿 子 ，经 过 霜

打 后 尤 为 清 甜 。 柿 子 浑 身 都 是 宝 ，不 仅 果 肉 能 食 用 ，

叶子泡水还有保健养生功效。中医认为，柿乃脾肺血

分 之 果 ，其 味 甘 而 气 平 ，性 涩 而 能 收 ，故 有 健 脾 、涩

肠 、治 嗽 、止 血 之 功 。 北 方 人 喜 欢 吃 柿 饼 ，天 气 寒 冷

时 ，常 将 柿 子 做 成 冻 柿 或 者 柿 饼 。 柿 饼 一 般 是 扁 圆

的 ，橙 黄 色 的 柿 饼 上 面 还 挂 着 一 层 白 霜 ，吃 起 来 有 种

醇厚的甜，嚼起来更是回味无穷。

西 安 临 潼 骊 山 脚 下 盛 产 火 晶 柿 子 。 这 里 已 有 上

千 年 的 柿 子 种 植 史 ，所 产 柿 子 软 化 后 ，色 红 耀 眼 似 火

球 ，晶 莹 透 亮 如 水 晶 ，故 称“火 晶 柿 子 ”。 火 晶 柿 子 不

仅 长 得 漂 亮 ，味 道 也 极 好 ，无 丝 无 核 ，丰 腴 多 汁 ，皮 薄

如纸，清甜爽口。

当秋天的第一场寒霜悄然而至，草木在秋霜的洗

礼 下 穿 透 岁 月 ，松 柏 愈 发 苍 郁 ，漫 山 遍 野 枫 叶 如 火 ，

石 榴 绽 开 笑 颜 ，火 晶 柿 子 也 由 青 黄 到 橙 红 ，似 不 经 意

间 红 了 面 颊 ，高 高 地 悬 在 树 上 ，像 一 只 只 红 灯 笼 ，压

得细枝弯了腰。香甜的果肉引来不少鸟雀啄食，它们

叽叽喳喳的吵闹声，让秋天多了几分灵动与活泼。这

一 幕 ，恰 如 宋 人 郑 刚 中《晚 望 有 感》中 所 写 ：“ 霜 作 晴

寒 策 策 风 ，数 家 篱 落 澹 烟 中 。 沙 鸥 径 去 鱼 儿 饱 ，野 鸟

相呼柿子红。”

远处的群山连绵起伏，苍山仿佛陷入了沉寂。天

空 湛 蓝 如 洗 ，瑟 瑟 秋 风 吹 过 脸 颊 。 漫 步 果 园 小 径 ，轻

脚 踩 在 枯 黄 的 落 叶 上 ，不 时 发 出“ 沙 沙 沙 ”的 响 声 。

空气中弥漫着果子清甜的香味，这是草木最本真的味

道 ，令 人 舒 爽 而 惬 意 。 几 位 老 农 正 忙 着 采 摘 火 晶 柿

子。看见我走来，一位老农从竹筐取出一只熟透了的

柿 子 递 给 我 道 ：“ 尝 尝 吧 ，霜 打 过 的 柿 子 最 甜 。”我 接

过 那 橙 红 色 的 柿 子 ，它 软 软 的 ，小 巧 可 爱 ，晶 莹 透

亮。小心翼翼地剥开薄如蝉翼的果皮，露出里面色泽

饱 满 的 果 肉 ，一 口 咬 下 去 ，软 糯 顺 滑 ，一 股 清 甜 的 香

气 在 口 中 回 荡 ，久 久 不 散 。 霜 降 是 摘 柿 子 的 时 节 ，虽

说 之 前 也 买 过 柿 子 ，但 此 刻 手 中 刚 刚 下 树 的 这 颗 柿

子，味道却是最特别的。

老农说得没错，霜打过的柿子最是香甜。没有经

历霜打的柿子就像温室里的花朵，青黄色外皮透着股

青 涩 ，吃 起 来 也 是 涩 的 ，一 点 也 不 甜 。 而 经 风 霜 洗 礼

的 柿 子 ，果 皮 愈 发 薄 ，颜 色 愈 发 透 亮 ，果 肉 也 鲜 美 多

汁 ，由 内 到 外 迸 发 出 一 种 生 命 蓬 勃 的 力 量 ，散 发 出 它

最 本 真 的 清 甜 。 俗 话 说 得 好 ：“ 不 经 一 番 寒 彻 骨 ，怎

得梅花扑鼻香？”梅花如是，柿亦如是。

唐代诗人白居易在《岁晚》中写道：“霜降水返壑，

风 落 木 归 山 。 冉 冉 岁 将 宴 ，物 皆 复 本 源 。”霜 降 过 后

不 久 ，寒 冬 就 要 来 了 。 霜 打 柿 子 甜 ，这 怕 是 秋 天 留 给

人们最后的礼物吧。

过临潼老街的时候，街上游人如织。街边商贩吆

喝 叫 卖 着 ，竹 筐 里 一 颗 颗 大 石 榴 小 柿 子 挤 挤 挨 挨 ，引

得游人驻足购买。尤其那红彤彤的火晶柿子，娇小玲

珑 ，煞 是 可 爱 。 谁 能 想 到 这 样 小 小 的 它 ，竟 不 畏 寒

霜 ，坚 韧 顽 强 ，默 默 地 实 现 着 自 我 蜕 变 ，盛 放 出 生 命

里最绚丽的光彩呢？

柿如此，人亦该如此。

霜打柿子甜
□ 李孟汐

霜降是秋季的第六个节气，也

是 最 后 一 个 节 气 。《月 令 七 十 二 候

集 解》：“ 霜 降 ，九 月 中 ，气 肃 而 凝

露 结 为 霜 矣 。”今 年 的 霜 降 时 间 是

10 月 23 日（农历九月二十一）。霜

降时节，天气益发寒冷，初霜出现，

草木黄落，蛰虫冬眠，柿子成熟，民

间有赏菊、进补、吃柿子等习俗。

霜
降

据 载 ，满 觉 陇 早 在 明 代 就 以 赏 桂 闻 名 ，其 桂 花 种 植 历 史

更是可以追溯到宋代。郁达夫在《迟桂花》中写道：“我接过

来 喝 了 一 口 ，在 茶 里 又 闻 到 了 一 种 实 在 是 令 人 欲 醉 的 桂 花

香气。掀开了茶碗盖，我俯首向碗里一看，果然在绿莹莹的

茶 水 里 散 点 着 有 一 粒 一 粒 的 金 黄 的 花 瓣 。”这 桂 花 ，就 是 满

觉 陇 的 桂 花 。 他 还 在《杭 州 的 八 月》里 写 道 ：“ 一 入 八 月 ，栗

子更多，而满觉陇南高峰翁家山一带的桂花，更开得来香气

醉人。八月之名桂月，要身入到满觉陇去过一次后，才领会

得到这名字的相称。”去年 10 月下旬，我去杭州观展，恰巧桂

花花期还未结束，就去了满觉陇。还记得，我乘的是杭城金

秋赏桂专线 87 路公交，从黄龙站始发，经过茅家埠、双峰，翻

越 龙 井 ，就 到 了 满 觉 陇 ，甚 是 方 便 。 村 落 里 秋 风 飒 爽 ，树 影

婆 娑 ，到 处 是 前 来 赏 桂 的 游 客 。 他 们 在 村 民 的 小 院 品 茗 赏

桂，促膝闲谈，好不快意。

杭 州 植 物 园 也 有 许 多 桂 花 树 。 清 新 的 空 气 里 飘 荡 着 丹

桂的清香，高大的植物群落里映出桂花树的倩影，别有一番

风 味 。 站 在 紫 薇 园 中 那 棵 高 10 余 米 、径 围 1.05 米 的“ 丹 桂

王”前，不觉生出世间美事不过如此之叹。

若 想 发 思 古 之 幽 情 、感 受 禅 意 ，则 可 以 取 道 千 年 古 刹 灵

隐 寺 。 据《西 湖 志》记 载 ，东 晋 咸 和 年 间 ，灵 隐 寺 创 建 之 时 ，

就种植了桂花树，距今已有约 1700 年历史。唐宋之问《灵隐

寺》云 ：“ 桂 子 月 中 落 ，天 香 云 外 飘 。”人 们 还 常 用“ 花 时 满 山

香”来形容灵隐寺的桂花。在古朴幽静的寺院中，远离都市

喧嚣，听钟声梵音，闻桂花飘香，别有禅意。

此 外 ，喜 欢 徒 步 爬 山 的 ，不 妨 去 玉 皇 山 、杨 梅 岭 。 走 在

幽 静 的 小 道 上 ，每 隔 几 米 就 能 看 见 桂 花 树 。 秋 风 捎 来 阵 阵

桂 花 香 ，沁 人 心 脾 ，运 动 赏 桂 一 举 两 得 。 喜 欢 清 凉 幽 静 的 ，

可 去 云 栖 竹 径 。 作 为 杭 州“ 新 西 湖 十 景 ”之 九 ，那 里 竹 林 繁

茂 ，溪 泉 叮 咚 ，间 杂 其 中 的 桂 花 树 芬 芳 怡 人 ，有 如 深 居 大 观

园潇湘馆中的黛玉，悠然物外。喜欢翰墨书香的，则可去万

松书院。那里的桂花只零星分布在房前屋后，比起别处，花

香内敛含蓄，更富有书卷气息。

自 古 以 来 ，杭 城 赏 桂 便 是 一 桩 雅 俗 共 赏 的 盛 事 ，是 一 场

视 觉 、嗅 觉 和 味 觉 的 盛 宴 。 历 代 文 人 墨 客 欣 然 将 其 入 文 入

诗 入 画 ，如 白 居 易“ 遥 想 吾 师 行 道 处 ，天 香 桂 子 落 纷 纷 ”，柳

永“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苏轼“鹫峰子落惊前夜，蟾窟枝

空 记 昔 年 ”…… 平 民 百 姓 则 可 采 其 为 食 为 饮 为 酒 。 桂 花 糕

等 各 式 糕 点 自 不 必 说 ，茶 里 也 有 桂 花 的 味 道 ，譬 如 桂 花 龙

井 、窨 了 桂 花 的 九 曲 红 梅 。 杭 帮 菜 里 ，则 有 桂 花 糯 米 藕 、桂

花鲜栗羹、桂花糖年糕……桂花糖制作尤其简便 ，只需收集

桂 花 蕊 ，洗 净 ，然 后 按 照 一 层 桂 花 、一 层 白 砂 糖 的 次 序 储

存 在 瓶 或 罐 里 ，约 过 半 月 ，即 可 见 桂 花 和 白 糖 逐 渐 缠 绵 交

融 ，储 存 愈 久 ，桂 花 味 愈 浓 ，可 用 来 泡 茶 泡 酒 ，或 者 做 菜 熬

粥 时 放 一 些 增 加 香 味 。 去 岁 冬 时 ，我 在 杭 州 吴 山 广 场 买

了 一 小 瓶 这 样 的 桂 花 糖 ，每 次 小 口 咀 嚼 ，或 泡 茶 喝 了 ，倍

觉 清 香 宜 人 ，大 有 李 清 照“ 暗 淡 轻 黄 体 性 柔 ，情 疏 迹 远 只

香 留 ”的 韵 味 。

桂 花 在 江 南 随 处 可 见 ，而 杭 州 的 桂 花 尤 其 让 人 挂 牵 。

白居易《忆江南》：“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

郡 亭 枕 上 看 潮 头 。 何 日 更 重 游 ？”寒 露 时 节 到 杭 州 ，可 别 忘

了去访桂哦，或许你能访到一种幸福、香甜的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