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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

老家的桃子红了。父亲打电话让我回去摘些吃，我没空。
父亲托人捎来了一兜桃子，有二三十个。

桃子是我家老院里的一棵桃树结的。今年是它第一次挂果。
老院已有十年没住人了。在东屋与院墙之间约有一米的距

离，可能是谁无意间扔下的一个桃核。桃核冲破了土层，在这
逼仄的空间里见缝插针地生长起来。等我们发现时，这棵桃树
已长两米多高了。今年入夏后，父亲去老院，惊喜地发现桃树
挂果了。父亲清点了一下，有五六十个幼桃。为了不让鸟虫毁
坏桃子，父亲还用网将桃树都罩了起来。

父亲捎来的桃子个头不小，果皮红里透着白，看得我口水
都要流出来了。我洗了几个桃子，迫不及待地一口咬下，却没
有我预想中的甜美，有些生硬，嚼在口中淡淡的没有果味。我
连尝了几个，味道都是如此。或许是因为野生的品种与光照不
足，这桃子的口感、甜味都不行。我由惊喜变成了失望，再也
不愿啃它一口。

晚上父亲打电话问我：“桃子好吃吗？”为了不拂他的好意，
我撒谎说：“好吃，好吃！”父亲不知是谎言，还高兴地对我说：“好
吃就行，树上还有些桃子，我给你们留着，等你回来时再摘吧。”

周末我们回老家，进门没看到父亲。母亲说：“他到老院
给你摘桃子去了，听你说桃子好吃，全给你留着呢。”我急忙
赶到老院，远远地就看到父亲站在墙头上摘桃，我惊出一身冷
汗。我不敢想像，年近八旬的父亲是如何爬上那高约两米的院
墙的。我小心翼翼地上前将父亲搀下来，生怕他摔着。我埋怨
父亲这么大年纪了还爬那么高为我摘挑，父亲笑着说：“没
事，我注意着呢，我不是想让你回到家就能吃到桃子吗？”父
亲的话让我顿觉鼻子一酸。我本想把桃子不甜的真相告诉父
亲，但那一刻，我还是决定不跟他说了。

邻家的小女孩来我家串门。父亲张罗着要给她拿桃子吃，
我赶紧劝阻，并把一个香蕉递给她。父亲嗔怪我：“这好吃的
桃子怎么不给她一个，待人甭小气。”

小女孩接过父亲递过的桃子咬一口，立刻吐到地上，嚷嚷
着说不甜。“不会吧？你伯伯说挺好吃的。”父亲说。小女孩
说：“就是不甜嘛，不好吃，没香蕉好吃。”

父亲不相信，他拣起小女孩扔掉的桃子切下一片，放进嘴
里咀嚼。父亲的牙不好，吃不得硬物。过一会儿，父亲说：

“我尝不出味儿，真不好吃吗？”
望着父亲茫然的表情，我劝父亲：“别听她的，现在的小

孩嘴叼着呢。我就喜欢吃咱家这桃子，脆甜脆甜的。”为了不
让父亲起疑，我狠狠地咬下一大口桃子。

父亲听说我要把剩下的桃子都带走，慌忙去屋里找袋子。
我想好了，来年找人把桃树嫁接一下，不愁吃不到甜美的桃子。

桃子熟了
□ 宋欣杰

世相

暑夏的午后，我从田间穿行而过，被一片西瓜田阻止了匆
匆的脚步。瓜田里的瓜个大滚圆，甚是喜人，勾起了我口腹之
欲的同时，也唤醒了我少年时期一段难忘的记忆。

记得那是一个暑假的下午，烈日蒸腾，我和几个玩伴相约
去河里游泳。回来的途中，刚好路过一片西瓜地。那时的我们
又热又渴，看见又大又圆的西瓜静静地躺在那里，好像在“勾引”
我们去把它们吃掉。于是，我们歹念顿起，决定偷瓜。可是地头
立有瓜棚，虽然没有看见瓜农看瓜，我们也不敢明目张胆地去偷
瓜，就制定了迂回计策，从西瓜地旁边的豆苗田中爬了过去。

当我们冲入瓜地，准备对瓜下手之时，一双大脚突忽地矗
立在了我们面前。我抬起头，看见一张凶神恶煞的脸，一双魔
鬼般的眼睛正恶狠狠地瞪着我们，令我们不寒而栗。心想，完
蛋了，被抓个正着。“小兔崽子们敢到我这里来偷瓜，胆子可
真不小啊！我必须好好教训你们一下。”他的声音浑厚有力，
如同来自地狱。那时的我们，就像一群小鬼碰见了阎罗王，被
吓得浑身发抖瘫软在地。

我们被震慑住了，不敢有丝毫的狡辩。就这样，我们束手就
擒，在恐惧中等待着“魔鬼”的审判。看着他狰狞可怖的样子，我
们以为挨揍是避免不了，但是他并没有那样做。只是非常严肃
地要求我们，将指定区域里的杂草拔完，就放我们回去，如果不
照做，就告诉我们的父母。慑于他的恐吓，我们只好照做了。

直至夜幕降临，惩罚才算结束。我怯怯地问他：“叔叔，
我们可以走了吗？”这时，他的态度竟发生了 180 度的大转
变，用极其温和的语气对我们说：“嗯，可以走了，但是你们
必须把你们的报酬拿走。”他指了指瓜棚里的西瓜，示意我们
去拿。我们面面相觑，谁也不敢动。他看出了我们的窘迫，就
主动把西瓜放在了我们的手里，且人手一个，个个个大滚圆，
是瓜棚里最大的几个。

我弱弱地说了句“谢谢”，准备离开，但是那位叔叔接下
来的话，却让我永生难忘。他说：“孩子们，这将是你们吃过
的最好吃的西瓜，因为它是你们通过劳动挣来的。偷来的瓜只
会甜在嘴里，而通过自己的劳动挣来的瓜，才会甜在心里。以
后不可再偷瓜了，如果想吃，可以来我这里挣，报酬一定丰
厚。”听了叔叔的话，看着手里硕大的西瓜，我忽然明白叔叔态度
反转的缘由。他是在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偷东西是
一种可耻的行为，让人憎恶。唯有通过自己辛勤劳动去收获成
果，才会得到他人的尊重、赢得他人的赞赏。只有这样，你才能
心安理得地去享用劳动果实，从而品尝出果实最纯粹的甜蜜。

那天回到家，我把拔草挣瓜的事情告诉了母亲，但并没有
说出偷瓜的举动。母亲听后非常欣慰，和我一起品尝了我的劳
动成果。我清晰地记得，当瓜瓤入口的那一刻，一股甜蜜的感
觉瞬间入了心。“通过自己劳动挣来的果实，才会甜在心里。”
瓜农叔叔的话在我的脑海里再次响起。

瓜农叔叔的话，如同一颗种子，在我的心里扎了根、开了
花、结了果，改变了我的行为认知，芬芳着我的人生。

甜到心里的瓜
□ 程磊磊

热情似火的夏天，也有着诸多美妙的瞬间，想起
时，会让我们眉毛上翘、嘴角上扬，那正是夏天留给
我们的最甜美的模样。

夏天的风里，飘散着浅浅淡淡的西瓜的甜香味。
夏天，最不能少的当然就是西瓜了。又圆又大的西
瓜，宛若翡翠一般的碧绿的外衣，齐刷刷地占据了路
边的小摊，是小城夏天的街角的一道风景。每每下班
回家，你总能够看到那些热情而朴素的小商贩们尽心
地招揽着生意。酷热的暑气，又无时无刻不考验着我
们的定力。于是，挑选一个看中的西瓜，买下。

小时候，我们最喜欢的味道也是西瓜的味道。那
时没有冰箱，我们就把从田里摘回来的西瓜放到凉丝
丝的井水里浸泡。傍晚，一家人围着一张小方桌，坐
在竹椅上。池塘里此起彼伏的蛙鸣，头顶是璀璨的星
光，我们在晚风吹拂的树下，捧着从水井里捞出来的
西瓜，大口大口地吃着。那西瓜，经过井水的浸润，
冰冰凉凉，清脆而爽口，香甜而悠长。

酸酸甜甜的杨梅也是夏天里一抹清丽的滋味。还
是端午前后，杨梅就陆续进入了人们的视野。这种果子
红彤彤的很诱人，乍一看像是红色的玛瑙石，在阳光的

照射下晶莹剔透。就其汁水来说，杨梅不及西瓜那般
充实，但是一口咬下，舌尖也会流溢出一股股酸甜的
汁水。就其甜味来说，杨梅的甜是醉人的，小口小口
咀嚼，醉上脸颊，仿佛小酌了几杯小酒。

甜瓜，也是夏天甜美的记录。在北方念大学时，
第一次知道甜瓜这种食物。个头跟农村种植的普通的
黄瓜差不多大小，外表是一种灰白色。甜瓜的甜，也许
并不在于第一口，而是在于层层递进。一口、两口时，只
觉得味道很淡，但是，吃到小半个瓜时，嘴里就有些腻
味得化不开了。

甜甜的雪糕，勾引着我们的味蕾。在以往条件落
后的时候，每到夏天，第一想到的就是雪糕，因为那
时雪糕在农村地区很难得。因为物以稀为贵，所以印
象也就特别深刻。在村校的时候，我没吃过雪糕。直
到四年级时，我们转入中心小学，才有机会接触到夏
天里解暑的雪糕。记得第一次吃雪糕的狼狈，一大口
咬下去，嘴巴顿时被冰凉与甜味包裹，甩都甩不开。

苦苋菜里思甘甜。许是时代富足了，以至于心头
更加怀念以前那种带着苦味的日子。苦瓜、苦菜都是
我们小时候吃过的东西，当然，还有小小的苋菜。苋

菜在农村随处可见，也是餐桌上的凉拌菜。它的苦是
浅浅的，没有苦瓜那般浓烈。但正是那种浓淡相宜的
味道，让我们的生活有了期待，苦中带着甜，默默努
力之中让我们走到了现在。

夏夜里的萤火虫，是我们童年的夏天里快乐的记
忆。童年的夏夜，是萤火虫的天下。稀稀疏疏的萤
火，如同细细碎碎的星光。晚风中，我们披着月色与星
光，拿着网兜，兴高采烈地奔向田野。那些萤火虫聪明
得很，藏在了密密麻麻的草丛里。这时候，我们会悄悄
地将草丛小心翼翼地扒开，举起网兜左边一晃、右边一
摇，那些机敏的萤火虫就落入了我们的网兜。我们把捉
来的萤火虫，放在透明的塑料瓶里。到了晚上，它们发
着微微的光，俨然一盏盏微小的荧光灯。

在温柔与热烈并存的夏天，能给我们心头以慰藉
的，除了清凉，还有甘美。那些微小的甜，是夏天的
弥足珍贵的清欢。

甜甜甜甜的夏天的夏天
□ 管淑平

盛夏来临，熟悉的蝉鸣又
响彻耳畔。伴着蝉声，思绪遁
回到小时候，许多童年往事如
沙滩上散落的贝壳，东一个，
西一个，又鲜活清晰地浮现在
眼前。

小妹出生在农历五月。娘
生小妹的时候，是一个晴热的
午后。大门洞里挨墙根儿，放
着一张小木床，我搂着大妹挤
在上面，哄她入睡。奶奶嘱咐
我们莫出声，别给娘添乱。蝉
声稳在一个调调上无限延伸，
似一台轰鸣的机器不停运转；
风像游动的鱼儿，轻巧地在大
门洞里穿梭，送来一股股凉
意。我轻轻拍着大妹，渐渐困
意来袭。醒后进屋，娘已生下
了小妹，娘轻声唤我俩靠近。
爹握着娘的手，奶奶给光光的
小妹擦拭着身子，我和大妹满
眼欣喜地趴在床边，看小妹慢
慢睁开眼，无意识地左右张
望。一家人的目光齐齐聚焦在
小生命身上，想到从此以后又
多了一个小跟班，我瞬间觉得
空气里流淌的都是甜甜的味
道。那真是岁月静好的一个场
景啊。

夏日里，也是两个哥哥大
显身手的好时机。他们在长竹
竿上粘上面筋，瞅准树上的蝉
麻利出击，一粘一个准儿。他
们还会在夜幕降临后，打着手
电筒，到林子里去找知了猴，

不一会就会捉上一堆知了猴，
但是至今我也搞不明白他们是
怎么捉到的。除此之外，他们
还捉蝎子、簸箕虫。捉了蝎
子，放瓶子里拧上盖。捉了簸
箕虫，放在一个盛了糠的瓦罐
里养着，一掀开，它们就会乱
作一团纷纷从糠里往外爬。捉
到的蝉，哥哥会在它的脖子上
系根线。从此，蝉的命运就只
能受哥哥摆布了。哥哥会把知
了猴洗净、控去水分，放到油
锅里炸了吃。我害怕，躲到一
边，惊恐地看两个哥哥大快朵
颐。至于蝎子和簸箕虫，后来
才知道它们都是药材，是要卖
了换钱的。

除了做哥哥的小跟班，夕
阳下蝉声弱了，我会带妹妹和
小伙伴们玩捉迷藏的游戏。有
一次，我躲进柴草垛里，谁也
找不到我，我为选到一个如此
隐蔽的地方而洋洋得意。随着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天色渐
渐暗下来，四下也变得寂寂
的，我快意全无，有些害怕
了。等我从柴草垛钻出来，才
发现她们找不到我，早已回家
了。在暑热褪去、夜色如水的
夜晚，我也会带妹妹到曹爷爷
门前的大树下，那里早已聚集
了一伙人。曹爷爷讲故事总是
绘声绘色，他肚子里的故事怎
么也讲不完。他讲的鬼怪妖狐
的故事，既让人害怕，又让人

听得津津有味、欲罢不能。
蝉声里的童年，还有一件

事让我记忆犹新。那年夏天特
别热，空气里充斥着热浪，脚
下的尘土踢起来像是火炉里冒
出的热烟，蝉的嘶鸣声一阵高
过一阵。持续了几天高温后，
终于闷出了一场透雨，村东头
干涸的沟里罕见积满了水。调
皮的二哥偷偷和一群小伙伴跑
到东沟玩水了。娘在树荫下纳
鞋底，等觉察到一直没见二
哥，想到可怕后果后慌了神，
鞋底也顾不上搁家里，就一路
连颠带跑奔向了东沟。娘眼力
好，远远就看到几个光着腚的
小男孩在水里扑腾。他们也发
现大人过来了，慌忙从水里爬
出来四散奔逃。娘喝住了二
哥，一把按住他，手里的鞋底
顺势雨点般落在二哥的屁股
上。一边打，一边厉声责问：

“以后还敢不敢去玩水！还要不
要你的小命！”爱之深、责之
切，“旱鸭子”不习水性，如果
不知深浅，终要酿成大祸的。
娘的严厉，使我们从小就有了
安全意识。

思绪从流光里抽离，蝉声
依然响彻耳旁，只是物是人
非，已有两位亲人离我而去
了。不过，爱还在，血脉亲情
不曾远离。且行且珍惜，这个
伴着蝉鸣的夏天，又是一个美
好的夏天。

蝉鸣声里忆童年
□ 白永芹

盛夏的阳光
穿透树叶缝隙
蝉声如流泉
光影斑驳

离别不是终结
相逢亦可定性为起点
一棵老树屹立旷野
风雨时常来弹奏

孤鹰翱长空
岁月平添几条皱纹
羽毛轻盈了多少花事
欲望深埋心底

子夜勤耕
梦笔雕刻出爱的轮廓
春秋平衡着生命的重量
蝉翼切割出自由的飞翔

命运的雏形紧握在手中
蝉鸣唱响岁月的沉闷
天空划过候鸟折返的轨迹
酸胀了故乡日夜的仰望

生命的轻重
羽毛称不出份量
欲望日渐枯萎
成熟深埋在梦想的土壤

再出发的冲锋号在盛夏
蝉鸣中吹响

夏日奔赴

赶海的冲动如潮的涨落
入海口
海风张开宽阔臂膀
夕阳染红天际线
鸥鸟飞越光明
波浪里风险潜藏
踏浪者一脸从容
彰显勇气

漫步滩涂
听风声穿过岩石
沙地上留下季节的脚印
昼有蓝天白云夜相伴
夜有星辰相依
霞光里激情如火如荼
站在这美丽的风景线上

我们曾许下承诺
方舟等待启航
奔向未知远方追逐梦想
礁石与海岸携手并肩
拥抱未来
直到地老天荒

盛夏蝉鸣
□ 杨立春

现在天气越来越不讲“武德”，北方好几座城市都出现
“火炉天气”，真是“日光煮水复成汤”。除了空调房，真是
不知何处能清凉。“坐想微风过荷叶，梦成疏雨滴梧桐。”
可惜，天气依然，“万瓦鳞鳞若火龙，日车不动汗珠融。”

小时候，夏天一喊热，母亲就告诉我：心静自然凉。越喊
热，便会感觉更热。学会心理降温，是人生的一种修行。

作家刘墉大暑之日发布了一张《天竹青鸟》的画，画面是两
只青鸟在落雪的天竹上嬉戏，青鸟的“青”跟天竹果实的“朱”是
补色，叶子的“绿”跟“红”也是补色，加上白雪对比，显得特别亮
丽。酷热的天气里看到这么一幅冬景，眼睛都是清凉的。

同事苏老师也有刘墉这种雅好。他喜欢画画，但他画
画纯属爱好，消磨时光，画工一般。旧时在乡村小学教
书，全校老师挤在一间办公室内。休息时，别人摇着蒲扇
寻个阴凉地凉快，苏老师一人呆在办公室里画画，画“窗
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画“孤舟蓑笠翁，独钓
寒江雪”；画“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画完一幅，苏老师
便把“冬景”贴墙上，一个暑假下来，整个办公室都被他的“严
寒”作品所覆盖。年轻的小孙老师一进办公室就欢快地唱起

“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让人忍俊不禁。
在那个纳凉全靠扇子的年代，这种情景纳凉和行为艺

术纳凉，给那些年的伏天增添了不少乐趣。
苏老师是个慢性子，他有自己的一套理论对付“暑

气”。他常说，夏天天热，人的脾气也需降温，遇事一定要
冷静三分钟，正反考虑，自己和自己辩论，等方方面面都
考虑到了，再做决定不晚。因为天热，人容易暴躁，易冲
动，冲动是魔鬼，唯有冷静可以降服得了这个“鬼”。

有一年暑假，教师考试，大家坐教室等了半小时，试
卷还没到。天那么热，大家开始抱怨。唯有苏老师安静地
端坐桌前画画，一边画一边劝大家：试卷晚了肯定有原
因，我们安静等着就行。雪花在他的笔尖一朵一朵降落，
纷纷扬扬的大雪“下”了好几张纸。一小时后，领导拿着
试卷来了，说是路上他骑着自行车栽沟里了，膝盖都磕破
了。我们看到这一幕，懊悔自己刚才发牢骚实属不应该。

上周，家里修缮老宅，建筑工人顶着烈日站在架子上垒
砖砌墙，我只在太阳地里站了两分钟，汗便顺着脸颊往下
淌。我招呼工人们下来吃块西瓜，进屋凉快凉快。工人师傅
却说，不用，蹲在架子上抽根烟休息一下，再接着干。我问他
们，不热吗？一位师傅说，热啊，想起干完活回到家，冲个澡
的工夫，媳妇已经将啤酒备好、饭菜上桌，便不觉得热了。

夏天，我们还有很多方法自制清凉，但为了家人，多
少人不畏高温酷暑努力讨生活。如果说夏天是一块画布，
爱和责任绝对是最浓墨重彩的一笔。

浮生清凉
□ 李秀芹

夏日夏日 王王 冰冰 摄摄

品味

世间

时 光

诗 风

（外一首）

（一）
片片青毯万倾绿，无边草坡白滴滴。
水清河黑难透底，暑天风冷着秋衣。

（二）
绿水青山胜江南，自然生态少人烟。
蝉声不到兴安岭，冷云怕入山海关。

游大兴安岭草原有感
□ 牛治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