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村如画】

落日吻过地平线，十里
稻香谱出的诗行，伴着袅袅
升腾的炊烟。村落于黄昏安
放，乡间夜色登场，一切沉
寂。村口白杨老态龙钟，圈圈
年轮铭刻旧光阴。沙石路上
尘土飞扬，颗颗石子残留游
子的温度。人间岁岁年年，七
月的乡村如画般美好。

——田雪梅

太多人习惯了做事前，
先计算下投入和产出的性
价比，结果搞得自己疲惫不
堪。其实，生活中有些事不
妨别想那么多，养盆花，看
个展，认真吃一餐饭，跟随
内心的真实感受，试着在轻
松中感受惬意的生活。

——陈锦鹿

【惬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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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了吗

黄瓜伴夏
■何愿斌

花开诗旅

听雨
■耿庆鲁

童年时代，夏天的记忆是从一根
黄瓜开始的。

母亲用竹竿搭成架子，架子上攀缘
着黄瓜灵巧的藤蔓。一朵朵淡黄的花朵
绽放时，初生的黄瓜只有小拇指大小，
浑身毛绒绒的。这时候的乳瓜不能吃，
酸涩得很。我长大后，看到一些乳瓜罐
头，做成了早餐菜，倒是别有风味。

乳瓜生长迅速，特别是在一场雨
后，喝饱了雨水的黄瓜出落得青葱靓
丽，落落大方地从藤蔓间垂落，等待主
人采摘。第一根黄瓜大多是被我抢先
发现的，我用手指头轻轻一掐，瓜蒂脆
响，一条细长的绿玉就落到掌心。

摘下后，我连忙用清水冲洗，捋去表
皮上的粗糙颗粒，搁进嘴里，黄瓜的汁水
像泉水一样鲜甜，嚼着黄瓜的脆响声也
似鸟鸣流泉般悦耳。

午睡醒来，下午去上学，我总是先
到瓜地里探头探脑一番，寻找一根能
吃的黄瓜带上，一边走一边吃。家里没
有黄瓜的伙伴不时投来羡慕的目光，
喉咙里发出空洞的吞咽声。有时候，我
会大方地将黄瓜折成两段，塞一半给

同学，这时候的友谊像水际蒲草、出水
新莲，葱茏欲滴。

成年后，夏天里我还是喜欢黄瓜，
但黄瓜的吃法有了改变。一种是腌制
黄瓜，“细切黄瓜凉欲嚏，厨香正熟长
腰米”。将新鲜的黄瓜切成薄片，放置
在平底浅口碟里，撒上一层白糖。待糖
水融化，瓜汁流出，此时用筷子夹起放
入嘴里，清凉透爽。瓜片吃完后，余下
的清水有味儿，捧碟饮之，若品甘露。
还有一种是切成黄瓜段，直接放进餐
盘，吃时蘸上黄豆酱。作为餐前冷盘，
黄瓜段很快会被家人一扫而光。

儿时摘黄瓜，母亲总要提醒我，有
一根最长最大的不要摘，是留着作种子
用的。种瓜长到一定程度，皮质泛黄，像
镀了一层黄铜。所有的黄瓜下市后，它
还独自在藤架上挂着。等到瓜藤也开始
变黄了，母亲将瓜藤连根拔起，将藤架
拆除，那根黄瓜已经变老，变得很轻，用
手指敲击，似乎能听到沉淀的风的声
音。轻轻一掰，黄瓜就离开了老的藤蔓。

时光飞逝，“瓜熟蒂落”，读懂这个
词的时候，季节已是立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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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随远方】

午夜的灯光闪烁着，
点亮了离开家乡的一条通
道，由远及近，那是诗与远
方。不为人知的沧桑，模糊
了一双泪眼。噙着泪水，我
在潮起潮落的夏季离开，
去往追随的远方。

——曾春光

人生感悟

母亲的杏树林
■张晓杰

当母亲又一次提到杏熟了时，我决定和母亲
一起回去看看，帮母亲把杏摘回来。虽然去年母亲
精心晾晒的杏干还堆在南屋的角落里，但丝毫没
有影响母亲今年去摘杏的兴致。

我和母亲顺着崎岖的山路一直向前，走了大
概20分钟，终于走到了我家的杏树林。母亲嘱咐
我在地边等着，自己熟练地钻到林子里，猫着腰在
枝丫间穿行。终于找到了合适的位置，她站直身子
招呼我过去。我学着母亲的样子，半蹲着身子，在
树干间慢慢挪动，走到她身边已满身是汗。

母亲将用衣襟擦过的杏放到我嘴里，满含期
待地望着我。“好吃，酸酸甜甜的。”我猛咽着酸出
来的口水，含糊不清地对母亲说。“那多摘点儿，拿
回家吃。”灿烂的笑容在母亲皱纹重叠的脸上徐徐
绽放开来。我忙不迭地点头，努力咽下口中稍显酸
涩的杏。

母亲来了兴致，开始给我介绍她的宝贝。
地旁水沟里，有一棵特别高的山杏树，我站

在山坡上，勉强能够得到枝头。这棵树结的果子很
小，树顶上最大、熟得最好的也只有拇指大小。我
把一颗掰开来，取出小小的核，将杏肉放到口中，
那杏微甜中带着一丝酸，吃起来面乎乎的，有一种
特别绵密的口感，味道相当特别。

山坡顶上那两棵杏树，是母亲嫁接的大水
杏，个头足有乒乓球大小。杏独有的黄灿灿中透出
丝丝红韵，让人看着就忍不住欢喜。摘下一个，在
袖子上抹掉灰尘，咬上一口，满嘴酸涩，我忍不住
吐了出来。母亲哈哈大笑地说：“傻丫头，别看这杏
已经黄透了，其实还没熟呢。这个品种的杏，熟透
时这半边就变成暗红色的了。”

母亲说：“我喜欢看着杏树枝繁叶茂、果实累
累、充满勃勃生机的样子。等我老了，上不来山了，
这些地因为有了杏树的存在，也不会一天天荒芜
下去。杏熟时，你们应该会来把它们摘回家吧。”

听了母亲的话，我非常惭愧。很多年以前，年
幼的我也曾是父母最好的帮手。种地、锄草、施肥、
秋收，土地上总也少不了我小小的身影。最近这几
年，日子过得越发忙碌，在钢筋水泥的世界里住得
久了，我渐渐忘记了那些在田野里奔跑的日子。

远处青山叠翠，近处杏子飘香。母亲忙碌的
身影穿梭在杏树林中，她脸上的笑美得一如夏日
里最灿烂的阳光。于母亲，这应该就是温和时光中
的岁月静好吧，被幸福环绕的感觉，妙不可言。

生活手记

盛夏饸饹饸饹香
■李仙云

每到炎炎夏日，处于味蕾深处的记
忆总能将我带回童年，那些往事缓缓浮
于眼前。母亲和我们一起盘腿坐在大门
口的凉席上，有滋有味地品着喷香爽口、
筋道的荞面饸饹。爷爷则端着一个青瓷
大碗，蹲在大门口，满心欢喜地吃着那胜
似饕餮大餐的乡野美食。邻居家的大花
狗摇着尾巴，伸着舌头，眼里尽是渴望，
祈求着爷爷的赏赐。

逶迤清凉的过道风从肌肤上划过，
舒爽惬意得让爷爷美滋滋来了一句：“这
日子还有啥话说，这是最美的日子了！”
饸饹的清香在鼻翼氤氲，凤仙花在烈日
灿阳下耷拉着粉嫩的花瓣。那种“思之而
神飞，念之而流连”的年少记忆，总让一
份亲情萦绕于心间。

大爷爷是我们这个家族的“文先
生”。他年轻时曾教过私塾，简直是个“老
学究”，爱引经据典，讲道理。

那年盛夏酷暑之时，大爷爷的曾孙
子满月。宴席之上最让人稀罕的就是凉

拌荞面饸饹，大家你一口，我一口，正吃
得有滋有味时，大爷爷不紧不慢地开腔
了：“这饸饹大家甭小看，元朝的农学家
王祯在他书里都写过，起先叫‘河漏’，都
有600年的历史了。据说是由咱渭南一
个老汉创出的。连古代的皇帝都好这一
口，这当年可是贡品哩！这不光好吃，吃
了还能健脾化积、解毒、消肿……”不等
大爷爷说完，一大盘荞面饸饹就盘底朝
天了。

在家乡渭北旱源，三伏天最消暑、解
馋的美食莫过于一碗细长美味的凉拌荞
面饸饹。“饸饹床子”是制作饸饹的必备
工具，它笨重地搭于灶台之上，每次拉开
压杆，母亲便将事先揉好的面剂子塞入
饸饹床子的圆孔内。

压饸饹则是个力气活，一般由哥哥
来完成。记得有次他逗趣，把绕着锅台急
得团团转的我抱到压杆上。结果，我就像
坐在跷跷板上一样。随着嘎吱嘎吱的响
声，细圆的饸饹从一个个“饸饹眼子”中

齐刷刷掉出来，入到冒着热气的沸水中。
爷爷则坐在灶台下一边烧火搭炭，一躬
一伸地拉着风箱，掌握着火候，一边还忙
不迭地进行指导。

每次，母亲刚用笊篱把从开水锅里
捞出的饸饹放入凉水盆，我就迫不及待
得要尝鲜了。我像见到了肉骨头的小花
狗，在母亲身边羁羁绊绊地哼唧着。母亲
经不住我的死磨硬缠，就利索地盛起一
碗，放入葱花和油波辣子，再将事先调好
的醋蒜水倒入，然后轻轻地用筷头蘸一
点芥末。此时，我的口水都不知在嘴里转
了多少个来回了。

我搅拌着爽辣劲道的饸饹，那香味
总让人舌间生津，尝一口，珍馐美馔都不
换。

我离开家乡已经30多年了，那一碗
三伏天里清凉美味的荞面饸饹，在漫长
岁月的那头，把浓浓乡愁和对流年往事
的眷恋，植入了我的生命中，成为了最牵
动情丝的记忆。

世界的生物都有灵性
世间的万物皆有意境
心随境而动
境随心而改变

夏雨噼里啪啦地敲打
仿佛在鸣唱
又似乎在倾听
营造出一种唯美的意境

我感觉耳边只有雨声
没有纷扰的杂音
犹如潺潺流水
汩汩地流入心田

雨落荷塘的鼓声
雨落屋檐的琴音
雨打在青翠的树叶上
雨亲吻花朵的唇
身在闹市里听雨

心会慢慢地安静下来
我只感觉到时光前行
雨中的思绪纷飞

恍惚间我看到母亲
从时光里走来
又在岁月里远去
让我心中充满了思念

听雨的意境很美妙
让心灵安宁
让思绪飞越
可以品味人生的美好和从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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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州佳航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为汽车一站式服务
经营：车险投保，定损查勘，道路救援，钣金喷漆，维护保养等一切车辆服务。

精湛的工艺，亲民的价格，让您省心省力更省钱！
地址：沧州市新华区海河东路（沧州荣复军人疗养院对面） 联系人：黄经理178887777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