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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蝉
◎董国宾

梦乡一枕玲珑雪
◎徐学平

荷花仙子。 文静 摄

小院觅夏凉
◎宫凤华

草戒指
◎耿艳菊

“冰雪为容玉作胎,柔情合傍琐窗开。香
从清梦回时觉,花向美人头上开。”这是古人
赞赏茉莉花的诗句。

在夏天的所有花卉中，茉莉是我最喜
爱的一种，虽说它没有绚丽的色彩，没有妩
媚的姿态，但是，它朴素自然、清雅纯洁。特
别是在静寂的夜晚，当它舒展开那洁白如玉
的花蕾时，默默地给人们送来一缕缕的芳
香，那么浓烈，又那么清新，那么幽远，又那
么持久，常使我陶醉在其馥郁的花香之中。

我家阳台上就有一盆盛开的茉莉。因
为妻子爱花，不足十平方的阳台上摆了大
大小小十几盆，虽无奇花异草，却也赏心悦
目。茉莉花只是其中普通的一盆，前几年刚
种下它时，细瘦的枝干上挂着几片黄绿色
的叶子，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没想到这两
年竟长得枝繁叶茂，十几条长约数尺的花
枝在其它花卉间恣肆穿插缠绕，一副孤傲

倔强的模样，但是花开得却不多，一年顶多
几朵，在碧叶间显得寥若晨星，即便如此，
花儿一开，阳台上也是一片芳菲。

茉莉花开时间很短，因留恋那缕花香，
妻子决定今春好好修剪一番。春光明媚的
日子里，妻子便操起剪刀煞有介事地站在
花盆前开始修剪，摸摸这枝，拉拉那枝，却
不忍下剪。前前后后几天痛下杀手后也只
是把每条长枝掐了个尖，再弯个圈埋在盆
里，连个叶片也没舍得剔除，整盆花却愈见
蓬勃，茉莉依然在恣肆地生长。

到了六月初，点点花蕾在枝间悄然闪
现。花儿似亦有情，从第一朵花开至今，一
直绵绵延延，花开不断，点缀着整个夏天。
茉莉一般多在晚间绽放，花蕾没有香味，一
待花瓣舒展开来，便香风冉冉，清芳飘荡
了。其香浓可透远，清可涤尘，沁人心脾，令
人忘忧。“一卉能熏一室香，炎天犹觉玉肌

凉”，在这炎热的夜晚，茉莉花香不仅香气
浓郁，而且“幽芳清彻骨，爽致消烦暑”。

望着阳台上这一朵朵凝姿约素、冰肌
玉质、挺粹含娟的玲珑小花，闻着这清芬浓
烈的芳香，身心的疲惫、生活的烦忧瞬间都
化作一缕轻烟在这醉人的花香中缓缓消逝
了。闭上眼睛，感觉心在花香的慢慢浸润下
显得一片宁静空灵，疲惫的心灵仿佛在花
香中也得到了安然的休憩，在这炎炎盛夏
的夜晚倍觉润心畅怀，清爽惬意。

夜渐深沉，清香袅袅。不觉间想起了宋
人许棐咏茉莉的诗句：荔枝乡里玲珑雪，来
助长安一夏凉；情味于人最浓处，梦回犹觉
鬓边香。心有所动，于是匆匆起身摘下一朵
刚盛开的小花放到枕边。梦乡一枕玲珑雪，
于是，原本燥热的夏夜也因这花香而变得
恬静如梦了。今夜，我要枕着这清新的茉莉
花香入眠。

清代一位文士在《清闲供》中写夏日雅
事：“夏时，晨起芰荷为衣，傍花树吸露润肺
……午后，刳椰子盏，浮瓜沉李，捣莲花饮
碧芳酒，日哺，浴罢温泉，擢小舟，垂钓于古
藤曲水边，薄暮，择冠蒲扇立层岗，看火云
变观。”一种恬静安谧在心头流淌。

栖居小城，溽暑夏日，市声聒躁，楼影
密匝，心中浮现波光帆影、烟柳农舍。一有
闲暇，我便回家小坐，看望母亲。暮色里，聆
听农人荷锄而归的谈笑声，村童唤羊吆牛
声，亲情萦绕胸际。

古旧小院，树木光影如残雪，漏透而清
凉，一片幽微情趣。暮色清凉而欢悦。院里
填满鸟雀的喧闹和夕光的绚烂。夏日燠热，
荷风轻飏，草香氤氲，菰蒲凝绿，蜻蜓沾花，
其间把盏品茗觅清凉，每每进入“心凝形
释，与万化冥合”的诗化境界。

院里有口老井。木桶撞击井壁，声音空
洞久远，有丝竹管弦之韵。碎砖堆砌的花圃
里，栀子清芬，凤仙妖娆，蘼芜散香，扑人衣
袂。农具挂在檐口，昭示稼穑艰难。屋顶上，
瓦松摇曳，瓦上生雨烟。

小村院院相通，鸡犬相闻，青砖黛瓦，
水映屋脊。有耄耋老者和垂髫少年，就着桑
木桌看闲书、下象棋、糊纸鸢。村姑结网，村

妇裱袼褙，老翁搓草绳，渔姑拣鱼虾。如入
北宋范宽的画境。

荷花盛开，菱盘泻绿，河鲜泼剌，叠翠
涌波，层层远去，那种清幽雅致的水香，耐
人寻味。青苇女子采菱采桑，采撷浓酽的乡
情，弥漫着古典意蕴和浪漫风情。令人心里
一片清凉。

瓜棚豆架，夕光濡染，读明清小品，内
心一片波光潋滟。纸围屏风，竹床石枕，一
卷诗书，倚枕而读。“藤悬读书帐”，藤蔓攀
树，读书消夏。轻啜清茶，心如幽潭，脾胆魂
魄皆冰雪，清凉之气漾出心底，品出悠悠夏
韵和禅意人生。时时走进王维“漱流复濯
足，前对钓鱼翁”的闲逸里。

犹记儿时院中纳凉场景，不禁莞尔。每
至黄昏，我们便拧几桶井水浇向院中皲裂
的土地，细烟升腾。鸡鸭拍着翅膀慌乱躲
避。然后搬出柳条凳，搭上竹床或木板。有
时也会支上麻布帐子。井拔凉水，散发乡土
气息的沁凉和甜津直抵肺腑。

晚风清凉，家人围坐，嘬青螺，剥嫩菱，
啃西瓜，嚼浆饼，其乐融融。西瓜或水瓜在
井水里浸泡过，沁凉爽口。此种情趣，正如
汪曾祺笔下所叙：西瓜以绳络悬之井中，下
午剖食，一刀下去，喀嚓有声，凉气四溢，连

眼睛都是凉的。
我们逮来蜻蜓放进蚊帐，蚊子被蜻蜓

追得无处躲藏，束手就擒。或者把玩着装有流
萤的玻璃瓶，轮流讲着鬼怪故事。伴随蛙鼓虫
鸣，我们的梦境如天边一抹清远的月色。

汪曾祺说：夏日的黄昏，就着猪头肉喝
二两酒，拎个马扎踅摸到一个荫凉树下纳
凉，该是人生莫大的享受。我在老家，喜欢黄
昏里邀二三布衣，院中小酌，把酒话桑麻。

我称上猪头肉，盐水鹅，猪耳朵，烧上
丝瓜汤，腌上西红柿，炒个清水螺蛳。我们
喝着冰碑，抽着烟，说着积郁已久的心里
话。清风明月相伴，蛙鼓虫鸣萦耳，杯盘狼
藉，“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我喜欢到
门前小桥上纳凉。吹荷风，听蛙鸣，沐月光，
怀古今，愉悦而清凉。流水和桥影依旧，湮
没了许多人和事，令人心有戚戚焉。桥上纳
凉人少，也有几位老农捧着饭碗，边吃边
聊。我和他们拉家常，谈农事。月光映水，迷
离闪烁，恍入梦境。

心远地自偏，心静自然凉。人们享受着
空调电风怡人的凉爽，却少却了乡风民情
的濡染、芰荷菰蒲的滋润。去乡下小院觅清
凉，守一份淡然，伴一缕乡愁，夏日诗意而
从容。

季 节 在 奔 走 ，夏 日 最 疯
狂，太阳摇荡着一轮火球一个
劲地往前滚。风隐了翅膀，卷
起一团热浪吞吐世间的炽烈
与狂热。鸟儿飞入密林，萤火
虫躲在夜间闪萤光，田地捧起
一把把滚落的汗珠在疯长，一
只只金蝉扯着嗓子唱欢歌，这
个醒透的季节在狂奔。

田畴郊野，绿叶翠蔓，一
片片土粱，繁枝蓬蓬。蝉鸣从
绿树丛中一跑出来，夏思便弥
散天地了。这猛夏的耳廓，夏
蝉尽鸣，蝉声如沸，清越嘹亮，
夏日听蝉，乃为趣事。

醒来的夏天，蝉开始夺枝
高歌，起初只有三两声，其声
丝丝缕缕，清浅细滑，一转身
无数只蝉纷纷牵起手，奏响宏
大的合唱。蝉的歌声织成一张
密集的网，一浪高过一浪，如
鼓乐齐鸣，如浪潮迸涌，那气
势似乎能把天空举起来。一缕
蝉鸣是一朵红荷，缕缕蝉鸣捧
亮了炽夏的眸子和季节的湖
面。在夏天行走，走出盛大热
烈，还收藏了深浓的记忆。蝉
鸣 声 势 浩 大 ，金 蝉 卖 力 地 合
唱，还一会儿独奏，其声时断
时续，或高或低，好一曲美妙
的天籁之音！

因 了 蝉 鸣 ，遂 喜 欢 上 金
蝉，也爱上了金蝉诗，一有空
闲 ，便 躲 进 古 诗 词 的 一 角 天
空，举目高枝，聆听蝉鸣。南北
朝萧子范《后堂听蝉》：“试逐
微风远，聊随夏叶繁。轻飞避
楚雀，饮露入吴园。“全诗紧扣
听蝉，笔调清新，立意鲜明，细
细品读似乎可以听到夏蝉的
鸣唱，看到夏蝉的行迹。唐代
卢仝《新蝉》：“泉溜潜幽咽，
琴鸣乍往还。长风剪不断，还
在树枝间。”寥寥几句，便将
蝉 鸣 描 写 得 栩 栩 如 生 ，听 那
吟唱，像幽咽的流泉，仍响彻
耳边。“高蝉多远韵，茂树有
余音”，宋代朱熹《南安道中》
的诗句，即景写景，更是让人
听出了高蝉之声的悠远及道
不尽的余味。

蝉乃区区寻常之物，却能
博得人们的欢心，乡下小孩子
捉蝉亦是一件趣事。他们爬树
个个像个猴子，等爬上树梢，
向正在鸣叫的蝉儿悄悄靠近，
一只手便向蝉儿移去，忽然正
在鸣叫的蝉就捉住了。小孩子
还会找来一个竹竿，将一团有
粘性的面筋固定在上面，然后
屏住呼吸躲在蝉的身后，举起
长长的竹竿，一只只金蝉猛地
便给粘住了。夜间捕捉蝉蛹，
也是小孩子的最爱。夜色中,
小孩子打着手电筒,在树林里
来回走。有时候，一棵粗大的
树上能捉到三五只蝉蛹。蝉蛹
又称知了猴，爬上大树上的知
了 猴, 手 电 筒 一 照 立 马 就 晕
了。上去取下放进罐头瓶里，
回家腌了，腌好的蝉蛹油炸，
或 者 在 铁 鏊 子 上 煎 ，香 味 扑
鼻，又脆又爽，确为一道不错
的乡间美味。

自 幼 喜 蝉 ，一 有 蝉 的 影
子，便有了童趣和童思。夏天
的园子里，又闻如沸的蝉鸣，
从这耳熟能详的物事里，我还
听出了乡音乡情，听出了奶奶
的叮咛，还有镰刀收割五谷的

“唰唰”声！

那天早上，晨光明亮，我睡眼迷蒙地
站在她的小摊前，等一张柔软可口的煎
饼。她的手上下忙碌翻飞着，有东西在她
手指上，随着翻来覆去，映着明亮的晨光，
散发光芒。我心里一惊，蓦地清醒了。

原来是一枚好看的戒指！一枚不寻常
的戒指。

它的质地，非金非银，非铜非铁，是从
泥土里长出的一根草。草老了，干枯了，成
了金黄色，可以精巧地编成一枚草戒指。
过去在乡村，草戒指是孩子们过家家时爱
玩的游戏。

那草戒指戴在她忙碌的手上，有一种
无法言喻的恰当和适宜，令她与往日不
同，散发着无言的光辉。令她温柔美丽。

不过说真的，她不算漂亮，是一个很
普通的妇人。甚至长年生活的辛劳重压，
岁月的无情刻薄，四十来岁，背已经微微
有些驼了。她个头不低，却很瘦，也很黑。
眉眼倒是周正，目光柔软和善。

她是一个不太走运的农村女子，嫁给
了一个脾气暴躁的人。她百般忍耐，最终
也没有守护好一个家。她温柔，也坚强，在
茫茫人世，独自辛劳，为她的孩子撑起一
片天。

她在公交站台旁卖煎饼大概有两年
了。她人好，煎饼好吃也实惠，生意很不
错。我总是去光顾她的小摊，后来知道了
我们竟是同乡，就更加分外亲切了。

“你这戒指真别致呢……”我的话还
没说完，她已经把手迅速地扬起来给我
看，一改往日的内向和谦逊。

“我要结婚啦，嫁给我的初恋。这戒指
就是他送给我的，和当年的一模一样。”她
手上的草戒指在她愉快的语气里显得越
发金光明亮，好像这尘间的幸福温暖都跑
到了着一枚小小的草戒指上。

这似乎有点文艺腔调的话由她这个
中年乡村女子说出，却没有突兀别扭感。
但是，我还是惊讶了，惊讶于一个在世俗
的生活中吃尽千难万苦，看尽人情凉薄的
中年女子，竟依然葆有一份简单知足，明
净纯然的心思。

真的是她的初恋啊，他们是一个镇
上的，乡村之间相距十来里路。她和他妹
妹是同学，去他们家玩，就认识了。正是
青春年少，两人之间渐渐有了一种美好
的情愫。

他会编草戒指，一根干枯的草在他手
里，一会儿就成了一枚精巧好看的戒指。
他给她戴在手指上，他们相约着要一辈子
在一起。

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父母却不同意
他们结婚，理由很多，八字不合，两个人又
都不爱说话等等。而他的母亲也不太中意
她。他们在百般阻拦下，也只好分开了。在
现实的境况里，各自成家，相忘于生活的
江湖，无音无信。

不久前，她回了趟老家。在多年之后，
他们在熙熙攘攘的小镇大街上意外重逢，
尘满面鬓如霜，依旧一眼认出了对方。而
这时的他们，已是在红尘万丈里伤痕累
累。他早已是孤身一人了，婚后没几年老
婆就跟着别人走了。这些年他就一直在外
流浪着。

说起往事，她满眼泪水，他满脸心疼。
两个人之间的缘分就是这样子的吧，

该相逢的迟早都会相逢的。而他们已经错
过了一次。上天又给了他们一次机会，他
们想，无论如何都不能再错过了。

他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穷得只用一
根金色的干草要和她相约一生的小伙子，
他有了一些积蓄，难道就舍不得给她买一
枚真的戒指吗？

我有点替她不开心。可她却乐了，哈
哈笑起来，转过身，指着临街的门面，有一
小间是空着的，有个男子正在清扫。

她告诉我，那男子就是他。他曾执意
要给她买个白金戒指，她不让，她说她不
乎那些。生活是一针一线的琐碎，日子还
长着呢。

他们一起来到了她所在的城市，要好
好过日子。他总想为她做些什么，不吭声
盘下了那间门店，这样天风天雨天寒，她
就不用受罪了。

没几天，他们的小店就开起来了。除
了卖煎饼，还新添了豆浆，奶茶。她的小店
稳定之后，他出去找了份工作。

总是见他在下班之后，匆匆往她的小
店赶，疲累的他担心她累着，要去帮她。

我没事时喜欢去她的小店，有时不过
只要一杯奶茶。我喜欢看他们默契的样
子，一个温柔，一个敦厚。很幸福。

那时，我总想，你看，这世上的爱情其
实多简单啊，只要一枚草戒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