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皆苦炎热，我爱夏日长。夏天，
对于乡下的男孩子来说，最快乐的事
一是嬉水，二是捕蝉，当然最愿意干的
是熏蚊子。

早年，村边柳树下的沟塘里，水流
缓慢，水草丰美，最深处不到1.5米，偶
尔还有鱼虾在水里游动。三伏天，天
气炎热，正是孩子们撒欢嬉水的时
候。大家三五成群，悄悄地溜出去，你

追我赶，打水仗、狗刨、扎猛子……
蝉，我们叫它知了。一到夏天，树

上就传来知了阵阵聒噪的叫声。每到
这个时候，村子里的几个男孩就找来
长竹竿，在竹竿的顶头绑上一个圆形
的铁丝圈，铁丝圈上再绞缠厚厚的蜘
蛛网，然后轻手轻脚地把竹竿伸向正
在欢歌的知了。

你别看这个动作简单，却需要精
妙的技巧。首先要稳，竹竿不能轻易
摇晃，以免惊吓到知了；其次速度要
快，要一粘即中，不然知了就飞跑了。
有一天上午，我把粘到的知了放到罐
头瓶子里，藏在床脚下，留着送给隔壁
的细妹子，下午嬉水后却发现知了全
没了。第二天我又捉了好多知了，并
换了个地方藏起来，但还是没了。怎
么回事？原来是被奶奶拿去喂鸡了，
奶奶说老母鸡吃了知了，不但能避暑，
还会下更多的蛋呢。

最有趣的是晚上吃“烤蝉”。有一
天晚上，暑气渐渐淡下去的时候，数棵
青枝上的金蝉，正盘算着明天唱哪首
夏曲呢。我们带着几个馋嘴丫头，在
小树林选定蝉鸣热闹的空地，用野草
点了火，然后大家突然一起摇晃树身，

受惊的蝉犹如飞蛾扑火，一只只落下
来，也有机灵的飞走逃生，大多数还是
葬身火海，不一会儿便有糊焦味在黑
暗的四周弥漫，喜欢吃“烤蝉”的细妹
子每次都弄得满嘴黑乎乎的，像个花
脸猫。

夏天最烦人的还是蚊子。每到傍
晚，全家人都围坐在庭院里吃晚饭。
那年头没有电扇和空调，奶奶打来清

凉的井水，泼洒在地面上降温。屋门
口空气通畅，比较清凉，但蚊子特别
多，它们在人群里飞来飞去，嗡嗡叫，
吵得所有人都不能安稳吃饭。

每当这时，奶奶和我就开始点草
辫子熏蚊子，这是乡下人驱蚊的“土
办法”。草辫子是我和奶奶一起编
的：我给奶奶抱来稻草、艾叶和青蒿，
奶奶把这三样均匀地搅和在一起，然
后熟练地编起来，一条、两条……挂
在屋檐下晾干备用。奶奶就地取材
编草辫子，既实用又省钱，驱蚊的效
果最佳。

我抢着把草辫子从屋檐下拿过
来，围在庭院四周，点燃。草辫子烧着
了却没有明火，只是呼呼地冒着白
烟。一股浓郁的香气钻进鼻孔，我不
由得做了个深呼吸，然后喷嚏不断，咳
嗽声声，眼睛里也流出了热泪。奶奶
却笑着说：“这烟润喉杀菌，一会儿就
好了。”蚊子比我们还怕烟，一会儿就
被熏得无影无踪了。全家人不再担心
被蚊叮虫咬，舒心地吃着晚饭。

岁月的年轮一年又一年扩张，对
于已经“过五奔六”的我来说，儿时夏
天的一幕幕情景仍然记忆犹新。

家里好几种绿植，我最喜欢的
是绿萝。我养的那盆绿萝，被我安
置在了餐厅里，一进门向右看，就见
它在花架上，绿蓬蓬地绽放生机，衬
着旁边餐桌上的白色格子餐布，分
外养眼。

它不像仙人球那么憨，也不像
虎皮兰那么呆板，虽不是奇花异草，
但似心形的叶子绿油油的，淡雅清
新，身姿柔软地垂向地面，姿态甚是
好看。它很好养活，几天浇一次水
就行，不经意间偶尔关注一下，便会
惊讶它长势如此张扬，颇具野花神
韵。

一米左右高、四四方方的花架，
被绿萝垂下的枝蔓所包裹，心头便忽
生那句“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
它刚来我家的时候，我发现部分叶子
上有白色或淡黄色花斑，心里一惊：
莫非是病了？于是上网发帖询问才
知道，这是绿萝众多品种中的一种，
叫“花叶绿萝”，据说斑越多，越具有
观赏价值。我的心放回了肚子里，回
头再看绿萝，果然因为这个与众不同
的外表，有了别致的美。

有人把绿萝叶子上的斑称为
“锦”，虽然从科学上来讲这是花卉
的一种“白化病”，但我还是特别喜
欢这个“锦”字，斑斑驳驳的金色像
透过树林洒在地面上的阳光，银斑
像冬天落在灌木丛上的一场小雪。

绿萝的枝蔓，如同美女的长发，
可以无限生长，我把它“扶”上墙，它
竟然慢慢向上，爬满餐厅的墙，人坐

屋中，如在林间，自有一种静娴与雅
致。我偶尔剪下一小段，随意放在
空牛奶瓶里，茎上疏疏的几片叶子，
简单凹个造型，隔几天换一次水，根
部一点点盘根错节，竟然也能长久
新绿。

一般情况下，它都呆在我的书
桌上，我看书写字时，它默默陪伴着
我。本是无心之举，却想不到衬托
了读书写字的情调，散发着盎然诗
意。当我看书累了或者写不下去
时，常常会看着它出神，这感觉很奇
妙，它就像一个不出声的朋友，我们
彼此相望，我仿佛能感受到它的温
情似的。

其实植物本无情，自顾生长着，
但我每日里与它朝夕相伴，关注与
照顾，付出了时间与精力，倾注了爱
与希望，于是，慢慢地感觉就不同
了，慢慢地相信它也有情了。

绿萝，一个绿字，表现出活泼、
生机与顽强，而萝字，关联美好与女
性，所以我总在心里把绿萝想象成
一位既可爱活泼又优雅坚强的女
子，有女如此，该是又美又飒吧。

那日我走在街头，一位美丽的
年轻女子怀抱一捧绿萝穿过人群迎
面走来，奶黄色的包装纸晶莹剔透，
粉色缎带如裙裾飘飘。我在心里暗
自揣摩：是谁送她的吗？她要送给
谁？但是心里希望上演的绿萝故事
是：送给一位病榻中人，或者暂时陷
入低谷的人，让那抹绿，带给他们温
暖人心的力量和希望。

家乡的夏夜，安详、静谧。但若
仔细听，就能听到安静里面的热闹
和喧嚷。

错落有致的村舍透射出昏黄灯
火，和天空上耀眼的星星互相映照
着，美得像一阙宋词，在暗黄底色的
素笺上摇曳生辉。蝈蝈、蟋蟀、蛐蛐
等小虫子用它们古老的强调唱起夏
夜小曲。劳累了一天的人们，坐在院
子里吃晚饭，身上还带着麦田和麦场
里特有的味道。人们的咀嚼声轻响
着，偶或有人呷一口酒,“呀！”的一声
在告诉旁边的亲人，他有多么满足和
惬意。小孩子们喝着父母在麦天才
舍得买的黑加仑，五体通泰，浑身舒
畅，发出夏天最醇朴的笑声。父母长
辈讨论麦子收成和玉米发芽的声音，
低低地回旋在星辰之下，给这宁静的
夏夜增添了一丝忙碌的希冀。

爷爷陷在他吐出的明明暗暗的
烟雾里，他“啪啪”敲击烟袋的声音，
被呛着的咳嗽声，都成为夏夜的点
缀。爷爷有着老一辈庄稼人固有的
严谨，他从春天开始讲，雨水、墒情、
种子、肥料……

树上的蝉高亢激昂地歌唱着，
它们也有诉说不尽的快乐和期盼，

在乡下，没人嘲笑蝉的生命如此短
暂。人们对蝉充满了敬意，虽然，这
敬意抵挡不住树林子里人们捉知
了、捡知了壳的脚步。

在爷爷絮絮叨叨的讲述里，我
们早已转移了注意力。萤火虫点着
小灯笼飞来飞去，盈盈绿光，照亮那
一 寸 小 天 地 ，引 得 我 们 跑 跳 着 捕
捉。捕捉萤火虫的笑闹声，成为夏
夜诗意的写照。萤火虫被我们装在
纸袋里、玻璃瓶里，它们闪闪烁烁的
荧光，和天上的星星一样。

青蛙蓄势待发，做好了演唱会的
准备。黄昏降临，青蛙就蠢蠢欲动了，
越夜越兴奋，水塘、田边都成了青蛙的
舞台，星光成为舞台上耀眼的灯光。
此起彼伏的蛙鸣高低起伏，此消彼长，
一声压过一声，一阵高过一阵，连绵高
亢，诉不尽悠悠真情，唱不尽绵绵衷

怀，让人不得不佩服它们对夏天的深
情厚爱。偶尔一个瞬间鸦雀无声，也
只是按下了一个暂时的休止符，稍后，
更高的音阶敲响夏夜——雷声鼓振，
千军万马，攻城略地，势不可挡。

吃过晚饭的人们，躺在院子里
或房顶的凉席上，摇着蒲扇，听着蛙
鸣、蝉叫，看着星星，月亮铺泄一地，
风摇树叶，疏影横斜。有人打着呼
声，已经睡着了。他们的呼噜声和
蛙声相互应和着。而精神亢奋的小
孩子们，要么三五成群玩着乡村孩
子的游戏，要么安静躺在父母长辈
身边，听他们扯云话。

院 子 里 的 指 甲 花 开 的 茁 壮 茂
盛，红艳艳的，守在朴拙的乡间小院
里，如同给清简朴实的农家女儿斜
鬓上插上一朵艳丽的夏日花朵。倒
是真有爱美的女儿家，采了花，在粗

瓷大碗里捣碎了，包在指甲上，第二
天它就指尖上的嫣然绽放。包了指
甲的女孩儿们端端正正，文文静静
地坐着，生怕破坏了这稚嫩的包裹，
影响第二天指尖花的绽放。

粗壮繁茂的泡桐树在月光下成
了幅茂密的黑白水墨画，把深邃的
夜色点缀得格外幽静神秘。风吹
过，树叶簌簌有声，亦或有树叶落地
的声响，震动的月光晃动起来。我
的目光游移在湛蓝的夜空和茂密的
树叶间，想着少年的心思。

我曾经跟着父母在晚饭后到田
地边听流水的汩汩声，听玉米拔节
生长的声音，清风吹过，不止吹动着
我们的衣襟和头发，也吹拂着玉米
绿色修长的叶子，它们彼此触碰着，
宁耳细听，仿佛能听到它们的悄悄
话。我和父母安静地站在田地边，
白天的喧嚣和忙碌造成的紧张情
绪，也安静了下来。

夏风洗涤过的心灵无比通透澄
明，我理解到了幸福的真谛，简单、
朴素、自然，生命的每一刻都值得珍
惜。时有微凉不是风，是心静生凉，
是心无挂碍，是“户庭无尘杂，虚室
有余闲。”

赏荷
短笛横吹

孙召锋

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每逢盛
夏时节，乡民们就会借助各种自然条
件消暑纳凉。那时物质匮乏，岁月静
缓，空调尚未进入乡村，风扇还是稀
世珍宝，在酷热难耐的盛夏，避暑纳
凉成为乡村头等大事。除却井水泼
地、赤膊降温、树下乘凉、下河游泳之
外，对乡村孩子而言，炎炎酷夏能够
吃上一根透心拔凉的冰棍，将是无比
幸福之事，而那些骑车下乡售卖冰棍
的翩翩少年，亦是乡村背景下的一道
亮丽风景线。

那时的普通冰棍五分钱一根，最
贵的奶油雪糕两角五分钱一个。对
于像我这样的普通乡下孩子来说，奶
油雪糕是“稀世珍宝”，我只能偶尔艳
羡地看着“富家子弟”大快朵颐。奶
油雪糕并不畅销，乡下孩子在炎炎酷
夏能够吃上一根普通冰棍已是莫大
的满足，然而有时就连买一根冰棍的
钱，也要在长辈跟前软磨硬泡良久才
能讨到。

为了顺利向父亲讨要五分钱，
我会顶着毒辣的太阳下地收麦、割
草喂牛、刨蚯蚓喂鸭，甚至还要帮助
母亲铡草、喂猪、饮牛……当父母皆
对我的表现完全满意之后，才会在
我的苦苦哀求之下给我五分钱。我
每次拿到钱后，都会站在堂屋门前

的洋槐树下，等着卖冰棍的少年款
款到来。

少年卖冰棍时从不肆力吆喝，他
将双层木板做成兵乓球拍状并作为
招揽生意的工具。“球拍”底端使用铁
钻钻个小孔，再用细绳串起一颗螺
帽，最后把细绳一端穿入“球拍”孔内
并与另一端绳头拴住，这样工具就制
作完成了，而盛装冰棍的器具只是一
个正方体的木箱子而已。少年一手
骑车一手摇着类似于拨浪鼓的“球
拍”走街串巷，螺帽与木板相互撞击
之声虽然不大，却极具穿透力和诱惑
力。村里的男女老幼听到那种像戏
台上圆鼓一样的声音时，就知道卖冰
棍的来了。

少年骑车如风而过。为了买到
心心念念的冰棍，很多孩子都会紧随
冰棍少年的单车跑出很远一段路程，
且在尘土飞扬的村路上边跑边喊：

“卖冰棍的等一下，俺买冰棍！”稚嫩

的音色中充盈着无尽的欢悦与期
待。而那些“囊中羞涩”抑或未从父
母那里讨到钱的孩子，只能艳羡地看
着别人大快朵颐。即便如此，也无法
消弥和伙伴们一起追喊冰棍少年的
快乐。

我跟着那群孩子兴高采烈地跑
到卖冰棍的少年跟前，气喘吁吁地递
上被攥出汗的五分硬币，少年熟练地
掀开绑在自行车后座上的木头箱子，
再揭开箱子里头用于恒温的棉被，顿
时一股清凉迎面扑来。少年递给我
一根顶端嵌有绿豆的冰棍说：“这样
的冰棍本来一角钱一根的，今天就剩
最后一个了，有点儿化了，就五分钱
卖给你了。”我小心翼翼地揭开冰棍
外层的包装纸，欣喜地伸出舌头，用
舌尖轻触了一下嵌于冰棍顶端的绿
豆，一抹清凉的甜蜜瞬间盈满口腔。
我从未吃过这种“高级”冰棍，于是赶
紧跑回家，与母亲一同分享这难得的

世间美味。
乡村消暑纳凉的方式颇多，吃冰

棍只是其中较为“奢侈”的方式之一，
然而唯独这种方式令人神往。在一
贫如洗的岁月里，我时常因为要不到
钱买冰棍而黯然神伤，有时父母不堪
其扰，就会让我自谋“生财之道”——
捡破烂卖钱买冰棍。为了满足口腹
之欲，我并不感到捡破烂有失尊严，
恰恰因为物质匮乏，能够捡到破烂已
是上天眷顾。

我经常在放学之后跑到瓜地棉
田里捡地膜，偶尔捡到废铜烂铁、破
鞋碎布便如获至宝一般。我把那些
废品卖钱后一分一分地攒起来，然后
静等冰棍少年到来。有一次因为“资
金”迟迟筹措不够，我便翻箱倒柜，把
母亲置于床底下的一双旧胶鞋拿去
变卖，母亲发现后，径直对我展开一
番暴风骤雨般的毒打，让我好好长长
记性。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敢“监守
自盗”，冒着皮肉之苦以饱口腹之欲
了。

如今多年过去，冰棍早已成为生
活的日常，空调也已成为消暑的必
备。虽然乡下的盛夏依旧酷热难耐，
但是声声蝉鸣里，记忆中的冰棍，依
旧那么凉，那么甜，那么让人心生欢
悦。

夏学军 乡村仲夏夜
灯下漫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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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遗失“繁昌县铨腾商贸有限公
司 财 务 专 用 章 ”一 枚 ，声 明 作
废。

暑夏
树的高枝上
滴落一声声蝉鸣
声波就像螺旋桨
搅动起层层热浪

蝉鸣声中
早稻黄熟
草木的绿意几尽疯狂
锋面将雨带推向北方
太阳把快递小哥背上的汗水
烤成了盐霜
高温像一只火桶
罩住了江南

夜幕下
萤火虫亮着小灯笼在原野里闲逛
荷塘的风送来阵阵馨香
刀片起落，圆球似的西瓜呲的一

声
夏天的味道真棒

题图
一座老房子，流年似水
斑驳了它的容颜。门前
一位手握拐杖的老人
坐在藤椅上，容貌如老屋
一样沧桑。迷茫的目光
丈量未知

绝色女子
穿一袭旗袍，轻叩门扉
探询老屋昔日的故事
有些年头了，视觉

把思绪拉向历史纵深

她，撑一把油纸伞
仿佛从岁月深处走来
走过亭台楼阁，走过时间长廊
身后是风雨，迎面是阳光

萤火虫
找一丛茅草，作遮阳小屋
寻一片树叶，为避雨蓑衣
多么聪明可爱的小精灵

今晚，天空漆黑，大地静谧
今晚，你不再是提着灯笼
在森林深处找妹妹的小男孩
今晚，你要打扮得漂漂亮亮
去参加一埸盛大的相亲舞会
无数盞小灯笼在森林间穿梭
求爱的乐园。有位美丽姑娘在

等你

夕暮
收敛起刺眼的光芒
在孙女的眼中
夕阳就是枚红鸡蛋
橘皮色的油彩涂满西天
宿鸟归飞，群山静穆
辛劳了一天，知了把歇工的
口哨吹响。回村的路上
姑娘们撒下笑声一串
夜幕渐开，蝙蝠奋力扇动翅膀
上弦月，挥一弯银镰
割刈黑暗

夕 暮（组诗）
张宏树

诗路花语

心灵鸡汤

有情绿萝

作废 声明

早晨的空气特别新鲜，朝阳照在
岸上，好像铺洒了一层金水，流水青
蓝，水面上朦胧着一袭薄薄的七彩。
碧绿的荷叶上面，露珠晶莹剔透如
珠，随着微风滚来滚去，有的露珠越
滚越大，有的慢慢消失，在厚厚的叶
上不留一丝痕迹。“水面清圆，一一风
荷举”，词人写出了荷叶风来时的神
韵。经过一夜的梦眠，荷花清新欲滴
却不妖艳，盛开的花在水一方，散发
着阵阵清香氤氲了整条河。红的白
的含苞的开放一半的，花上引来几只
蜻蜓蜜蜂或者蝴蝶，它们徘徊盘桓一
整天不肯离去。更有知味的蜻蜓，一
个劲找那含苞透红的，趴在上面如醉
如痴。

中午是七月最热的时候，虽然阳
光毒辣，荷叶却不憔悴，花色也不减
半分，荷梗如英雄之腰一般依旧挺直
着不向酷热低头。梅花品格绝高，七
月的荷何尝不是呢？在烈烈阳光下，

“红白莲花开共塘，两般颜色一般
香”。那种馨香让人神清气爽、超凡
脱俗。

如果深夜里去看荷，更是别有一
番风味，走到湖边站在亭台上，四周

岑寂无人，空气中的露水在栏杆上慢
慢聚积，能看得见聚积时的轻微颤
动，好像露水都有活生生的生命一
样。此时荷花有一种神秘、朦胧的
美，红荷在朦胧中透着些微的一点暗
红，白荷却是在夜雾中透着一点洁
白，如云中明月隐隐约约，自带一种
高华。深夜荷的香味也更深厚更幽
长更有穿透力，直达心脾全身透彻。

荷花生长不专择清流碧水，即使
生在污淖渠沟中，花开的也一样清
白、纯洁、坚贞。古人又言：“凡花色
之娇媚者，多不甚香瓣之千层者，多
不结实”，而莲蒹而有之。上结莲子，
下留玉藕，奉献给人间多少清新的美
味。不在乎生存环境，努力地生长、
绽放、结实，美了整个花季，香了一个
夏天，丰收了秋天。即使秋天来临，
也能留下果实供人享用，这种精神多
么让人敬佩啊。

尽管人间所有的水最后都归于
大海，但是每逢炎炎夏日，河里湖里
在污泥中长出荷花，像仙子一样亭亭
玉立绿裙田田，成为七月的至美风
景。地上繁花无数，流水也留下了
美，不枉千里跋涉万里归一。

因项目建设主体变更，我局原
核发的部分证件拟作废后重新发
放，具体：

1、“富鑫西路（峨溪北路至红花
山路）新建污水干管工程”建设项目
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证号：用字

第340222202200021号）；
2、“湿地公园周边污水主管网

工程等新建污水干管工程（蟹矶山
路）”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
书（证号：用字第 340222202200020
号）；

3、“蟹矶山路（西段）”建设用地
规 划 许 可 证（ 证 号 ：地 字 第
340222202200052号）。

以上三个证件作废，特此声明。
芜湖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繁昌分局

2023年7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