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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的香味】

小时候，家中还没有洗衣
机，更别说烘干机，要是遇上连
续的雨天，简直就是苦不堪言。
母亲唠叨：“雨下了几天，衣服
都不干，连香味也没有了。”

母亲说的香味，是晒的衣
服的气味。经过太阳晒过的衣
服，有一种若有若无的气味，淡
而幽香。 ——何小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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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边小美好】

夏日里，蝉声阵阵，热
气蒸腾。绿荫下，一个青年
捧读一本书，汗水湿透了
衣服，而他完全沉浸其中。
他读书的姿态好美，让人
心中荡起涟漪，涌出读书
的渴望。

——王晓阳

生活手记

【生活】

什么是生活？生活就是
不断突破自我的过程。我们
每个人，都应该积极努力地
向上，不仅让世界看到我们，
更为了让我们看到世界。当
我们一步一个脚印地朝前走
时，我们就会发现：每一点点
的进步，都会让我们的人生
变得更加辽阔。

——韦殿禄

偶遇一树丝瓜偶遇一树丝瓜
■■马海霞马海霞

心灵发送

夏夜看星空
■苏作成

仲夏仿佛是燃烧的季节，一天下来，难耐的炎热
就像停滞了一般，让你觉得无论走到哪儿，都像在蒸
笼里。暑气竟然如此使人难熬。

周五下班后到了老家，妻子就匆匆地做好晚饭，
我们吃过饭，女儿又做了一会儿作业，就到池塘边的
树下去乘凉。此时，一阵凉风悄没声儿地拂了过来，
像柔软的嘴，亲昵地吻着我们。这里比起在城里的空
调室还要舒适。女儿的堂妹小柳来找她玩。她们说要
去看星星。我怕地上有蛇出没，就带上手电，与她们
一块儿去。

来到池塘的堤坝上，我用手电光照了照地上，未
发现蛇，才放下心来。我还是不能放松警惕，时不时
地用手电光朝地上照一照。

女儿很兴奋，一会儿看着池塘里的月亮，一会儿
看着田野里的萤火虫，一会儿聆听那阵阵的蛙声。这
时，小柳指着天空对我女儿说：“芸芸，快看多么漂亮
的天空，许多的星星呢。”女儿朝天空仰望着，屏住气
息，没有说什么。

小柳又说：“那眉月儿好像个漂亮的钩子，真好
看。”女儿说：“确实美。也不知天上到底有多少颗星
星呢。我刚才望着星空数了数，怎么越数越数不清
呢？”我笑着说：“你傻啊，还数星星，若能数得清，我
保准奖你回城里吃夜宵呢。”女儿听着笑了。

在池塘的堤坝上，虽没有树，却也十分凉爽。时
而有一阵凉风悄然地吹来。不知谁吹起了笛子，那笛
声在夜空下那么悠扬动听。女儿静听着，接着又抬头
望向星空。在笛声的映衬下，星空似乎有了抒情的色
彩。星空下的村庄，显得虚无缥缈。公路旁的路灯亮
着，与那些朦胧的物象组合起来，显出了一种特别的
韵味，仿佛我们所在的地方并非人间。

树下传来了人们聊天的声音，有时会骤然响起
一阵开怀的大笑。

女儿指着月亮说：“我们的宇航员迟早会登上去
的。”

小柳说：“芸芸，不能用手指的，指了会被月亮公
公割去耳朵。”

女儿笑着说：“还有这种说法？我才不信呢。”
小柳就笑了：“到底有没有嫦娥啊？”
女儿笑着说：“你相信有就有。你就是嫦娥啊。”
说得小柳也笑了。
我听着两个少女的对话，感觉很好笑，她俩再过

几年就会成为青年。就像这星空一样，每一刻都在变
化着；女大十八变，她俩也会变成如花似玉的大姑
娘。唉，人的一生，确实应该珍惜，与别人相处是一种
缘，生活在一块儿更是一种大缘，我们在一个星空下
生活，就彼此好好地珍惜吧。

夏夜的星空，充满了迷幻色彩，永远令人神往！

路过一户农舍，被一树丝瓜吸
引，丝瓜种在院内，瓜藤却探出院墙
外，搭在了大门口的枯树上。农舍主
人也是有情调之人，“引导”着瓜藤攀
爬，竟然爬出了一树造型，黄花绿叶
中冒出一根根丝瓜，像从枯树上长出
来的，使得丝瓜缠绕中的枯树也散发
出勃勃生机。

农舍是普通民房，有些年岁了，
稍显破旧，但农舍外打扫得干干净
净，给人一种亲切感和舒适感。农舍

“铁将军”看门，主人外出了，路人便
胆大起来。我让同行朋友帮我拍照，
照上农舍、照上一树瓜藤，朋友刚举
起手机便惊喜地说，“树上有个小木
牌呢！”我转身一看，木牌上面用毛
笔写着：丝瓜随便摘，勿伤瓜藤，谢
谢。

这里是乡下，家家都有地，丝瓜
不是稀罕物，这个木牌是写给过路人

的，允许陌生路人将丝瓜采摘带走。
我顿时对农舍主人生了好感和好奇，
朋友说：“若下次有机会路过此地，一
定再来拜访。”

我笑问：“拜访的由头是啥？”朋
友回答：“这还不简单，就说上次路过
摘了您家丝瓜，家里没人无法答谢，
此次路过专为说句谢谢。”

上周，我和朋友得闲，结伴出行，
顺道故地重游，恰好农舍主人在家。
那是一位年长的大妈，听我们说明来
意后，大妈笑道：“我该谢谢你俩才
对，上次出门探亲，在外待了些日子。
丝瓜是高产植物，不摘的话，老丝瓜
挂藤上坠着瓜藤，会影响后面丝瓜生
长，也影响瓜树的美观。你们帮我摘
了丝瓜，相当于替瓜树剪枝了，我该
谢谢你俩才对。”

大妈很会说话，闹了半天，我们
白吃丝瓜还属于友情帮忙。大妈说：

“当然是喽，院子里种了好几棵丝瓜
呢，家里就我们老两口，一棵丝瓜就
够我们吃了，剩下的，亲朋好友帮着
吃也吃不了，门外这棵丝瓜当花养、
当景看，丝瓜谁稀罕谁要。”

朋友说，可以卖掉换钱呀。大妈
说，值不了几个钱，不劳那心。

一根丝瓜值不了多少钱，但它的
路人缘却无法用金钱来衡量。因为一
树随便采摘的丝瓜，让我对一户农
舍、一个村庄，甚至一座城市产生好
感。当丝瓜成为风景，不仅让枯树重
新焕发青春，还因一块小木牌上的
字，而让我这样的陌生过客倍感世间
美好。

盛夏，偶遇一树丝瓜，小景、小
善，却怡情养性，农舍主人或许不
知道，她的不经意之举，祛除了伏
天留在一个过路人心中的潮湿和
烦闷。

卷帘听蛙声卷帘听蛙声
■■张军霞张军霞

夜里下了一场大雨，清晨打开露
台的门，立刻听到蛙声一片。我整理
了一会儿花草，关上门回屋时，女儿
却跟我说：“妈妈，不要关门，我还要
听青蛙唱歌呢！”

在大人听来，反复齐鸣、几乎等
同于噪音的蛙声，对于小孩子却是悦
耳的音符，这种纯真美好的感觉，我
童年时也曾有过。

那时，故乡的村外没有河，只有
大大小小的池塘。每年夏天，塘里总
是蛙声不断。白天人们都忙，青蛙的
叫声常常被忽略，晚上大人孩子一起
到巷口乘凉聊天时，耳边“呱呱，呱
呱”的蛙声，清脆响亮，此起彼伏，仿
佛青蛙们铆足了劲，正在开一场盛大
的田园音乐会。

这时，住在巷子最里面的田婆婆
往往会说：“太吵了，吵得人想睡也睡
不着。”田婆婆不识字，却特别会讲故
事。听到她这样的叹息，我们小孩子
就团团围过去：“婆婆，讲个故事呗！”
夏天的傍晚，田婆婆讲过各种版本的

青蛙故事，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青
蛙和大雁之间发生的趣事。

故事说，有一只小青蛙和两只大
雁都住在沼泽地里，秋天大雁要南
飞，青蛙想跟它们一起走，就找到一
根木棍，让两只大雁起飞时咬住棍
子两端，它咬住棍子中间，这样大雁
就可以带着它一起飞了。这个办法
不错，于是大雁和青蛙开始一起远
行。它们路上遇到了形形色色的人，
人们总会惊讶地大喊：“喂，看呀，大
雁用一根棍子带着青蛙在飞呢！竟
然能想到这么好的办法，大雁真聪
明！”青蛙听了这话，心里很郁闷：这
分明是我想出来的主意。但它必须
紧紧咬住棍子，只好忍住不说话。
等到它们飞过一户办喜事的人家
时，被厨子抬头看见了，他又一次
惊呼大雁的聪明。这次，青蛙实在忍
不住了，大声朝那厨子喊：“这办法
是我……”话没说完，青蛙就从天上
掉下来了。

故事讲到这里，田婆婆常常停下

来，问我们：“你们猜，青蛙后来怎么
样了？”我们抢着回答，有人说它肯定
掉到了厨子的汤锅里，也有人说它摔
死了。田婆婆挥着手里的大蒲扇说：

“青蛙就掉在咱们村外的小池塘里
了。不信，你们听，它叫得正欢呢！”说
到这里，田婆婆打一个长长的哈欠，
我们也都各自回家睡觉。梦里常常还
是蛙声一片，也还在跟小朋友们争
论，青蛙到底有没有掉到汤锅里……

离开童年的故乡，又一次听到熟
悉的蛙声。那年我的闺蜜失恋，我陪
她外出旅行散心，住处外面正巧有一
个湖，晚上我们熄了灯，躺在黑暗中
聊天。窗外，不知哪一只青蛙在领唱，
只听到一只青蛙叫了，“呱呱”；接着，
是两只青蛙，“呱呱”“呱呱”；再接下
来，是无数的青蛙一起呱呱叫，忽然
又一起停下来，又唱起来……

初听蛙声很杂乱，慢慢却能听出
其中的抑扬顿挫，听着听着，我们都
睡着了。第二天，闺蜜竟然说，这是许
多天以来睡得最踏实的一夜，因为这
样的蛙声，对于从小在农村长大的她
来说，仿佛是最熟悉的乡音，她想家
了，要回去看父母。

如今，闺蜜早已经在千里之外的
城市安家，我不知道她那里是否还听
得到蛙声。

我家住在公园边，蛙声倒是常
有，只是我常常忙碌，难得有心情欣
赏这免费的天籁之音，倒是女儿一边
听着蛙声，一边哼起了儿歌：“我是一
只小青蛙，我有一张大嘴巴，两只眼
睛长得大……”此情此景，让我想起
曾经看到过一个谜语的谜面：“卷帘
终日听蛙声”，好有诗意的句子！我不
关门，也不关窗，且听蛙鼓如潮，夏虫
呢喃，这才是夏天最动人的乐曲。

烟火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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