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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外祖父家度过了我小学
的第一个暑假。

我拘谨地坐在小板凳上，看
着眼前笑着的人们。他们问，来
玩多久啊？姥姥做的饭好吃吗？
我躲到外祖母身后说想回家，外
祖母笑着拍拍我的头，小舅舅一
下把我搂起来，甩到半空中，吓得
我龇牙咧嘴，所有人都在笑。

外祖父的家在村里，没有小
卖铺，可整个夏天，雪糕、甜汽水
没少买。每次外祖母要做午饭
时，我和两个表姐就跪在凉席
上，扯着外祖母松垮发白的布
衫，恳求中午吃饭时能喝汽水。
有时外祖母一边数落我们，一边
从口袋里摸出几张零钱，钱只够
买一瓶橙色汽水，这时候我们就
会边嚷嚷边假哭，只希望再吃一
个“大头雪糕”，心里知道绝无可
能，可每次都会重复这样的把
戏。至于买得重任就落在大姐
肩上，她快速接过钱就出发了，
我和二姐站在门前看着她奋力
骑车的身影消失。后来二姐坐
在车后座上，我一个人眼巴巴地
看着。有一次，我还是忍不住想
一起去，就偷偷跟在车后面，二
姐看到我就摆手让我回去，我死
活不肯，二姐就把我夹在她和大
姐中间，我被挤得动弹不得，大

姐累得一头汗，最终小车颤颤悠
悠上路了。

顺着外祖父家门口的那条小
路，向右拐个弯，再上一个坡就能
看见一条大路，大路旁有一棵碗
口粗细的合欢树，树下有个简陋
的小屋，我站在满是零食的柜台
前，看着大姐把钱递给那个老头，
老头在地上饮料箱里掏出一瓶汽
水放在柜台上，我们三个就欢天
喜地往回走。大姐小心翼翼扶着
车把，二姐紧紧扯着大姐的衣服，
我就在中间用力搂着那瓶汽水，
那时我能清晰感受到，快乐是汽
水，在我的胸口撞荡。买回的汽
水会放在盛满清凉井水的桶里，
桶里还放着一个刚摘下的西瓜。
夏天太美好了，让人忍不住手舞
足蹈。有时候外祖父会给我们
钱，很大气地说：“汽水一人一瓶，
雪糕一人一个。”外祖母在厨房里
就嚷嚷：“让她们使劲吃，一会儿
饭没人吃，你自己吃哈。”尽管外
祖父给我们一人一个雪糕的钱，
可为了每天都有雪糕吃，大姐只
会买一个雪糕。回来路上，大姐
推着车，我抱着汽水，二姐举着雪
糕说：“要公平，一人一口，不能大
口咬。”大姐说：“快点吧，都要化
了。”我也根本没听进去，我知道
雪糕第一口是我的，最后一口也

是我的。有时二姐按着我的头说
嘴张大点，大姐会说让她咬两
下。吃雪糕让夏天变得格外有意
思。

午后就在后屋地上睡，光滑
的大竹席被外祖母擦得光亮，偶
尔会有过堂风，老式风扇伴着蝉
鸣在耳边连绵不断。有时睡到一
半会被一场暴雨惊醒，大雨沿着
屋檐飞速滑落，木门外雷声阵阵，
我们姊妹几个窝在一起故作惊
吓，哇哇大叫，外祖母一边呵斥一
边拿厚被单裹着我们。当雨势稍
歇，雨水淹没泥泞的路，路两边的
草随着雨水左右摇晃，外祖母会
穿起雨衣，拿起网兜和袋子，去捞
鱼虾，这也是她能在浅浅的口袋
里拿出零花钱的原因。我们姊妹
几个都想玩水，就在旁边各种保
证不乱跑，外祖母妥协了，帮我套
上有些大的雨衣，我们沿着门前
的那条路踩着雨水跑，有时还会
在地上捡个小鱼小虾。满是雨水
的夏天是大粒葡萄，饱满多汁，我
只需要张开嘴就能将整个夏天吃
进嘴里。

其实雨天也挺好。下雨了，
我们都坐在自家门前，看眼前的
景色，近处树木青绿，远处稻浪推
涌。丰盛的夏日美景让我觉得，
我的童年拥有一个快乐的夏天。

那个美丽的夏天那个美丽的夏天
龚士玉

月光落在山村里，仿佛立马
生了根，于是，整个村庄都生长出
许许多多的月光。村庄是没有路
灯的，但在夏日里，一轮明月，足
以让整个村庄都笼罩在月光中，
在山村里悠悠地发着光。

傍晚的时候，当太阳落了山，
外婆便催促我赶紧吃饭，然后随
她去村头乘凉。外婆说的村头是
村里的一片空地，旁边长满了不
知名的树，每到晚上，人们便会拎
着板凳，摇着蒲扇聚集在此。

我赶紧吃了两口饭，反过来
催促外婆，毕竟，我头一天晚上就
和小伙伴约好了。外婆也赶紧收
拾利索，与我走出那巷子。

月光下的村头，像是一个舞
台，灯光都已经打好了，只等演员
各就各位。外婆坐在一群邻里
中，他们聊着东家长西家短，一改
白日里的客套。有人讲起自己在
外求学的孩子，眼角是挡不住的

神气；有人说起自己的烦心事，叹
息声仿佛要将月光淹没；而有些
人不说话，只愿做最虔诚的听众。

我也赶紧加入了孩子们的战
队，开始玩起了游戏。有月光在，
路面上的石子都清晰可见，不至
于磕磕绊绊。月亮倚在树枝上，
敬业地为人们打着光，风声轻拂
过耳边，笑声荡漾在山村，村庄就
这样热闹起来。

待到夜深，人们纷纷散场，大
人喊着孩子的小名，然后拉起他
们的小手，准备回家。我又与外
婆走在这巷子里，月光照在每一
块石板上，让回家的路都变得神
圣起来。

回家后的第一件事，便是
洗漱。我经常和外婆坐在院子里
泡脚，看着月光浮在院子里的梨
树上，然后又跳到房瓦上，最后跌
进我的脚盆里。那个时间好像是
月光的分界线，上半夜的喧嚣是
属于人类的，但是下半夜的热闹
却是属于自然的。

当人们睡去的时候，月光就
把舞台交给了山村、池塘、稻田，
花草……有些爱表现的选手又怎
能放弃这出场的机会呢？夜间的
花草仿佛化了妆闪亮登场，而夏
虫也在卖力歌唱，但是人类和自
然的悲欢又怎么能相通？又有谁
会去做一朵花、一只蝉的观众？

我小时候调皮，最喜欢捉蜻
蜓了，把抓来的蜻蜓剪掉翅膀，然
后养在盆里，看着它们怎么飞也

飞不起来，觉得那是一件很有成
就感的事情。

可是一夜过后，便一只也找
不到了。听外婆说，肯定是下半
夜的时候，趁着我们熟睡逃跑
了。想想那夜晚，我正做着美梦
呢，可是一群蜻蜓却在准备一场
逃亡，一定是月色给它们指了方
向。它们也必定在一处我看不到
的地方，养精蓄锐，终有一天，出
现在天空中。

后来，村庄的人有的老去，有
的离开，村头也不再有人上演着
悲欢离合，仿佛一个村庄的故事，
都找不到人来听了。

那样的夜晚，再也不用分上
半夜和下半夜，全部都是自然的
天下。花草可以在月光下尽情相
爱，青蛙也可以从月亮升起的那
刻，一直唱到月亮睡去，蜻蜓也不
怕被人剪了翅膀……

而我总会在外漂泊的时候，
想起故乡的月光，我也幻想着像
年少时的蜻蜓那般，在四下无人
的夜里，顺着一缕月光的足迹逃
回故乡。可我知道，人生又怎么
能往回走呢？我与幼年的村庄早
已走散在时光的洪流中。

如今的我也学会了做一朵
花的观众，或是一只蝉的听众，
以此来窥探我的童年。我想，
那时的山村依旧被月色笼罩，
仿佛害怕记忆蒙了尘，而我的
那些故事，月光也一定会替我
悉心收藏。

月落山村月落山村
李柏林

细雨霏霏念旧人
蒋志明

连续几天的霏霏细雨，我的心情也变得如这
绵绵的细雨，心思也多了起来。霏霏细雨慢条斯
理、漫不经心地下着，淅淅沥沥，如丝如织。

窗外的雨忘情地下着，不大，也不小，不紧，也
不慢，且伴着时不时的雷鸣声，不大，也不小，不
急，也不缓。雷声过后，雨便大一点，急一点。要
不多时，雨又小了些，舒缓了些。长时间的霏霏细
雨，令人非常安宁与心静，做起事来专心致志，敏
捷聪颖，效益倍增。

不惑之年，一些旧人常常在我的脑海里闪现，
特别是酒后，更好回忆曾经的过往，一些刻骨铭心
的旧人令我思念成沙，思绪万千。想着想着，便湿
润了双眼。想久了，想深了，便泪如泉涌，泣不成
声。特别是一些动了情、入了心的旧人。人呀，就
是那么的脆弱、就是那么的无奈、就是那么的多
情。说来也就奇怪，那些轻易得不到的东西，在一
个人的眼里，是十分完美的，想把其永远地珍藏在
心里，倍加珍惜。

日有所想，夜有所梦。让我感触颇深,体验颇
多,也成长颇多。无论什么事情抑或是什么人，你
成天都去想，形成了思念的模式，你肯定是越来越
放不下了。日久生情，思念如海。那些有缘的人，
那些有恩的人，不是你随意都能够忘记的，当你越
想忘记、抛开时，它越是往你的脑海里钻去，令你
无法抗拒，无法忘怀！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漫漫人
生，人生漫漫，有些事令你铭记终生，有些人令你
终生铭记。人和人的遇见是一种缘分，人与人的
深交是一种缘分的升华。得到了，像爱惜自己的
双眼似的去珍惜眼前人。失去了，也是一生最美
好、最甜蜜的回忆。有时放下，更是真爱。有时放
手，也是无奈。得不到的人，心里装着！得到的
人，双手捧着。无论处于任何情况下，劝君珍惜，
珍惜那千年回眸的一瞬间。有时，转身便是一
生。有时，松手便是永别。所以，我们定要珍惜当
下，珍藏情感，珍爱人生。

雨未停，天又暗了下来。望着满天的乌云，看
着如丝的细雨，望着遥远的地方，我心惆怅，怅然
若失的心无处安放，没有港湾。静静地想一想，远
远地望一望，抬头一片天，低头见汪洋。抬头低头
皆风景，把心拨敞亮，向阳，永远发光！

转身离窗，收到梦想。但愿未来的日子里：你
若安好，便是晴天。我若安好，便是你愿！

故乡荷花的本色
姜舟林

一只白鹤载不动万吨绿色
金刚台与白云比肩，夏韵包裹

一支画笔难以描出莲二塘忽闪的眼睛
倾倒一拨又一拨的观瞻者，一千次回眸

面向碧波潋滟，翩若五彩流苏
弥漫西湖的荷馨，流淌西塘的婉约
九曲桥身，红漆石栏，如画舫楼船

妙龄靓装，映红荷花的娇羞
《荷花谣》回荡，撩拨一颗颗爱美的心

水中鱼儿徜徉，偷听酣畅花语
我按动快门，抓拍一双伸出的手

情感贴近，天与地，山与水，没了距离
网红的出现，让山村喧闹起来

人们接踵而至，将夕阳慢慢踩落
一位赶牛路过的老人说，从前没有看荷花的

我以为，写诗也是风吹荷斜的产物
从山里出走的人，最终回到山里
学做谢稚柳的荷花，灵魂干净

莲二塘的荷花，才是故乡的本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