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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 费
孟宪歧

鬼子是在下午突然包围小柳村的。
下午县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转移

到雾灵山区开展抗日游击行动。
散会后，大家先走了。 老黄要把那

100 块大洋的党费保存好，缝了一条布
腰带，把大洋装进去，拴在腰间。

可惜，大洋是藏好了，鬼子也到了。
鬼子把他们押解到抚顺挖煤。
老黄在鬼子的驱赶下，不停地在矿

井下拼命地干， 喝烂菜汤吃馊干粮，跟
牲口一般。

但老黄腰里的大洋始终没被发现。
后来 ， 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救了

他！
不知何因， 有许多人开始发烧，几

天后就死了。
鬼子一检查知道是传染病， 慌了，

把凡是和发烧人有接触的，活埋了。
老黄虽没和死去的人接触过，可他

也开始发烧。
鬼子便把老黄也拖走了。
老黄被鬼子拖到野外。
活埋老黄的人发现他还有点气，就

填了几锨土应付了事。
半夜，老黄死里逃生。
他知道家乡在华北， 便一路南行，

靠着讨饭走了两个多月，饿得只剩下了
一把骨头了。

可他硬是没动一块大洋。

他想：我一定要原封不动地把这一
百块大洋交给党组织，否则，我浑身长
满了嘴，也说不清楚。

当他踉踉跄跄走进家门口时，他老
婆以为遇见了鬼，被吓昏过去。

老婆说 ，他失踪后 ，她和儿子吃苦
受罪不说，还遭村里人白眼，说他是叛
徒。县委的同志几次来找，她告诉说，他
没回来过。

可他们不信 ， 还在家里翻来找去
的。

老婆问：“他们找什么？你是不是做
了对不起他们的事？ ”

老黄把布腰带解下来， 递给老婆：
“他们是在找这一百块大洋啊！ ”

老婆使劲把布腰带搂在胸前 ：“这
下好了，我们有钱了！ ”

老黄缓缓地说：“这钱是组织的，我
们一分一毫也不能动！ ”

老婆突然就给老黄跪下了 ：“你行
行好吧， 别再让我替你担惊受怕了，有
了钱，咱就过上好日子了！ ”

老黄把老婆扶起来说：“这是党费。
我们靠它支撑着， 干那些能让穷人过上
好日子的事。 现在让你担惊受怕，是为以
后永远不让你担惊受怕， 现在让你过苦
日子， 就是为将来永远不让你过苦日
子。 ”

老婆说：“这回，我不让你走了！ ”

老黄说 ：“不行 ！ 我必须找到党组
织 ，洗清污点 ，要不 ，我一辈子都不甘
心！ ”

老黄又说 ：“县委在雾灵山地区活
动，他们也一定急需这些钱！ ”

半夜 ，老婆和孩子熟睡之际 ，老黄
噙着泪水悄悄走了。

雾灵山是燕山主峰，原始森林遮天
蔽日。

从老黄家到雾灵山约二百里路。
老黄走走停停，饱一顿饥一顿。
这天中午 ，他正在路边休息 ，山里

猛然响起了激烈的枪声。
老黄想：有枪声，就有敌人，有敌人

就有自己的同志。
他立即朝着枪响的地方跑过去。
刚转过一道山弯，一大队鬼子迎面

冲来。
老黄来不及躲避，被鬼子发现了。
鬼子兵哇啦哇啦地吼叫着，子弹像

蝗虫般在耳边飞过。
老黄只好躲在一块巨石后。
鬼子包围过来 ，老黄想跑时 ，一颗

子弹穿进了他的胸膛。
老黄倒在巨石旁。
鬼子撤走了。
同志们悄悄走出来。
今天一大早，县委的同志被鬼子发

现了，便在雾灵山和鬼子周旋。

鬼子浪费了许多弹药，也没动着大
家一根汗毛。

鬼子想放火烧山 ， 可又正值在夏
季，只好无功而返。

可大家都闹不明白：鬼子撤退时到
底遇到了什么？ 为啥又响起了枪声？

大家来到那块巨石跟前，发现了倒
在血泊里的老黄。

有人惊讶地喊：“哎呀，这不是老黄
吗？ 他咋在这里？ ”

县委书记和几个人立即跑过来。
老黄双手紧攥着那条布腰带。
有人就去掰他的手，那人摸到了布

腰带里硬硬的东西。
大家从老黄的布腰带里倒出了一

百块大洋。
看着白花花的大洋，县委书记和所

有的人都举起了右手。
三天后， 县委书记见到了两个人，

老黄的老婆和他 8 岁的儿子。
那天老黄老婆醒来，发现老黄已经

走了。
她知道老黄是奔了雾灵山，就领着

儿子一路讨饭来寻老黄。
老黄的老婆和儿子一起参加了革

命。
新中国成立后，老黄的老婆当了第

一任县委妇联主任。
老黄的儿子牺牲在朝鲜战场上。

红 颜 与 绿 妍
邹娟娟

夏天，属于红与绿的组合。
热烈且张扬的太阳 ， 从跃出地平

线的那一刻起，就将人间染成火红。 云
霞是红的 ，花是红的 ，西瓜是红的 ，人
们淌汗的脸是红的。 赤诚、坦荡的红 ，
铺天盖地席卷而来 。 房屋的玻璃门窗
映着红， 小伙伴的手上拿着红红的可
乐，正在拔高的大楼露出红红的砖。 无
论是城市还是乡村，墙角旮旯 ，总有那
么一抹难忘的红。

无红不夏 ，红颜如心 。 看着红 ，自
然想到映日荷花 ， 想到美艳的凤凰花
开，想到“鸳鸯相对浴红衣”，想到南湖
启航的红船，想到飘扬的旗帜 ，想到高
悬的灯笼，想到熊熊的炉火，想到璀璨
的烟花……无一不是耀眼的啊 ！ 如果
可以幻化， 我想成为一株匍匐生长的
太阳花， 层出不穷地开 ， 灿烂迷人地
笑。

红色似乎永远是舞台的主角 ，等

绿色登场，仍能保留余韵。
风吹树林，绿叶作响。 视线拉向远

方，有一望无际的草地。 夏天的绿比春
天诱人。 少了春的稚嫩 ， 多了几分成
熟，墨绿、浓绿、深绿，层次不一地覆盖
在枝枝蔓蔓上。 草木葳蕤，如同健壮的
青年，身姿勃发，透着昂然的劲头。

莲叶无穷碧，雨后绿葱茏。 盛夏的
一场雨，将绿渲染到极致。 雨丝、雨花、
溅到水洼里的涟漪，流淌着清新的绿 。
荷叶罗裙一色裁 ， 她羞涩地翻卷丝滑
油绿的裙角 ，在凉风中等待一场舞会 。
蜻蜓或青蛙过来相约，瞪着大眼睛 ，欢
欣地呼唤。 那摇曳的绿，着实惊艳。

乡下的庄园 ，触及眼帘 ，全是绿 。
秀颀的水杉、叶似巴掌的无花果 、牛角
样的玉米苞、圆圆尖尖的青椒、齐整的
韭菜、 细长的豇豆 、 缠绕的丝瓜和苦
瓜，都争着做绿色海洋中的一束浪花。

乡下的人 ， 绿树荫浓下惬意地聊
天。 乡下的水，因水草疯长，成了硕大
的碧玉。 凉润的绿，恰好稀释了夏的炽
热。 芦苇芦竹、菖蒲鸢尾，如针脚，似墨
管，在认真地“绣”绿，“染”绿。

只此夏青 ，还在竹林 ，在流淌清泉
的山峦，在密布的青苔，在生长不休的
爬山虎。 不是那一点一点的绿，是扯不
断理还乱的蔓延绿，是蓬勃万里的绿！

热情如夏 ，深沉如夏 。 红是油画 ，
绿是水墨画 。 好比日与月的辉映 ，山
与水的包容 。 红花绿叶 ，绿树繁花 ，
没有春日萌发的惊喜 ，没有秋冬落幕
的孤寂 ，有的是岁月静好 ，容光焕发 。

红与绿 ，稍加组合 ，可以凑成别
色———黄 。 那是真正夺目的色彩啊 ！
傍晚 ，太 阳 的 余 晖 映 射 云 层 ，明 黄 、
橙黄 、金黄 、浅黄 、暗黄 ，在天空上演
恢宏的光影秀 。 黄昏中 ，一头老黄牛
慢慢踱步在黄色的小路上 。 南瓜开
着黄花 ，向日葵擎着硕大的金盘 ，梨
子泛黄 ，晒场上曾堆过黄黄的麦粒 。

有人认为 ：春之色为冷的绿 ，贮满
希望之情；秋之色为热的赤 ，标志着事
物的终极。 夏天当春华秋实之间，应了
中性的黄色———收获之已有而希望还
未尽。 而我以为，既然是承前启后 、生
命交替的旺季，那应共聚红黄绿 ，谱激
越奔放的旋律，尽情诉说倾城之夏！

淮 河 瓜 果 香
刘文勇

当淮河大地呈现一派瓜香果熟时，
夏之骄子小暑踩着满天翠绿走来了。 诗
说：“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 ”

元人吴澄的《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
说：“暑，热也，就热之中分为大小，月初
为小，月中为大。今则热气犹小也。”小暑
相对大暑而言，还不到最热的时候。有谚
语说“小暑大暑，上蒸下煮。 ”《说文解
字》把暑分成上面一个日，下面一个者，
者意，不仅指人，还包括万物，说明暑意
有太阳下的万事万物。 还有人把暑拆分
成日、土、日来理解，表示夏季土地上下
很炎热。

节到小暑进伏天 ，小暑一来 ，三伏
天即将开启。 小暑节气的典型特征，就
是酷热将至。 《说文解字》释暑，“暑之义
主谓湿。 热之义主谓燥。 ”说明暑热实为
“湿热”，不是单纯简单的“热”能够概括
的。

小暑时节，阳光把所有的能量悉数
注入土地。 淮河大地，翠绿生命一派蓬
勃，瓜熟果香之丰盛，鲜蔬佳肴之充盈。

瓜田里，西瓜散发出蜜香，绿油油的瓜
叶下覆盖着又大又圆的西瓜。 绿叶覆盖
下的瓜茎间还冒出朵朵黄澄澄的小花，
飘出一股股淡淡清香 ， 在灼人的热日
下，让人顿感心清气爽。 文天祥赞美西
瓜：“拔出金佩刀，斫破碧玉瓶。 千点红
樱桃，一团黄水晶。 下咽顿有烟火气，入
齿便作冰雪声。 ”《本草纲目》说西瓜，因
性寒、解暑。 淮河村庄许多人家屋后枣
树上挂满青枣。 屋前葡萄架，繁茂绿叶
的青藤上结着累累硕果， 伸手可摘，抬
头葡萄可落唇边。 还有无花果、板栗、石
榴、柿子及酥梨正在蓬勃长个。 菜园里
满目绿荫，瓜果飘香。 鲜绿带刺的黄瓜，
条条丝瓜从藤上垂下， 青色的瓜向下，
黄色的花向上。 茄子、辣椒、西红柿等蔬
菜各有各的使命正在茂盛生长。 万物生
发结成盛夏的果实，让每个日子都充满
了令人舒心的美景。

小暑时节， 淮河人家有晒衣物、器
具、书籍的习俗。 这天全家人一齐出动，
将衣物 、棉被 、鞋子 、箱笼等物拿到外

面，接受阳光的暴晒。 以去潮，去湿，防
霉防蛀。 晒得物面烫手，翻转再晒。 待热
度渐小，便将所晒之物收好放起来。 相
传“六月六”这天是龙宫晒龙袍的日子。
“六月六”，虽不为小暑当天，但小暑日
气温高，日照长，家家户户都不约而同
地选择这一天，像龙宫晒龙袍一样暴晒
衣物。

小暑时节 ，气候炎热 ，人易感心烦
不安，疲倦乏力。 夏属火，通心。 夏季心
火过旺，要护养心脏。 静可生阴缓冲心
阳之火妄动，静则神安，夏季养生要突
出心静， 人体最旺盛的时期就是小暑。
淮河人有“心静自然凉”的消暑纳凉法。
平心静气，使心情舒畅气血和缓，确保
心脏平缓旺盛地跳动，符合春夏养阳的
原则。 淮河人纳凉，或居于楼房中，枕着
诗书仰卧凉席上， 那纳凉消暑别有趣
意。或手摇芭蕉扇坐于绿树浓荫中，眼望
火红石榴树，那静气那舒心那安然，此消
暑纳凉也是快意。 小暑过后，三伏到来，
淮河人会游伏。 三伏天的“伏”和福气的

“福”谐音，所以淮河人觉得入伏是吉利
的日子。面对酷暑，躲进郊野山林也正是
最惬意的避暑方式。

小暑时节，淮河人有小暑食新说。这
一天，家家户户都要吃新米、尝新酒，吃
新米、 尝新酒洋溢着淮河人对丰收的喜
悦。也有吃三宝之说，即吃黄鳝吃嫩藕吃
绿豆芽。还有吃黄瓜和煮鸡蛋，因火天酷
热，常有食欲不振现象，吃黄瓜和煮鸡蛋
是治苦夏的良方，治苦夏，吃饺子也有很
好的功效，这是开胃解馋的美好食物。

从小暑开始，淮河地区进入雨季，降
雨量集中且大。农谚说：“伏天的雨，锅里
的米。 ”民间传说，西海龙王玉龙三太子
因犯天条，被囚禁在边远的小岛上，只有
小暑这一天，才准许回家探母。三太子渴
望早见母亲，日夜兼程，挟电携雷，一路
狂风暴雨。 雨水对水稻等农作物生长非
常有利，但却给棉花、大豆等作物造成一
定的损害。

小暑时节，瓜香果熟，淮河地区进入
伏天，伏即福，淮河儿女走进了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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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党的 103岁生日之际

季 川

旗帜在引领
红色江山
总有一面大旗
在引领，在高高飘扬
跋山涉水是练习脚板
风雨兼程是磨炼意志

红色中国
总有一面大旗
在召唤，在猎猎作响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就是共产党人不懈的追求

火把在燃烧
这个火把
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可以带领一支支队伍
走出所有的泥潭与沼泽
这个火把

是光明的灯盏可以温暖
可以照亮新中国的每片天空
这个火把
如今还在燃烧着
它汇聚着所有的全心全意
为人民谋幸福的正能量

征程在延续
把道路穿在脚上吧
让车轮滚滚向前吧
我们有更宏伟的蓝图
有更远大的目标

每一个征程都在接力
都在延续
每一份信心都在增强
都在催人奋进

一起来奋斗吧，也只有奋斗
才能让我们离幸福越来越近

岁月的包浆
远 行

经历岁月摩挲的物件， 会有一层
润泽光亮的包浆 ， 摸在手里 ， 沁凉 ，
温润， 如我家的一张竹制凉床， 一家
人用了几十年， 是被父母当作传家宝
的。 父母常对我说， 这张凉床比我的
年纪还要大许多， 等我成家后， 是要
把凉床传给我的。 我成家后搬进了城
里， 父母的老房子也拆了， 这凉床就
没有地方放了。 父母舍不得扔掉， 想
送人也送不出去， 谁会要一张这样旧
的老凉床呢。 还是不得不淘汰掉， 那
样的老朽， 坐上去会吱呀作响， 不淘
汰又能怎样呢。 老凉床的床面磨得光
滑如玉， 颜色赭红。 酷暑天， 手摸上
去 ， 仍会感觉到阵阵凉意渗入肌肤 。
现在， 每到炎热的夏天， 我还是会想
起那张老凉床， 睡在上面， 那样的沁
凉熨帖。

人老了， 脾气小了， 便湿润如有
包浆。 小时候， 看爷爷每天都是笑呵
呵的， 好像没有烦恼。 彼时， 年过花
甲的爷爷， 每天仍要到田地里干农活，
生活的担子也不算是轻， 可他依然笑
得开心爽朗。 遇到左邻右舍会笑着打
招呼 ， 遇到来村里的货郎 、 外乡人 ，
也是一张笑脸相迎， 看到调皮的孩子
还是会眯着一双笑眼， 我想爷爷在地
里干活的时候， 满是皱纹的脸上也是
漾满笑意的吧。 爷爷的笑是浸透生活
艰辛的快乐， 是五味之上的甜蜜， 深
深地影响着我们。

爷爷歇晌的时候， 坐在门前的槐
树下， 抽一袋烟， 捧一壶茶， 有时也
会有很简单的点心， 这样他就很快乐。
我常出神地看着爷爷， 想看出藏在爷
爷脸上的秘密。 爷爷黑红的脸膛上有
汗珠的光泽， 花白疏落的须发， 也是

有光泽的。 轻轻的浅笑藏在深深的皱
纹里， 也蕴藏着爷爷岁月深处的安静
心思 ， 坦然安宁 ， 是沉静着的温情 。
在我的记忆里闪着岁月永恒的光芒 ，
如阳光温暖， 如月色清凉。

文字， 是有包浆的。 年轻的时候，
写不出温润细腻 、 老成持重的文字 。
年老了 ， 也不会再写那些锋芒毕露 ，
激情四射的东西， 好像和自己的年龄
不搭调。

精于文字的人， 其笔下的文字如
玉， 圆润晶莹， 有岁月的包浆。 读汪
曾祺后期写的散文和小说， 文字已经
平淡到了极致， 每一句话都寻常到不
能再寻常了， 看不出有什么惊人的东
西和意思在里面。 这些极平淡、 极寻
常的话放在一起， 读着读着， 就活了，
就有了不寻常的趣味和意思在里面 ，
让你惊叹， 文字原来可以有这样大的
魔力 。 读汪曾祺的 《葡萄月令 》 时 ，
真的就看见那些可爱的葡萄， 它们在
抽须、 长叶、 喝水、 开花、 结果， 感
觉自己也成了葡萄园里一株生长着的
葡萄， 那是一幅葡萄画图， 也是一幅
人生的画卷。

董桥把旧时的月色糅进了文字里，
糅成了一枚纸月亮， 挂在你仰望的夜
的窗口， 挂在岁月的高处， 引你夜夜
思念， 时时向往。 古旧的书店， 古早
的物件， 烫金字的英文初版书， 漫漶
得泛黄的插图， 还有一两位可以畅谈
的相知老友 ， 真的就可以模糊时光 ，
在岁月的通道中穿梭往还了。

岁月的包浆是人生温情的风景 ，
如老物件、 如故人、 也如那些可爱的
文字， 一路旖旎， 一路蔓延， 陪你思
想， 陪你在生命中绽放。

村里飞出“金凤凰”
韩 峰

金凤正在后厨洗菜， 手机突然响
了。 是爹打来的。

“金凤， 你考上北京大学了！ 录取
通知书寄来了！” 爹的声音很大， 是喊
着说的。

金凤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激动
得声音都有些颤抖： “是吗？！”

“你放心打工吧， 我这就去亲戚家
借钱， 不管咋说， 就是砸锅卖铁， 也
得叫你去北京上大学！”

“爹， 您别去借钱了， 俺娘生病都
借过人家的了。 我这两个月差不多能
挣 6000 块钱， 加上我原来打工挣的，
就不差啥了。”

金凤没想到， 她考上北京大学的
消息迅速传遍了全县。 紧接着， 省市
县多家媒体也都作了 “农家女考上北
京大学” “山沟里飞出金凤凰” 的报
道。 有的记者还追踪到了她打工的省
城一家火锅店采访， 使这家火锅店顿
时也像锅滚了似的。

这天刚开门， 一辆小轿车停在了
门口。

“张金凤是在这打工吗？” 一位衣
着咖啡色短袖 T 恤的人下车问。

“您是……” 金凤睁大了诧异的眼
睛。

“咖啡色” 说是健脑神口服液公司
的， 主要是想请金凤拍个视频。 金凤
一听， 说俺从来没拍过啥视频。 “咖
啡色” 马上拿出一盒健脑神口服液说：
“很简单，说一句话就行了，就这样。 ”
“咖啡色” 随即作起了示范,“我就是喝
了健脑神口服液， 才考上了北京大学！
怎么样？ 很简单吧？ ”金凤忙摇摇手说：
“俺从来没喝过啥健脑神口服液， 连矿

泉水都很少喝。” “咖啡色” 开导道：
“你写作文不是可以虚构吗？ ”金凤说：
“这可不是写作文。 拍视频必须真实，
我不能骗人。 ”“咖啡色”说：“这视频是
有酬金的。 ”没想到金凤说：“钱再多俺
也不要，要了这钱，今后俺在社会上咋
做人？ ”“咖啡色”无奈，只好遗憾地走
了。

前脚刚走， 后脚又来了一位聪明
泉饮料有限公司的袁经理。 袁经理从
皮包里拿出一个大红包， 让金凤拍个
“喝聪明泉饮料， 考上名牌大学” 的抖
音。 金凤说， 你找错人了， 便把袁经
理打发走了。

接着 ， 又来了一位电脑经销商 ，
拿出一台笔记本电脑， 想让她捧着这
款笔记本电脑说一句 “考上 ‘北大 ’
全靠它”， 并承诺， 拍完这一句， 电脑
就送给她。 金凤说， 我很想拥有这款
笔记本电脑， 可我想用自己勤工俭学
的钱去买。 电脑经销商也遗憾地走了。

快入学报到时， 金凤结束了打工，
回到了村里。

这天， 包村的贺局长领着单位几
个人来了， 贺局长说， 省里对考上大
学的贫困生， 已经启动了专项资金资
助， 你可以申请入学的专项资金； 市
里也开展 “精准扶贫希望工程圆梦行
动”， 根据你们家的贫困情况， 也可以
得到资助； 另外， 县里和乡里还要奖
励你 ， 还可以到县里申请助学贷款 ，
上大学的事， 不用发愁借钱了。 说着，
贺局长将单位同志们厚厚的一沓捐款
递给金凤 。 金凤却说什 么 也 不 要 ：
“谢谢大家！ 我要靠自己的奋斗！”

金凤的眼里闪着晶莹的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