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11.27 佐责任编辑 / 张蕾 执行美编 / 景山

07
新泾··

我扎芦花扫帚

【随笔】

文 朱扬清

晚秋的一天，风和日丽，秋高气
爽。我信步走到景观河道周家浜河
畔健身步道上散步，看到岸边很多
质朴无华的芦苇，已绽放出成群结
队的芦花。洁白的、轻盈的、柔美的
芦花迎风摇曳，野趣浓郁，似乎在向
我招手致意。此情此景引发我一下
子想起儿时扎芦花扫帚的往事，心
头为之振奋，老夫聊发少年狂，隔了
七十多年重温这门传统手艺，动手
再扎芦花扫帚。

我的老家在浦东川沙农村，那
里河浜纵横、沟渠密布，到处生长着
密密麻麻的芦苇，扎芦花扫帚有着
得天独厚的条件。芦花质地柔软细
腻，比芦粟籽、高粱籽扫帚清洁力更

强、更耐用，因此，乡亲们都乐此不
疲地用芦花扎成扫帚，这已成为一
门传统的手艺。
我扎芦花扫帚的手艺是外公传

授的。外公是一个家族的族长，乡亲
们都尊称他为“老长辈”。外公古道
热肠，乐善好施，乐于助人，是出了
名的乡贤达人。每年到了九十月份，
外公外婆总会忙里偷闲地去釆摘好
多芦花，晒干后扎上十多把芦花扫
帚，留几把自家使用，其余的送给需
要的乡亲们。有的乡亲拿着芦花
“来料加工”，外公都是来者不拒，
十分乐意地为他们忙碌，趁机与他
们聊聊家常，热络一番，享受生活的
美好时光。我十岁时就开始当外公
的助手，与外公一起扎芦花扫帚。外
公看我饶有兴趣，就教会了我扎芦

花扫帚的传统手艺。以后，我传承
外公的好家风，年年扎些芦花扫
帚，拿出一部分送给亲眷和邻居使
用。我还在学校里教会几个同学扎
芦花扫帚，一起为学校效力，使学
校再也不用花钱去买芦花扫帚，节
省了开支，为此得到了学校的嘉
奖。扎芦花扫帚，给我留下了多么
美好的回忆和乡愁。
已是下午三时光景，我来到芦

苇丛中釆摘芦花。野外满眼绿色，凉
风送爽，使我心旷神怡。二十多年
前，我从崇明农场来到市区入住新
泾地区，与周家浜为邻。那时，周
家浜还是一条臭水浜，后来经过综
合治理，臭水浜变为清水河。这其
中的植物治污功不可没，用河泥在
岸边堆积成一个个滩涂，种植芦苇、

江芦、菖蒲、睡莲等水生植物来治
污，生态大为改观。呈现在我眼前的
是芦苇青青、水草浮动、清水涟涟、
鱼儿游弋的美景。显然，芦苇在净化
污水中功不可没。于是，我对芦苇又
萌生了一份敬意，情不自禁地为芦
苇点赞。
芦花开花有的早有的晚，釆摘

芦花时也有讲究，采老的芦花容易
脱落，采早的不耐用。所以，我尽可
能釆摘适合中用的芦花。忙碌了两
个多小时，我釆摘到满满的一大袋
芦花，满心喜悦，兴高采烈，身披绚
丽多釆的晚霞，哼唱着沪剧紫竹调，
走在回家的路上。
芦花经过四五天晒干，我就动

手扎芦花扫帚，先用小竹竿制作成
六十厘米左右长的扫帚柄，在柄的

小头锯开一个口子，放进一块十余
厘米长的竹片，用钉子固定在柄上，
使之成为一个十字架。再把芦花扎
成一个个小把，扎在竹片上，左右各
扎三小把，然后把芦花秆均匀地包
裹在竹柄上，从下而上捆扎三道细
铁丝，再适当修剪齐整芦花和芦花
秆，一把芦花扫帚就这样大功告成
了。这次，我扎的是“加强型”的芦
花扫帚，又大又重，结实牢靠，实惠
耐用，估计可以用好多年呢。
随着时代的变迁，这种绿色环

保的芦花扫帚渐渐淡出人们视线，
扎扫帚的传统手艺也后继乏人。我
这次扎芦花扫帚，既是践行综合利
用自然资源的绿色环保理念，又传
承承载着人们美好记忆的传统手
艺，意义不一般，在自我陶醉分享快
乐的同时，一种思念家乡、眷恋芦花
的乡愁油然而生。

“黄金路”
文 黄发明

深秋了，寒风瑟瑟，给秋天铺
垫了一层寒意，尤其那满天黄叶，
飒飒飘落，在金色阳光下的湛蓝天
空中翩翩起舞。

喜欢赏叶的人，为了欣赏落叶
景观，特地背了相机来到知名的落
叶景观路，而我独走捷径，闲步在
小区里的大花园，欣赏银杏、枫树
的落叶景观。

我悠闲地穿梭于高大的树林
之间，道道阳光从树叶缝隙中斜射
在林间，阵阵秋风把树叶吹得瑟瑟
作响，树叶终于松开了手，片片落
在秋风中，旋转着、追逐着，如蝴蝶

飞舞，微笑着和树枝告别，以优美的
舞姿轻飘而下，飘在我的头上、落在
我的肩上、擦在我的脸上，最后投入
大地的怀抱，卵石路上铺上了厚厚
一层金色的树叶，我漫步在金叶铺
就的“黄金路”上，踩在用金叶织就
的“金地毯”上，听着脚下沙沙的响
声，诗意绵绵，含情脉脉，感受季节
更迭的自然之妙。面对这一叶景，
触景生情，禁不住弯腰拾了几片整
色黄的落叶，想作为书签夹于书中，
还想写上几句小诗，送给友人留念。
我享受着金色的阳光，金色的树叶，
金色的道路，在金色的世界里与金
秋私语，金秋最后的绚丽，最后的浪
漫，最后的色彩，令我陶醉。

黄色落叶不仅让我感受绚丽浪
漫金色的视觉享受，也给我带来无
限遐想。

秋色落叶似乎在提醒人们，树
叶转黄，枯萎飘落，告诉人们深秋到
了，冬天的步伐越来越近，意味着一
年中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催促人们
加紧完成尚未完成的工作，以新的
姿态迎接来年的春天。

自古以来，人们对秋天有着不
同的感受，唐代诗人李商隐的《乐
游原》中写到，“向晚意不适，驱车
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
昏。”诗人把深秋比作夕阳，虽然
“无限好”却是“近黄昏”，似乎好
景不长，以这种自然景观感怀处境，

表达沉郁、孤忧的心境，也寓意人生
到了暮年，对往昔峥嵘岁月的无限
怀恋，不禁对人生产生悲凉感觉。相
比之下，我倒喜欢唐代诗人刘禹锡
的《秋词》：“自古逢秋悲寂寥，我
言秋日胜春朝。”写出诗人对秋天
的独特感受，一反悲秋喜春的旧意
常态，变“悲秋”为“喜秋”，认为秋
天胜于春天，秋色斑斓，秋高气爽，
天宇广阔，展现了豪情奔放，清新气
度之势，传递着博大胸怀，奋发进取
的精神力量。
春夏秋冬，发芽、生长、枯萎、落

叶，这是生命的轮回，这是抒发灵感
的源泉，让我们都以豪放，进取的心
态迎接和送走秋天。

三奠子

有感而作
耄耋徐趋近
文 陈澄东

耄耋徐趋近，何以欢欣？能自
理，度晨昏。闲暇任涂抹，不涉苦
辛勤。生活美，天伦乐，胜千金。
深秋渐去，亲友残存。怀过

往，记情真。时光非昔比，巨变感
亲身。人不寐，思无尽，墨留痕。

【诗歌】

寻季
新泾

回眸季节轮转，不觉间已走入最美的时节，斑斓的秋
色已铺满了新泾的各个角落。阳光洒在街道上，透过半黄
的梧桐叶、红透了的枫叶，把街角染成金黄色、赤红色，三
三两两，光影一点点爬上，透过树叶的缝隙，散落在墙壁
上。秋天也是收获的季节，柿子、银杏果、石榴……各种果
实沉甸甸地、静静地挂在枝头，孕育着这个季节的富足与
温暖，这是最独特的秋天礼物。 不觉深秋去，人间已立冬，
让我们期待下一个秋天，相约下一个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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