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捕蝉】

我们在竹林间穿梭，寻
找那些攀爬在竹子上的蝉。
它们或鸣叫，或飞行。一只蝉
突然起飞，我们立刻追了过
去，但只来得及看到它在空
中留下的黑色轨迹。另一只
蝉则静静地停在竹子上，仿
佛在向我们展示它的威武。
我们小心翼翼地接近，然后
轻轻地举起捕蝉的工具，一
下子就将它捕获了。

——彭胜发

初夏，荷塘一片红艳，
荷花露出了灿烂的笑脸。田
田的荷叶，或不忍离开水
面，或干脆跳出来，亭亭玉
立、硕大浑圆。风起时，荷花
展枝弄舞，生出一片柔情。
一塘荷香随风溢出，醉了村
子，醉了童年。

——卜庆萍

【夏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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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个有温度的人
■范大悦

花开诗旅

在乡下
■牛合群

盛夏铺开了翠绿的地毯

我们都是盛装赴宴的有缘人

玉米列出了整齐的仪仗队

水稻柔美，开始欢快地舞蹈

芝麻开花，节节高

荷花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

绿西瓜袒露肚皮，像一尊尊弥勒

歪歪倒倒，尽藏玄机

一声声蛙鸣，是这个节日

最持久又悠扬的喝彩

夏夜里，就可以把所有的月光

揽入怀中

前段时间，家里出了点意外，我
的心情起伏波动较大。遇一点小事
儿，我都能暴跳如雷。

一天晚上加完班，正准备回宿
舍，和我关系要好的同事突然从桌
子上拿起一叠材料递给我说：“今天
太忙了，这个总结还是你自己写
吧！”我一听，很是诧异。这是领导安
排我们两个科室共同完成的任务，
他怎么这么不配合？我心中的无名
火瞬间被点燃。我伸手接材料时，一
连串极不利于团结的话脱口而出，
搞得场面尴尬至极。

回到宿舍我左思右想，感觉自
己的做法有失风度，没有问清事情
原委就乱下结论。我们平时关系还
不错，这么做实属不该。更令我感到
惭愧的是，我翻开那叠材料，却发现
他写好的工作总结就夹在里面。当
时，我真想找个地缝钻进去。他只是
和我开了一个玩笑，我竟然恶语伤
人，甚至都没给他解释的机会。

第二天，我很想向他道歉，可见
面时却一句道歉的话都说不出来。
如此再三，这件事也就搁置了。尽管
道歉的话没有从嘴里说出来，但我
的心里已经不知道向他说了多少次

“对不起”了。
几个月后，我们同事组织聚会，

借着酒劲，我终于说出了“对不起”

三个字。然后，我像个犯错误的孩子
似的等他开口。没想到他云淡风轻
地说了一句，“没事，别放心上”。

那天吃完饭，他一定要和我走
一程。在路上，他和我说了很多。他
说人与人之间的相处要真实、坦诚、
包容，更要惺惺相惜。他告诉我，那
些日子大家都看出来我的心情不太
好，又不好意思问。他也没想到，那
天的一个玩笑让我发了火。

仔细想想，生活中难免会遇到
坎坷、困苦，甚至是难以承受的伤
痛。此时，就更需要大家抱团取暖。
做个有温度的人，用心去善待对方，
用心去接纳彼此的缺点和瑕疵，给
予彼此一个依偎、一个拥抱，人生道
路才会越走越宽广，越走越顺达。

念念不忘

微写
作

“微写作”栏目短信平
台号码为15100868801。

倾听您的心声，期待
您的短信留言。

【向往】

从喧嚣的都市来到自
然，深深地感受到人和自然之
间没有一点界限。我闻到了水
的清香，看见了绿的渲染。在
乡间，面对着广袤的湿地，向
天上看看，天是朦胧的。我忘
记了旅途的劳累和汗水，内心
只有对自然的向往。

——靳小倡

人生感悟

风荷举 故乡遥
■葛鑫

晚饭后，我和父亲在公园散步，广场上隐约
传来《荷塘月色》的旋律。

“前面有一片很大的荷塘。”父亲提醒我，“早
晨的时候，已有荷花开了。”我听罢，深深地吸了
一口气。果真，空气中弥漫着荷花和草木的清香，
直沁入心中。那味道浓郁又淡雅，非常独特。

“竹色溪下绿，荷花镜里香”，我想起了李白
的诗句。漫步在荷塘边的小路，夜色微凉。在皎洁
的月光下，溪水清澈，水面明净如镜，映着荷花的
倒影。

大自然的灵性与人间的美好交融到一起，那
如瀑布般的诗意扑面而来。硕大的荷叶静静地立
在荷塘中，端庄淡雅，那盛开的荷花，更显得妩媚
动人。我不由得驻足，沉浸在香气中，一时间感觉
自己也如荷花般亭亭玉立。

见我驻足，父亲也停下来。我们俩就那样静
静地立在荷香里，静观荷花、细赏荷叶。清风徐
徐、荷香袅袅，荷花轻轻颤动裙裾，不由得想起朱
自清笔下那“亭亭的舞女的裙”。在荷塘的幽境
里，荷香氤氲，在月光下流淌，沁入人心脾，似一
股清流抚慰着人的心灵。

父亲突然问道：“老家的荷花应该也已经盛开
了吧？”听到此，我仿佛看到荷香缓缓流淌着如水的
记忆，思绪便随着荷香飞回了千里外的故乡。

故乡的村头，曾经有很大一片荷塘。在上个
世纪80年代，那荷塘是我的小学同学柱子家承包
的。荷塘边种了些柳树，还有两棵高大的梧桐树。

每次路过荷塘，柱子就会从荷塘那边走出
来。我们几个小伙伴便会停下脚步，坐在梧桐树
下，乘乘凉，歇歇脚，闻闻荷香，看看蜻蜓，也会为
盛开的第一朵荷花惊呼。柱子也不闲着，他或者
摘两个莲蓬给我们分享，或者扯两片大荷叶给我
们挡太阳……有时，他还会推来家里的小木船，
让我们坐船进荷塘里玩。

他家里的大人看我们坐船进了池塘玩得格外
开心，也不忍心斥责我们，只是会走过来看着我们，
以免发生危险。钻进荷塘的我有些小兴奋，觉得自
己就是那撑小艇的小娃，虽没有偷采白莲，却真的
是应验了那句“不解藏踪迹，浮萍一道开”。

夏日的荷塘满是浓淡相宜的美。荷叶遮挡了
一池碧水。亭亭玉立的荷叶上，常有青蛙蹲在上
边打盹，偶尔会“呱呱”叫两声。一阵微风吹过，空
气中弥漫的全是沁人肺腑的荷香。

下雨了，雨点落在荷叶上，如珍珠般滚动。落
在荷叶上的雨滴滚作一团，玉立的莲花好似在窃
窃私语，又好像在轻声唱歌。此时，湿润润的空气里
透着荷香，让人陶醉。调皮的我们，便会采一片荷叶
擎在手中，挡着细雨，听着头上淅淅沥沥的声响。

坐看风起时，夜色中的荷花更显得晶莹剔
透，在微风中写着心事。远处的歌还在那里缓缓
地唱着：“我像只鱼儿在你的荷塘，只为和你守候
那皎白月光，游过了四季荷花依然香，等你宛在
水中央……”

此刻，我俨然已分不清眼前是故乡的荷还是
异乡的荷了。那荷香也融合在了一起，挤满心间。

非常故事

天高地厚，日落人间
■邹娟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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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阴雨，气温起伏不定，父亲和母
亲愁得睡不着觉。“希望太阳早点出来！”
母亲瘦了许多，种完花生的手残留着药
粉味。“是啊！不能再下雨了。”父亲瞅着
院里的深水坑，叹着气。

当初，他俩费劲心思种了6亩多的
小棚西瓜。他们育种、埋地膜、插竹子、
包外膜，等瓜苗长大，立刻移到小棚
里。每日敞风，察看藤蔓。花落瓜结，继
续敞风。那一个个的漂亮西瓜，全是父
母的汗珠泡出来的。如今，到了收获
季，老天却阴雨连连。

南来北往的大货车，早在四五月份
就到村里光临了若干趟。那是大棚西瓜
贩卖的好时节，父母一遍遍回想大家帮
忙运瓜的热闹场景。村子不大，谁家有
事，其他人都会搭个手。大棚西瓜的采摘
堪称村中盛事。大人们站成长龙，流水线
似的，一个一个地将西瓜传递。父亲在难
走的棚间小道挑瓜，母亲在闷热的棚子
里摘瓜，他们都毫无怨言，内心充满了丰
收的欢喜。

就是这样对土地虔诚、勤劳朴实
的农人，现在却深受天气的煎熬。小棚
西瓜上市的时间略显尴尬，恰逢梅雨
季前后，夏天阴晴不定，想一直晴空万
里，很难！

“无论如何，一定要在3天内把瓜卖
掉！”父亲与母亲共同商定。因下雨，气温
不高，人们买瓜的热情寥寥。瓜贩收购的
价格一降再降。若错过成熟期，瓜就会变
质，价格更卖不上去了。

卖吧！两天过后，雨停了，久违的太
阳挂在空中。父亲联系了瓜贩，以极低的
价格卖掉了5000多公斤西瓜。从那以后，
父母再未种过这生不逢时的瓜。

前年开始，母亲到外乡去学了种扁
豆的技术。从选种到搭架、整藤，都不必
担心下雨。扁豆抽芽开花时，反而需要雨
水的滋润。

扁豆两季可摘，入伏的夏和凉爽的
秋。大多是晴天的时候，父亲和母亲腰系
围兜，身挎塑料桶，在整齐宽松的行间采
摘。扁豆架有一人多高，从上到下长满了
花和豆荚。叶宽，豆荚大，花成串成簇，一
色的紫红和紫绿，像一道道屏障，隔着炙
热的阳光。

父母在其中从容地采摘，不多久，
几个桶就冒出了小“山尖”。趁着天还早，
他们把扁豆运到镇上的收购点，当场结
算。母亲总是笑眯眯地把钱放进小包，和
父亲一道逛逛旁边的超市。

回家的路上，父亲载着母亲，母亲则
愉快地哼着歌。他们穿过街道、树林和农

田，在风吹树叶的沙沙声中，不时说说笑
笑。亮灿灿的阳光如眸，随人影凝望。

夏晴似有情。古人云：“雨阶长苦夜，
晴谷似逢春。”雨霁现霓虹，初日照高林，
填满山峦，流过荒野，抚平所有的崎岖。
在年过六旬的父母眼中，每日的晴空，映
照他们的心情，也抚平了曾经的坎坷。

烈日炎炎，挡不住对生活的热爱。父
母如开辟疆土的将士，执着地守着田地，
不负土地的回报。天高地厚，日落人间，
处处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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