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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乡村的序言（外二首）
刘凤鸣

满塘碧绿洗尽铅华
一朵粉红托起晚霞
蝴蝶翩跹，唤醒蛙鸣一片
莲子的心事藏在荷苞间

耕牛走进夕阳余晖
一条鞭子震碎芬芳万千
梧桐树掠过蜻蜓身影
落日流霞吻向父亲的脸

知了唱着《声声慢》
萤火虫续写浪漫诗篇
乡村演绎盛夏里的风景
目之所及皆为序言

眉梢上的故园
阡陌交错的脉络
承载记忆中的童年
朦朦胧胧如诗如画

在那里采摘过一片片阳光
捕捉过跳跃的露珠儿
追逐过南飞的白云
哼唱过乡村专属的号子

那里，是月光下的田园
是诗行里的主角

是酒杯里跌进的泪水
是望穿秋水的梦里故园

那里的绿水青山
镌刻着父老乡亲的笑脸
盛满家常的箩筐
晃悠悠地挑出大山

家乡是行囊里最沉的物件
留得住的乡愁挂在眉梢
就像母亲念叨的名字
常挂嘴边，苦涩中带着甜

打开一扇小窗
荒原上的无助
是一匹独行的瘦马
笔直的道路也会扭伤脚踝
还会把眼睛挫伤
平静的河水，也会
泛起漩涡与波浪。 生活
是顺着藤蔓生长的
缠缠绕绕又牵牵绊绊
于是，有人哼着小曲上路
也有人给自己开一扇小窗
五线乐谱融进五味生活
阳光自会照亮诗和远方

打捞一枚朝阳（外二首）
于兆华

张开这张网
就绽开了今天新的希望
打捞几许鱼虾，打捞着日子
也打捞起一枚朝阳

扛起网 扛起生活 扛起褶皱
脚下有风 浪 泥泞 潮汐
还有羸弱的影子
被沙砾硌疼

鱼篓里装了几根食粮
也装上半篓晨光
他一手拎起日子，一肩担着朝阳

做风，奔向你
总喜欢抬头看天空
因为有云朵 有星星

说不定哪一朵云长成你的模样
也很可能其中一颗星
就伪装成了你
因为有颗星朝我眨着眼睛

做风吧，自由的风

从无界而来
吹向无边无际
你在哪里，风就会奔向哪里

凌霄花在角落吹响
满墙绿瀑在风中流淌
成为沧海
几朵艳红的小喇叭站在浪尖
悬浮，为帆船指点迷津

要几世的柔情啊，才可以酝酿成
这泼天的风暴
用多少爱才能凝积成一抹微红

手脚并用把岩石紧紧抓牢
无论春夏秋冬
熬过酷暑灼烫，躲避雪剑霜刀
却从未放弃心中疯长的欲望

冲上凌霄，做倒挂九天的匹练
更得放逐内心点点星光
哪怕只能亮一堵山墙
在角落吹响

麦 香
任随平

又是收割麦子的季节。
晨间漫步， 立于田间地头， 阳光

斜洒下来， 浸润着整个村野。 风悄然
游走着， 这样的时候就有浓郁的麦香
涌过来， 麦香仿若茶香， 有龙井的气
息， 又有猴魁的甘醇， 入喉， 整个身
体因香气充盈而通透。 我喜欢在田间
地头坐下来， 看麦浪涌动。

在童年的记忆中， 麦香是我最为
渴望的香气。

那时候， 家里是有着将近二十亩
土地的 ， 除了种植少量洋芋 、 玉米 ，
留一块三分地左右栽种蔬菜之外， 其
余的田地都会种植麦子。 在北方， 春
小麦很少种植， 多是冬小麦。 冬小麦
种植时间多在立冬前四十五日左右 ，
如果落过几场雨， 地墒好， 人们会赶
着下种 ， 这个时候若是恰逢农忙假
日， 我总会跟随父母一同上地。 深秋
的清晨已是寒凉， 天蒙蒙亮， 我们就
赶了毛驴拉了籽种和工具， 下沟、 上
梁去往村庄对面的山野， 毛驴踢踏的
脚步和着晨间的鸡鸣声， 风冷不丁从
村巷的墙角边拐过来打个照面， 整个
人不由得缩了缩身子， 但种植冬小麦
的热望总能让我们加快脚步， 忘却了
秋风的寒凉。 犁地， 撒种， 扬肥， 打
磨， 及至一块田地种植完毕已是中午
时分。 中间空闲下来的时候， 我总会
坐在田间地埂望着高天上的流云遐
想， 想象翻过一座又一座山， 山外会
是什么样子， 会不会也有成片成片辽
阔的麦田， 麦田上空盘旋的鸟群， 鸟
群休憩的电线杆， 还有地埂上成串成
串的打碗碗花， 花瓣的内心还安卧着
昨夜的露珠， 晶莹透亮仿若珍珠， 会
不会有人和父亲一样手握犁把光了脚
丫在犁铧划开的土地上吆喝牲口。 而
今想来， 那情景是一幅画， 一幅上好
的耕田图， 图画中有水墨清香， 更有
田园气息， 弥散着， 将整个田野的画

幅洇染得馨香弥散。 又像是一首整饬
的现代诗， 一绺一绺的田地， 是一句
一句的诗行， 清风写就， 落进诗行的
鸟雀恰是句读， 点读开汗水与土地的
距离。

麦子在经历了深秋发芽， 冬日沉
静之后， 春日的雨露叫醒过来， 它们
就可了劲地长 ， 高过田畴 ， 高过望
眼， 高过田埂边比肩的青草， 于夏日
里抽穗拔节灌浆， 而后， 结出黄金一
般的籽穗。

黄金的籽穗， 馨香旖旎。
安坐在地头， 清风翻卷着麦香涌

动， 我们什么也不去想， 什么也不去
做， 就沉浸在一浪一浪的麦香中， 麦
香醇厚， 诱出人的味蕾， 于是， 眼前
就晃动着打碾麦子的场景， 素白素白
的面粉从磨面机布袋口瀑布一般落下
的场景， 还有母亲在厨房间叮当作响
烙出白面饼的场景， 这些场景里满是
麦香啊， 那个香在童年的记忆中是那
么绵长， 那么经久不息， 就连烙饼时
绕过屋檐的炊烟也是飘荡着浓浓的麦
香味， 于农人而言， 草木是另一种麦
子， 它们也是生长在田间地头、 生长
在村郭四野、 生长在我们一季一季的
念想里， 成熟了的草籽是鸟儿的麦子，
鸟雀是村庄养育的生灵， 它们守候着
村庄的冬夏春秋。

此刻， 清风徐徐， 送来阵阵麦香，
我和一块成熟的麦田相拥而坐， 麦香
氤氲着我的内心， 我拥吻着一枚成熟
的黄金一般的麦穗， 夕辉从遥远的天
际斜射过来 ， 整个村野装在画框里 ，
成熟了的麦田是生命的底色， 而我和
我经久不息的念想， 则是这辽阔生命
原野上的村庄的一个缩影 ， 事实上 ，
我更愿意缩小， 缩小为一粒籽实饱满
的麦子， 镶嵌在一株麦子的生命馨香
里， 成为生长在殷实生命大地上一株
丰腴的爱， 恒久而绵长。

城 中 有 座 岛
黄丹丹

城很古了，却还不老。 应了它两千
多年前的那个名字———寿春。 它高寿却
青春， 从曾经的楚都变成了如今的县
城，虽说建制低了，但王城的气度深入
这座城的土地、刻入城民的骨髓，代代
传承，延续至今。 古城里的居民安安泰
泰地守着城、爱着城，把城里的一街一
巷、一砖一石、一草一木都精心看护着，
更别说古城东北隅的那座岛了。

古城人管那座岛叫鸟岛。 东北拐角
塘里冒出来一个足球场大小的沚，上头
密密匝匝地长满了树木，四周被茂密的
芦苇护着，数千只白鹭栖居于此，被冠
为鸟岛。 据鸟类保护协会的专业人士
说，在人口如此密集的古城，能有这么
多鸟在此聚集，堪称奇迹。

有朋自远方慕名来看鸟岛 。 友临
时，恰逢雪落古城。 踏着松软、洁白的步
道，朝北缓行。 城墙东北拐角处，有一座

小山包样的建筑，这是著名的古代水利
工程———月坝。 古城现存两座月坝，一
座名为“崇墉障流”，还有一座略小一些
的月坝，在城墙的西北拐角，名曰“金汤
巩固”。 月坝是古人排除城内积水的古
城涵，它能避免内河积水成灾，并消除
外水倒灌的隐患。 平日里，城内污水顺
涵洞排出城外，流入护城河，注入东淝
河；洪水来临时，涵洞则自动关闭，即便
是洪水水位接近城墙的高度，涵洞也不
会有洪水倒灌进城里。 神奇的是虹吸原
理使洪水即使高出城内地面，城内污水
也一样能够排出城外。 据地方志记载，
自 1573 年明朝万历元年， 古城月坝建
成后，即便城外洪水滔天，城内也能安
然无恙。 友人说，她看过一张古城空中
俯瞰图，图中，寿县城宛如浮荡在茫茫
大海中的一叶孤舟 。 我记得那场大
水———那年最高水位线海拔 24.46 米 。
当时古城门用土填闭， 城外洪水凶猛、
白浪滔天，而城内无积水、内涝。 洪峰来
时，城内的人甚至能坐在城墙上伸腿濯
足。 与古城墙共同缔造了御洪奇迹的月
坝，被水利专家誉为水利科苑的一颗明
珠，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典范。 与

友人一同绕着月坝行了一周，探首望向
月坝内看似平常的旋梯，雪花探秘似的
飞旋而下，落在坝底的水中，随即融入
水中……

从月坝逐级而下，雪中的鸟岛如一
朵莲花绽放在熙春公园的水塘中。 鸟岛
看似无奇，仅一个足球场大小，岛上是
茂密的树林， 却是几千只鹭鸟的栖息
地。 当年，改造拐角塘的市政工程队在
此清淤时， 古城居民怕施工队惊动鹭
鸟， 居然像看护自家孩子似地守在这
里，自发地保护着鸟岛和鹭鸟，直至工
程竣工。 后来，政府在古城墙的另外三
个拐角处 ，建造了文峰 、延寿 、清风公
园， 并效仿拥有天然鸟岛的熙春公园，
在那三个公园的水域上分别建了三座
人工岛，邀鸟来栖。

古城东街，有片名胜古迹 ，乃明清
两代寿州州署所在地，现存的谯楼为明
代所建，拱券甬道若城门，楼后有水台
一座，清康熙年间重修，在水台旧址上
建熙春台，那高达五丈的高台，似在俯
视城中。 道光年间，熙春台上又建了一
座飞檐翘角的亭子， 亭的四角均有石
柱， 靠南的石柱上刻有一联：“霞布星

罗，天开寿域；花明麦秀，人乐春台。 ”此
联不仅描绘了古寿州秀美的春景，更是
巧妙地嵌入寿州的古名———寿春二字。
我们来到水塘边，与鸟岛隔水相望。 密
密匝匝的雪花纷纷扬扬，音符般从苍穹
飘落。 那一刻，除了我与友人的脚步声，
四周阒无一人，偶有梵音自公园南侧的
报恩寺传来。 鸟岛披上了雪的羽纱，美
得令人惊叹。 侧耳倾听，除了簌簌的雪
声，世界仿佛按下了暂停键。 不知过了
多久，冷蜇痛了我。 我望着友人，她静穆
地端望着鸟岛，相机挂在胸前，我这才
挪了挪脚步，揉了揉冻僵的脸颊，问，到
了目的地，你怎么不拍照？ 友人说，这是
镜头无法定格的美。 我又生出另一个疑
问，为何选择天寒地冻时来看鸟岛？ 她
依旧凝望着鸟岛。 我揣紧疑问，也望向
圣洁的鸟岛，仿佛看见一只白鹭从鸟岛
飞出，绕着水面盘旋了几圈后，立在塘
中的残荷上， 如身着一袭白衣的古人，
独伫孤舟、沉吟不语……

这 座 有 着 5000 年 人 类 生 活 史 ，
3000 年建城史的古城，关于鸟岛以及更
多的奇迹，皆源于先民“于自然无所违”
的价值观。

舌 尖 上 的 夏 至
汪 恒

当夏日的阳光热烈地洒在大地上，
当蝉鸣开始在枝头此起彼伏地奏响，夏
至，这个充满活力与热情的节气 ，悄然
来临。在这一天，人们的舌尖也开启了
一场独特的盛宴。

在夏至的清晨，空气中弥漫着清新
的气息。母亲早早地起床 ，开始为这一
天的美食作准备 。 她走到屋后的菜园
里，摘了些带着露珠的黄瓜、番茄、豆角
与辣椒等，回到院子里，还在鸡窝里捡
了些新鲜的鸡蛋。父亲去了果园 ，摘了
些樱桃；在瓜地里，挑了个大西瓜；经过
稻田边的水沟时，头天晚上放入的地笼
里收获了好多龙虾和杂鱼……

父亲 、母亲走进厨房 ，各种食材琳
琅满目了。 新鲜的果蔬还带着清晨的露
珠，散发着诱人的气息。龙虾、泥鳅、黄鳝
与小杂鱼等，不甘心地在大木桶里游走、

蹦跳，将满身的野性表现得淋漓尽致。父
亲、母亲开始忙碌了。他们清洗着果蔬，
处理着龙虾、黄鳝……灶膛敞亮，油烟四
散，炊烟袅袅，舌尖上的夏至来了。

夏至面率先登场。细长的面条在沸
水中翻滚，仿佛在欢快地舞蹈。捞出后，
母亲搭配上清爽的黄瓜丝、豆芽 ，再浇
上一勺精心调制的肉酱，那浓郁的香味
瞬间扑鼻而来。我们兄妹三人一口面吃
下去，面条的劲道，蔬菜的清新和肉酱
的醇厚，让我们从舌尖到心底都感受到
一种幸福与满足。看看父亲，看看母亲，
他们笑了，我们也笑了。

这个时节，当然少不了那让人垂涎
欲滴的夏至蛋。擅长烹饪的母亲将鸡蛋
洗净，放入锅中煮熟，然后轻轻敲碎蛋
壳，放入用茶叶、五香等调料精心熬制
的卤水中浸泡。 经过一段时间的浸泡，

鸡蛋充分吸收卤水的香味，变得色泽褐
黄，香气四溢。剥开蛋壳，咬上一口，那
独特的味道在口中散开 ， 让人回味无
穷。此时，母亲总会拿些煮好的夏至蛋，
送给左邻右舍，让我的小伙伴们一起享
受这样的美味。

午后 ，天气热了起来 。母亲将瓜果
摆在桌子上。红得诱人的樱桃 ，宛如一
颗颗晶莹剔透的宝石 ， 咬下去汁水四
溢，甜中带着微微的酸，让人欲罢不能。
那圆滚滚的西瓜，被父亲刚从冰凉的井
水中捞起来。切开后，那鲜红的果肉让
人看了就口舌生津，咬上一口 ，甘甜的
汁液带着丝丝凉意瞬间在口中蔓延开
来。我们吃上几块，全身舒坦，夏日的炎
热好像一下子就被驱散了。

晚上，一顿丰盛的夏至晚宴将舌尖
上的享受推向了高潮。桌子中间 ，母亲

以泡、烫、煸炒为工序，辅以红色辣椒等
做成的盘龙鳝，让人口水直流 ；老黄瓜
炖的泥鳅，汤呈乳白色，浓浓的，红红的
朝天椒与刚撒上去的葱花相映生辉，让
人食欲大振；白嫩的、脆甜脆甜的藕片
装青瓷盆里，白生生的藕 ，焦黄的花椒
粒间杂，红尖椒被煸得暗红……父亲忍
不住了，把自酿的米酒满上 ，美滋滋地
喝上几口……

夏至 ，不仅是一个节气 ，更是一种
生活的态度。那些美味的食物 ，承载着
大家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期许。它
们不仅仅是为了满足味蕾，更是在传递
着一种情感，一种温暖。 舌尖上的夏至
味道，是属于夏天的独特记忆 ，让我们
用舌尖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拥抱这个热
情似火的季节。

追 踪
徐建中

在阳春大街拐角处，董小柔尾随着
络腮胡男子拐进崇岵小巷。

男子走走停停 ，时快时慢 ，偶尔还
会扭转头扫视。 面对那张凶悍的脸，董
小柔不寒而栗， 她装着若无其事地用纸
巾擦着脸上的细汗， 眼角的余光却一点
也没歇着，偷偷地紧撵着那个男子。

还好 ， 男子应该并没有发现被盯
梢。或许，董小柔就是他骗过的千千万
万人中的其中一员。压根儿，他就从来
没注意过她的存在，以前是，现在也是。

当时 ， 董小柔对这个男子并不反
感，并且相信了他的鬼话。甚至，她还很
有些为他抱不平，那么能说会道的一张
嘴， 偏偏生在那样一张凶巴巴的脸上。
他一说话， 脸上的肌肉便拧成一团一
团，眼睛深陷在肉疙瘩里，那眼神，就像
谍战片中隐藏在幽暗角落里的特务，射
出一道阴冷的光。

好在，男子的声音很动听，他说，相
貌是爹妈给的，就像我这尊容，那是没
办法的事，我知道我的长相很凶，但我
其实是一个很善良的人，不是有一首歌
叫《我很丑但是我很温柔》吗！不管你们
信不信，说的就是我。

他的话赢来哄笑一片，董小柔就在
其中。嬉笑之中，董小柔忽然就觉得那

张脸不但不恐怖，甚至还有点温暖。
温暖的时光， 一直伴随着董小柔。

直到，男子露出马脚。被骗之后，董小柔
才恍然， 那其实就是男子的迷魂汤。每
每想到，自己卡上的钱成千成千地飞到
了男子的腰包，她就来气，气自己，更气
那个男人。当初，那个男子信誓旦旦，指
天对地，说绝对不会骗人。可没多少时
间 ，男子就像人间蒸发，连影儿都没有
了。

董小柔数着自己卡里的钱，两万多
元，那可是好几个月的退休金啊 。她不
甘心，开始天天在街上溜达，只要是男子
去过的地方，一处都不放过，指不定哪天
就逮住骗子了呢。 看着她失魂落魄的样
子，丈夫开导说，骗子得了钱，早就跑得没
影了，哪会再转回来让你抓？还是看开
些，事情过去就算了。

董小柔却把脚一跺，什么事都有例
外，万一柳暗花明呢？我就不相信，这家

伙能跑到天上去。
果然 ，男人还真没跑到天上 。在阳

春大街的尽头，董小柔终于又一次撞见
了那张熟悉的肉疙瘩脸。虽然这张脸上
的络腮胡子比以前稀疏了不少，但只瞥
一眼，她便确定无疑。

阳春大街是一条很安静的老街，以
前是闹市， 后来街道都往交通便利处发
展，这条街便落寞了起来。董小柔也是因
为落寞，才去的，好几个月了，骗子音信
全无，她已经完全失去信心，自己傻，骗
子可不笨，应该早就享受世界去了吧。

这一天， 董小柔隐入阳春大街，并
不是准备去抓骗子，而是想在宁静中捋
一捋心情。低头 ，冥想，一抬头，忽然就
看到对面迎来一张凶悍的脸。她定了定
神，肉疙瘩、小眼睛、络腮胡，不是骗子
还能是谁？她一阵激动，想叫人，却骤然
意识到街道上人很少，自己哪是骗子的
对手。 慌乱中， 她把眼神躲到一边，还

好，擦肩而过，男子并没有注意到她，自
顾自往前走去。

董小柔转身，一边跟踪着络腮胡男
子，一边给丈夫打电话，让他赶紧多带
几个人来。拐进崇岵小巷，尽头又是七
弯八拐。终于，男子在一座破旧的老屋
前停下来。

等男子进门后，董小柔轻手轻脚摸
到窗户下，从虚掩的窗子瞅进去 ，一张
旧轮椅上坐着一个病恹恹的女人，男子
蹲在地上，把女人的脚放在一个大红盆
子里，热气氤氲中，女人哽咽着说，你瞧
我这身病，拖累你了。

看你又说傻话 ，我们是夫妻 ，有什
么拖累不拖累的，等我攒够了钱 ，一定
带你去看最好的医生， 把你的病治好。
男子竟然极度温柔。

董小柔的心莫名地牵动了一下，心
中竟涌起一种久违的温暖。

良久 ，董小柔回转身 ，缓缓向来时
的路走去，想来，丈夫带着人应该已经
到了吧。拐过几个弯，董小柔看到了已
经等在巷口的老伴。走近了，随来的五
六个人都已经摩拳擦掌，卖保健品的骗
子呢？快带我们去，别让这小子又溜了。

董小柔叹了口气，一时不知说什么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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