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镰刀和锤头叠加，
闪现出万道光芒。
从南湖红船起航，
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篇章。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南昌起义的枪声
给出了响亮的回答！

消灭内忧外患，
只有共产党。
28年浴血奋战，
破灭了“不可战胜”的神话。
事实雄辩证明：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人间正道是沧桑。”

“雄鸡一唱天下白”，
新中国屹立于世界东方。
华夏惊呼：

“天翻地覆慨而慷”！
为保家卫国而战，

人民解放军让世界惊叹！

自我革命，勇于担当。
拨乱反正，改革开放。
神州大地满眼春光。

不负人民的选择，
历史的选择。
坚持人民至上，
实现全面小康；
依靠人民，
人民就是江山。
反腐倡廉，壮士断腕。
人民满意，乾坤朗朗。

“太平世界，
环球同此凉热。”
为世界奉献出：
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百年之光普照大地，
人类命运共同体，
和平与发展！

我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末，那时
候的我们，解决温饱是生活中最主要
的问题。天天吃的是粗茶淡饭，包子、
饺子只能是过节时候的奢侈品，更别
说水果和零食了。

小时候，我算是农村比较幸运的
孩子，父母都在生产队做农活，父亲农
闲时或起早贪黑在乡下收些鹅鸭毛、
废铜烂铁，偷偷地“投机倒把”。在那
个年代，有点微薄的额外收入已经算
是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家庭了。父亲经
常会去镇上，回来总会带点当地的土
特产和水果。其实也就是些香蕉和桔
子之类，但在那个年代，已经算是奇珍
异果了。父亲有时还会带几包桃酥回
来，桃酥在那时可谓是佳肴了，至今我
仍清晰记得红色包装袋上印有几个黑
色的大字，那鲜美的味道让我回味至
今。那时最盼望的就是过“六一”儿童
节了，有新衣服穿，有零食吃，家长还
会给零花钱，我会到小商贩那买 1 角
钱一个的小桔子水，2 角钱一竹筒的
五香味瓜子，还有 5 分钱一根的冰棍
儿……再就是盼望过年了，因为有长
辈们的压岁钱可以收，一开始是2元、
5 元，后来随着经济条件的好转涨到
10元，这对我们这些孩子们来说已经
算是巨款……

记忆中印象最深的、逛得最多的
是镇上桥西头的那个老副食品店，那
是每次跟母亲到镇上必逛的一个地
方。母亲一般每周都要去镇上的土产
公司帮父亲卖收来的“破烂”，所以周
末我最大的快乐就是跟母亲“进城”。
那时的零食很少，愿望也很简单，就是

去副食品店花几毛钱买上几块用透明
塑料纸包的酸酸甜甜的果丹皮；还有
油炸的沾满白白芝麻的圆圆的“开口
笑”，酥得掉渣，那种香甜会从舌尖里
一直散发到全身；偶尔还进书店买上
一本“小人书”，那精美的画面，足足能
让人愉悦一整天。

赶上爷爷、奶奶过生日的时候，母
亲还会花上7元钱买两个大奶油生日蛋
糕，用透明塑料盒罩着，边上点缀几朵
小花，中间是个老寿星和一个寿桃，煞
是好看。现在还能依稀记得那蛋糕的
味道，上面的那层奶油硬硬的、甜甜的，
还带有一股蛋清的腥味，蛋糕常常因为
存放时间太长而口感粗糙，即便如此，
仍然是那个年代不可多得的珍馐美
味。当年的母亲很“豪横”，每次都要买
两个一模一样的，一个给我解馋，另一
个在爷爷、奶奶生日宴上，同大家一起
分享。每次拎着蛋糕从镇上回来，一路
迎着村里人羡慕的目光，村里坑洼不平
的泥泞小路似乎也闪着光，那种满足和
幸福足以让我“飘”回家。

那个年代，孩子们的衣服大都是
用大人穿过的旧衣服改的，或是哥哥
姐姐们穿剩下的，衣服料子也不外乎
涤卡、腈纶几种。虽然我家中排行老

大，记事起基本上就是穿幺叔的旧衣
服长大的，只有“六一”儿童节和过年
的时候，母亲才去公社的供销社里扯
几尺布，为我量身订做一套属于自己
的新衣服。所以我们这代人也是在对
节日的期盼中长大的。

上世纪 80 年代初，改革开放伊
始，人们的服装开始有了新的变化，一
开始最流行的是呢子大衣，镇上买不
到，只有在县城的商店里偶见一二。
有一年父亲去县城做小买卖，给他自
己和我的母亲各捎回一件，至今我甚
至清楚地记得它们的价格：58 元一
件。母亲特别小心呵护这件珍贵的大
衣，特意用毛线织了领子护在大衣的
领子上，看着父母试衣服的高兴劲，我
心里别提有多羡慕了。在我的软磨硬
泡下，母亲终于答应过年时也给我买
一件“海军服”，但条件是：一是期终考
试要双百分，二是要帮着做家务和打
猪草。终于在临近过年的时候，母亲
带我到当时县城（安徽省繁昌县）最高
档的商场——繁昌百货大楼，买了件
深蓝色的“海军服”，当时可供选择的
样式极少，只有一款黄色，一款蓝色。
就这样，我拥有了人生中第一件深蓝
色的“海军服”，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

那件“海军服”的价格是18.5元，算是
一笔不小的开支。

弹指一挥间，几十年过去了，在党
的领导下，人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我也步入中年，自己小时
候对新衣的渴望，对美食的向往，对节
日的盼望，在女儿这一代人身上已经
找不到任何蛛丝马迹。她们生长在跨
世纪的新时代，接受的是高等教育，工
作在大城市。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
不用再为一点好吃的、一件喜欢的衣
服跟父母软磨硬泡了。超市的商品，
不再仅限于让我们小时候垂涎的糖果
和零食，而是形形色色，从国产到进
口，从本地到外地，认识的不认识的商
品一应俱全。吃腻了家常便饭，去外
面的各色餐馆换换口味是再也平常不
过的事了。想吃麻辣的有川菜，想吃
偏甜的有上海、广东菜，想吃西餐有西
餐厅，还有日本料理……吃饭不再是
为了果腹充饥，更多讲究的是营养搭
配、口味丰富，吃的是健康和情调。

新衣也不再是逢年过节的必备品
和“奢侈品”，网购、逛街随时都可以挑
选自己心怡的衣服。衣服的面料、款
式更是让人眼花缭乱，现代人们的穿
戴更多是为了追求舒适、时尚、美丽。

穿岁月风头，伴历史云烟。100
年风雨兼程，100年岁月沧桑，我们党
领导全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
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党的光芒犹
如喷薄而出的朝阳，照耀四方，也照亮
了14亿中华儿女的小康生活，愿我们
的生活越来越富足，愿我们的祖国越
来越富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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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田园，田园如诗。那萦绕在
田间地头的潺潺溪流，犹如诗人的情
感缓缓流淌；那一片片绿色相牵的土
地，正如整齐排列的诗行，把深沉的
心事静静隐藏；还有那洒落在田间的
点点身影，就像一个个惊叹号，既丰
富了诗的情感，也让诗行有了灵动的
美。

走进田园，田园如歌。清风拂
过，满地丝弦奏响；云影飘来，一池鱼
声荡漾。那飞舞在田园上空的声声
鸟语，那回荡在堤坝上羊群的阵阵呼
唤，那匍匐在花丛草窝里的串串虫
鸣，都是宛转悦耳的曲调旋律。

走进田园，田园如画。那苍翠连
绵的枝，那绿色交织的叶，那清澈明
亮的水，构成了一幅幅纵横交错的绝
美图画。坐古色古香的青石桥头，看
细雨翼影斜；立波光粼粼的池塘边，
迎风起叶飞扬，每一点色彩都招惹你
的眼睛，每一处风景都陶冶你的情
操。

美丽的田园，古代许多文人墨客
都曾热衷于它。陶渊明为它弃官，享
受一种“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的
逍遥；王维为它陶醉，寻得“明月松间
照，清泉石上流”的宁静；孟浩然为它
隐居，获得“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
麻”的乐趣。今天的我们，生活节奏
快，工作任务重，更需要一份清新的
空气来沐浴紧张的身心。

遗失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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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宗云遗失1534001218167号15春安徽广播电视大学法学专业（本）学生证，声明作废。
●周琪涵遗失P340654236号出生医学证明，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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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中国共产党简史》有感

“大西瓜，圆又圆，切开变成两大
碗，你一碗，我一碗，留下空碗当小船
……”每当听到女儿哼唱这首儿歌，
我的思绪便随着甜凉解渴的冰镇西
瓜飘回到童年。

儿时，为了给我们兄弟解馋，也
顺便给家里换些“油盐钱”，爸爸把房
前屋后的荒地都种上了西瓜。每年
暑假，看着满地打滚的大西瓜，爸爸
的眼睛乐得眯成一条线，然后在我们
三兄弟中挑选一人陪他去卖瓜。弟
弟太小，哥哥要帮忙干农活，而我的
小嘴巴特甜，便当仁不让成了“小瓜
童”。

说干就干，天刚蒙蒙亮，爸爸就挑
着空箩筐，牵着我，来到屋后那块西瓜
地，趁太阳还没出来，瓜皮上的露珠还
未干时，挑选一些熟透的西瓜，准备吃
过早饭后走村串户去叫卖。

“卖西瓜啰——又红又甜的大西
瓜——只卖两毛钱一斤！”爸爸挑着
西瓜在前面扯开嗓子猛喊，我扛着秤
杆跟在爸爸屁股后面，边走边哼着儿
歌：“西瓜西瓜圆又圆，红囊黑籽在里
面，打来井水镇一镇，吃到嘴里凉又
甜……”爸爸的大嗓门很快吸引了一
群看热闹的人，他们围着西瓜品头论
足，却不舍得掏钱买。见这阵势，爸
爸皱了皱眉头，忽然放下箩筐，对我
耳语一阵，随后转向人群大声说：

“华，口渴了，咱吃块西瓜再走吧！”话
音刚落，“哗”的一声，刀尖已划破瓜
皮，一股清爽气息顿时扑面而来。我
飞快地将一大块西瓜凑到了嘴边，对
着围观的人群意犹未尽地舔着嘴
唇。围观的小伙伴们终于抵挡不住

诱惑，纷纷跑回家拉着大人来买瓜，
爸爸乐得胡子一翘一翘的。

一天，爸爸摸着我的小平头说：
“华，从今天起，爸爸没空和你去卖瓜
了，有没有胆量一个人去？”迎着爸爸
亲切而期盼的目光，我想也没想就拍
着胸脯答应了。凭着跟爸爸学来的
一些“绝招”，还能难倒我不成？

早晨，爸爸把西瓜挑到摊位前，
我便把一块用粉笔写着“父子西瓜
档”的纸牌立在摊位旁，然后挽起袖
子，学着爸爸的架势，开始了紧张而
忙碌的“工作”。由于我口齿伶俐，西
瓜摊不仅维持了原有的“营业额”，还
添了不少客户哩！

渐渐地，尝到了甜头的我开始
“不满足现状”了，书摊上那套《西游
记》连环画我垂涎已久，为了早日把
它买到手，苦思冥想后，我开动小聪
明在秤杆上做了点小手脚，自以为做
得神不知鬼不觉。让我意想不到的
是，一天晚饭后，当我望着小猪猪储
钱罐里日益增多的硬币，心里乐开了
花时，村里的李婶突然气冲冲找上门
来，就西瓜短斤少两一事讨要说法。
在爸爸的“威逼”之下，我只好如实回
答。爸爸顺手抄起墙角的竹枝就狠
狠抽过来，边抽边说：“这么小就这
样，长大了还了得，我们家的名声都
让你小子给败坏了！”

自打挨了一顿狠揍后，我便明白
了做人要诚信的道理。见我可怜巴
巴的样子，爸爸终于掏钱给我买回了
那套《西游记》连环画，却把卖西瓜的

“肥差”交给了老实的弟弟，如今想起
来我仍后悔不已。

七月的盛夏，透蓝的天空，太阳
如火球般炙烤着大地，滚滚热浪席卷
而来，昭示着大暑已开始君临天下
了。

大暑是一年中最炎热的时节。
古书有云“大者，乃炎热之极也”。《月
令七十二候集解》曰：“暑，热也，就热
之中分为大小，月初为小，月中为大，
今则热气犹大也。”古人根据当时的
气候特征和一些特殊现象将大暑分
为三候：“一候腐草为萤；二候土润溽
暑；三候大雨时行。”意思是，大暑时
节，萤火虫卵化而出，天气闷热土地
潮湿，时常有大雷雨出现。因为萤火
虫分水生与陆生两种，陆生的萤火虫
产卵于枯草上，所以古人误认为萤火
虫是腐草变成的。

“六龙鹜不息，三伏起炎阳。”大
暑节令正值“中伏”前后，许多地方从
炎热转为酷热，也是喜温作物生长最
快的时节。南宋诗人戴复古在那年
夏天实在炎热难忍，便一口气写了

《大热五首》，其一道：“天地一大窑，
阳炭烹六月。万物此陶镕，人何怨炎
热。君看百谷秋，亦自暑中结。田水
沸如汤，背汗湿如泼。农夫方夏耘，
安坐吾敢食。”诗句生动形象的比喻、
农人辛勤劳作时汗流浃背的身影，把
夏天的热描写得淋漓尽致，同时也说
明了夏天正是百谷生长、万物造化的
时候，秋天的硕果，就是在炎炎夏日
孕育的。在“春华”和“秋实”之间，农
作物在夏天的长势，直接影响到秋粮
的丰收与否。农民们深谙此中道理，
于是就有了“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

土”的艰辛场景。在烈日下的中午，
农民挥汗如雨地劳作，那些禾苗的长
大都是农民的血汗浇灌的。

“赤日几时过，清风无处寻”的大
暑期间，家家户户的空调日夜不停地
转动起来了。而古时连电扇都没有，
酷暑难捱，但古人别有情趣的避暑方
式，也能走进自然舒适的清凉世界。
唐代诗人白居易倡导心静自然凉，他
的《消暑》诗曰：“何以消烦暑，端居一
院中。眼前无长物，窗下有清风。散
热由心静，凉生为室空。此时身自
保，难更与人同。”消暑的最佳方式，
就是把家里整理干净简洁，心平气和
地端坐院内，清风便会自然而来，凉
爽也就由心而生了。王维认为在古
树参天、宁静清幽的深山里避暑，才
是消暑纳凉的理想去处。他的《竹里
馆》诗曰：“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
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李白
也推崇山林避暑，但他属于率真旷达
的自然派:“懒摇白羽扇，裸体青林
中。脱巾挂石壁，露顶洒松风。”全诗
写出了作者旷达潇洒，不为礼法所拘
的形象。水边纳凉也是诗人们的日
常选择。

晌午时分是一天中最炎热的时
候，火辣辣的阳光耀武扬威地游走逡
巡，无情地覆盖了世间万物和广袤的
大地。陆游有一首《苦热》的诗：“万
瓦鳞鳞若火龙，日车不动汗珠融。无
因羽翮氛埃外，坐觉蒸炊釜甑中。”说
屋上的房瓦，一鳞一鳞的好像成了条
条火龙，人们白天即使坐着不动，也
是汗珠涔涔。没有办法，不能像鸟儿

生翅飞出酷热之外，自己也就只能像
坐在蒸锅中一样，忍受这种难捱的酷
热了。对儿时的我们来说，盛夏也不
无乐趣。听着树上的蝉演奏着高八
度的曲调，小伙伴心痒痒地，寻思着
怎么把它捕捉下来。于是，就借助于
自制的工具，找来一根粗细适中、长
度足够的竹竿，把铁丝弯成圈儿绑在
竹竿顶上，在铁丝上系上网袋，然后
慢慢伸向树上的蝉，冷不丁一扣，“知
了”声戛然而止，只见蝉在网袋中挣
扎。而清清的小河也是小伙伴们避
暑的好去处，浸透在那一抹清凉中肆
意嬉戏，一会儿打水仗，一会儿扎猛
子摸鱼，一会儿竖蜻蜓，一个个像小
泥鳅似的,在水里追来逐去,又喊又
叫，哪怕晒成狗也都在所不惜。

当炊烟从农舍的屋顶袅袅升起，
深蓝天幕上渐渐浮现的点点繁星与
西天绯红的晚霞互相映照时，盛夏的
夜晚才姗姗来到，凉爽的晚风也随之
徐徐吹来。晚饭后，我们又在浓密的
树下纳凉休闲，月光从树枝的罅隙流
泻下来，如一片碎银匝地，摇曳不
定。在此起彼落、绵延不绝的蛙声
中，我们或追着捉萤火虫，听着囊萤
映雪的励志故事；或遥望那悠远的苍
穹，数星星、认星座、听着牛郎织女等
神话传说；或躺在椅子上轻摇蒲扇、
沐浴凉爽的清风，感受着生活的快乐
和美好，一会儿便进入了甜甜的梦
乡。作家冯骥才在《苦夏》一文里说：

“在快乐的童年里，根本不会感到蒸
笼般夏天的难耐与难熬。惟有在此
后艰难的人生里，才体会到苦夏的滋
味。”

大暑是夏天最炽热的表达，它以
火热的激情点燃了红红火火的场景，
酣畅地展现着夏天的无边威力，奏响
了夏天高歌猛进的最强音，生命的力
量在激情迸发、豪气喷涌中得以淋漓
尽致地挥洒。

午后的太阳光芒四射，树静风
止，约上赤诚的玩伴闻着太阳的味
道、感受太阳的温暖去户外信步，
真是大享受。

眼前，疫情防控依然严峻，宣传
车、广宣栏、小区高音喇叭晨钟暮
鼓警示市民：人多别去、扎堆别凑
……那我们就去郊外去乡村，罩好
自己，顾好大家，别给社会添乱。

雨后乍晴，山明水秀，泥土道松
松软软，踩在上面弹性十足，舒服
又干净。

经过暗香盈盈的迷你腊梅林，
花骨朵迎寒独秀，她那最为妩媚的
神韵与风骨、不正是凡人所景仰的
吗！

寒家岁末无多事
插枝梅花便过年
梅唤春来。
行着行着，见一群黄牛正啃着

田园里的枯草，头头壮实笨拙。
河畔一对夫妇捕鱼正欢，女人

热情善谈，滔滔不绝：这牛是我们红
湾村一户姓施的人家的，十几年如
一日，兄弟俩起早贪黑，风风雨雨，
牛马风尘，坚持放养，勤劳致富。

草 饲 牛 精 瘦 ，谷 饲 牛 肉 脂 肪
高。马上要过年了，每年腊月廿一
开始宰杀，四乡八邻的食客都争相
购买，无须运到大集市上去叫卖，
真是酒香不怕巷子深。

她男人真是个闷胡芦，我们讲
得这么热络，他始终不吭一声。

嗨，婚姻常常真是无厘头，讲不
清道不白，神奇。

说着、笑着、瞧着，他们又网到
了几条活蹦乱跳的鱼儿。

有收获就有盼头。
我们准备顺着牛的脚印去看看

施家牛棚，这在城里也只有想想，
在电视画面上看看，反正我们有的
是时间。

迈进村庄，见过世面的狗狗对
来来往往的行人睥睨假寐，鸡圈里
的鸡只只头翘尾翘，红冠滴滴，体
态优美。

我们的脚同时停在一铁栅栏大
阔门围墙处，直觉告诉我们：这是
户殷实之家。

正寻摸，一中年男子气喘吁吁
边跑边对门前一男青年说：还没找
到小牛，有人见它往范冲水库那边

去了，我俩得赶紧去找。见他们心
急如焚的样儿，也替他们干着急，
希望能早点找到小牛，不要蒙受损
失，他们连跑带颠时还不忘告诉我
们：腊月廿一你们来我家买黄牛肉
呦，我保证是正宗的黄牛肉。

好，假不了，我们已亲眼所见，
还有图为证，相信你。

谁不馋芳香四溢、珍馐美味的
黄牛肉呢。

牛官丢了牛，咱们不好意思搭
讪打趣再看牛棚了。

年越来越近，人们忙碌的脚步
越来越密集了。

往前又踱了一截，突拐一个弯，
猛见几位衣着艳丽的少妇正嘻嘻哈
哈在水田里挖莲藕呢，她们足陷泥
浆，挥汗抡锄，沾满烂泥的双手捧
出快意成果，这劳动的场景好生动
哦。

藕：外直中通不弯曲，我挺它。
春节家家户户都要吃藕，它寓

意美满：相互牵挂、好运莲年、福气
一年胜一年。

我 迫 切 想 零 距 离 感 触 这 劳 动
成果和丰收的喜悦，急不择途，在
布满荆棘的鸟道羊肠上奔跑跳跃，
大花裙上沾满了邪性野性的鬼针
草。

试 想 ，整 日 躲 在 城 里 能 体 验
到这些怡悦与刺激吗？真喜欢这
自 由 自 在 的 行 走 ，喜 欢 这 悠 然 自
得 的 大 好 时 光 。 人 生 无 须 刻 意 ，
随缘便是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