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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落在郊外的家不大，但靠客厅的
窗衔着一脉山，山脚连着一方荷塘。心
感琐碎的时候，总喜欢伫立窗前放空，
也当作是在放松。

清晨，雾锁着窗外青山，山色空蒙，
若隐若现。走在山间小径，仿佛踩着云
朵，路旁的梧桐树伸展着它的叶子，像
是要拥抱氤氲。驻足，闭上双眼，每一
口呼吸都是清新与宁静。熏风散雾，
打破了这份静谧，露出了树木的轮
廓。金色的阳光投射下来，点缀着幽
绿的树叶，洒下斑驳的光影。梧桐花
也被唤醒，露出了笑脸，所有的花草树
木都在成长，浩荡的绿意渐次渲染世
间每个角落。山绿得发黑发亮，碧波里
的荷花也在竞相盛放。

盛夏是繁茂的代名词。犹记得月
初荷塘的光景，那时的每一朵荷花都
像一首诗，有的在光阴的角落里“才
露尖尖角”，有的含着“欲拆犹微绽”的
娇羞，有的在夏风的推送下淡然地“送
香气”。现时今日，荷塘已是荷叶连
连，荷花朵朵，“荷叶荷花相间斗”，花
和叶开满了整个荷塘。荷花在接天莲
叶的烈日下开得神采飞扬，好似夏天
里光芒万丈的娉婷女子，含蓄又不失
骄傲，还有着“水面清圆，一一风荷
举”的韵味，浓淡相宜，让人不得不心

生情愫。
这个时节显现生命张力的还有那

说来就来的夏雨。上一秒正隔窗望着
远山如黛，近水如碧的景象，内心寻思
着如何赞叹这一幅绵延于盛夏的花红
叶茂的水墨长卷，下一秒就被急雨模糊
了双眼。雨滴敲打玻璃的声音也敲在
了心头，仿佛等了很多年的思念终于在
七月时光里释放了自己。

隐约间，山间的梧桐花随着夏雨一
同缱绻。柳永笔下“拆桐花烂漫，乍疏
雨，洗清明”的景象就在眼前。远处骤
雨“似琼珠乱撒，打遍新荷”，荷花依旧
一片云淡风轻，在风中兀自摇曳，愈显
得风致旖旎，明艳了不少。再凝眸，花
已不是花，而是世间美好，是蓬勃的生
命力。

大雨涤荡后的山更绿，水更清。风
却似乎更胜一筹，它带着奔走的云朵，
吹皱满池的湖水，在山间移动着暗绿。
傍晚时分，又拽着斑驳的阳光，调皮地
吹动着书页。夜深露重时，懂我心，知
我意，“吹梦到西洲”。

人间难免有烦恼，偶尔一刻端坐
在远离喧嚣的风景中，双目染尽夏意，
万朵繁花沁人心脾。不知不觉地看
着、想着，已是夜幕四合，便是心神俱
宁的境界。

人 间 盛 夏 有 芳 华
□李丽

夏天的雨，显得有些与众不同。就
在我午睡的时候，耳畔一声爆雷将我惊
醒，霸道的雨点噼里啪啦砸下来，显得蛮
不讲理。雨势很大，声音很响，就像训练
有素的士兵，整齐划一地冲锋而来。夏
季的雨是有性格的，有些暴躁，有些鲁
莽，总是带着澎湃的激情。

但是，也有连阴雨慢慢地下，显得很
有耐心的样子。窗外世界在雨中变得朦
胧，仿佛一幅水墨山水画。雨滴在玻璃
上流淌着，描绘出意象派的画作。

夏季的雨总是来得突然，去得也突
然。遇见下雨，可以看到推着小摊的人、
骑单车的人、行走的路人都在狼狈奔
跑。披着雨衣的环卫工人依旧坚持清扫
马路，扫帚在地上将水划出一道道弯曲
且优美的弧线。

雨中的蔷薇、月季、玫瑰显得那么鲜
艳，每一片花瓣上都点缀着晶莹的露
珠。透过露珠，能看到里面折射的绿叶
和楼房仿佛颗颗珍珠般小巧玲珑，精致
可爱。雨中的一切都显得那么有趣和
新鲜，带着大自然的魅力和力量，将生
活中平凡的美折射出来，让我们学着从
一滴水、一朵花、一个人身上寻找到生

活的细节，寻找到生活中的小确幸润泽
我们的心灵。

“雨过不知龙去处，一池草色万蛙
鸣。”大雨过后，正是迎着凉风送爽，欣
赏乡村热闹场景的好时机。走进村头的
池塘，那里好似开着演唱会。鸭子跳进
池塘里欢快地嘎嘎乱叫，青蛙站在荷叶
上呱呱欢唱，母鸡在村头大路上咯咯咯
跑过去，小狗站在门口对着过来的人汪
汪叫着，不一会儿就欢快地摇起了尾巴。

雨后的天空干净透亮，就连太阳也
像被洗过一样。树叶被雨洗得青翠欲
滴，整个村庄被雨滋润得清新而惬意。

每当风卷雨急，就好似踏着风火轮
的哪吒威风凛凛而来，又潇洒而去。那
些豆大的雨跳跃着，击打着房顶咚咚响，
拍打着树叶哗哗响，在地面上砸下一个
个水坑。眼前的雨突然就连接成一片雨
雾，让整个村庄和田野都像罩上了缥缈
的白纱，变得不真实起来。空气裹挟着
浓厚的泥土味道，直直地冲进鼻孔里。

偶尔遇见温柔多情的雨，就能将思
绪引入杜牧笔下的诗句：“可惜和风夜
来雨，醉中虚度打窗声。”有雨的夜，我
最喜欢倾听雨打窗棂的声音。隔着一
层黑幕去听，窗棂上无数金石击打的清
脆声，远处风吹雨打竹林的哗哗声，泥
土上击落的泥花声，屋檐滴水的滴答
声，树叶在雨中互相击打的啪啪声，好
像一场夜晚的音乐会，带着节奏感，有
着韵律和诗意，让雨为大自然击打出天
籁。我喜欢隔着窗户听雨，在雨里品味
无限思绪。此情此景，让人想到诗人蒋
捷的《虞美人·听雨》：“少年听雨歌楼
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
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
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
任阶前、点滴到天明。”

雨随着年岁的增长，总有不一样的
况味。雨中饱含着庄稼汉期盼丰收的憧
憬，蕴藏着离人的愁肠百结，充满着历经
风霜的人参悟生活的豁达，也抒发着情
人思念的泪水、断肠人在天涯的悲情。

我不断地接住天空的馈赠，感受夏
雨的豪迈，就像陆游写的：“风如拔山怒，
雨如决河倾。”夏季的雨带着磅礴的气
势，扫去了心头的闲愁，让人逃离燥热和
烦闷。期待着一场夏雨后，农作物奋力
生长，迎接属于秋天的收获，迎接丰收的
喜悦。

小暑殊知热意浓，

众多避躲在家中。

何妨移步山洼里，

潺水竹喧碧绿拥。

拾步苔阶觉爽气，

花茵蝶舞鹊蝉声。

问君哪是怡情处，

携友林荫好品茗。

甲 辰·小 暑（新 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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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 秦岭腹地灵秀，
洛南禹平河旖旎。

每年夏天，我都
会挑一个月明星稀的
夜晚，驱车沿着蜿蜒
公路奔赴禹平河，感
受月光下那山水一色
碧连天的独特魅力。

这里风景秀丽，
河水大大咧咧，左蹦
右跳。公路两边的竹
子却安安静静地站在
那里。驱车继续前
行，车行至陡坡处，河
水声变得狂躁了起
来。四下都睡着了，
连精力旺盛的鸣蝉
也偃旗息鼓。水流
唱着独角戏在竹子
面前肆意怒吼，山月皎洁如烛，一道
道光影箭一般投射到竹林里。竹林
的西边是迎光的，东边则在影子最深
处。几只栖鸟突然被惊醒，它们叫声
柔嫩、清脆，仿佛稚童临轩叩门，仿佛
故人踏雪来访。

禹平河水从上游奔流而下，竹林
也是从上游一丛丛生长过来的，它们
好似一对亲昵的恋人相依相偎。倒
是藏在水流背后的竹音不急不缓，徐
徐飘来，它们用修竹千竿换来世上片
刻宁静，不图虚名、不慕权贵，默默地
在山涧水岸挺直腰板，堂堂正正地生
长。未出土的嫩芽、刚冒尖的新笋，
它们一来到这个世界满耳便是水流，
待到长高长硬，它们无法振翅高飞，
而是必须待在原地，个别运气好的，
能被裁下来作为打核桃的竹竿或钓
鱼的竿子，但大多数还得继续忍受河
水的喧哗。

打开车窗，乍一听全是奔腾汹涌
的人间豪迈。可每一声都入不了心，
总觉得与岁月相隔很远。风很凉爽，
似乎把白天的炎热和烦躁吹得了无踪
影。柔和的月光洒了一地银白，只剩
那仅存的一点月光照亮大地。走在禹
平河畔的竹林里，脚下是潺潺流水，山
风拂面，我似乎看到了魏晋时期“竹林
七贤”在竹林河畔饮酒作诗，放浪形
骸，好生快活。脑海里突然浮现出：

“昔舜南巡而葬于苍梧之野，尧之二女
娥皇、女英追之不及，相与恸哭，泪下
沾竹，竹文上为之斑斑也”“可使食无
肉，不可居无竹”“白云抱幽石，绿筱
媚清涟”“绿竹入幽径，青萝拂行衣”

“结根岂殊众，修柯独出林。孤高不
可恃，岁晚霜风侵”“独坐幽篁里，弹
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
照”“举世爱栽花，老夫只栽竹”等众
多脍炙人口的颂竹诗句，对着眼前如
诗如画的风景，不觉忘记了忧愁，忘却
了烦恼。

一同来的妻子称赞道：“仙境般的
竹海，夏夜的月光中，能够听竹的禹平
河才是最消夏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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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贞并非稀缺树种，普通得像被忽视
的邻家女孩。也因为这种熟视无睹，我便
忽视了其存在。

初识女贞树时，不屑于它的不识时务，
没有春夏秋冬的概念，一年四季一副灰头
土脸、死气沉沉的绿色，单调乏味，给人不
合时宜、呆板固执、老气横秋的印象，让人
丝毫不能产生一星半点对它的审美情趣。

入冬后，万木凋零，绝大多数植物已悄
无声息地睡去了，女贞树枝头却缀满了蓝
莓色的浆果，葡萄串般硕果累累、密密匝
匝。后来才知道，这果实不仅是很好的药
材，还是工业染色的原料。严冬里拥有这
样稀缺的浆果，女贞树俨然成了鸟儿的乐
园，它们挤在一起叽叽喳喳，享受着浆果
的饕餮盛宴。

炎夏七月，雍城西区的早晨尚还凉爽。刚走过
十字路口没几步，就嗅到一股奇异的香，断断续续，
时有时无，飘忽不定。起初我没太在意，越往西走香
气越浓郁。如果说刚才还是飘飘忽忽如幽兰，此刻
已是浓烈的醇酒之香，让人“醉”步难行。

我放慢脚步细细观察，原来雍城凤舞路两侧女
贞树上缀满了大串白花，虽然没有夏花的净白清雅，
却有着比夏花独特香浓的魅力。经不住诱惑的我停
下脚步，闭上眼睛，想要分辨出这浓郁香味，终究未

难寻出一致的香型，即便是相近的香味也
难有契合的舒爽。

记忆中，女贞很少高大过，常被打理
成“小平头”或“齐耳短发”，密匝匝站在行
道树下的花坛，很少拥有自由生长的空
间。不论春夏秋冬，不论生长环境，任由
人类按照喜好随性迁移，任性摆布，甚至
伤筋动骨，砍头断肢，它都逆来顺受，随方
就圆。

夏日气温升得快，我惊讶于眼前的繁
花，惊讶于自己的木讷，惊讶于一直以来
不屑于女贞的叨扰，未曾多投去一丝关
注、一丁点关爱。艳阳像猜透了我心里的
那点不安，大有火上浇油、幸灾乐祸的感
觉，越燃越旺，诱导着花儿将香气如瀑布般
垂泻，我昏昏欲“醉”，举步难行。

原来女贞是最别致、最不落俗的另类。春季百
花竞芳菲，它却若无其事，我行我素；夏季四野一色，
草木葳蕤，女贞却头顶烈日，繁花盛开；秋冬季节依
旧绿意盎然，枝头缀满果实。

正是好奇女贞的花香，我才迟迟发现它是深深
地香在心田，香在永不停歇的脑海里，就像人们赋
予它永远不变的爱与生命。四季的绿树常青，带
给人们祈福家业兴旺的美好心愿，又怎能不爱上
女贞独有的风骨？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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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后初霁 王静颐 摄

不知何时开始，西安半坡立交桥下的桥墩处
来了七八个中老年人组成的“自乐班”——三位
中年妇女轮番上阵，把秦腔唱得时而高亢有力，
时而婉转动听，兰花指随着唱词有板有眼地在空
中舞动。

两个吹唢呐的老者仰头看着演唱者，随着腮
帮子圆圆鼓起或收缩，瞪眼与眯眼之间，手指开
合之中，悠扬的曲子飘了出来。两个拉二胡的师
傅跷着二郎腿，张开的左手指在右手拉弓的张弛
有度中，上下翻飞地拨弄着琴弦，声音和着唱词，
头一甩一甩的，几缕零乱的花发在头顶起舞。枣
木梆子有节奏地响着，最忙的也是让我最佩服的
是敲锣鼓的人，干巴瘦的老人银发如雪，左手拿

一支比筷子还细的黄色小棍打着板鼓，右手抬在
空中打着快板，架子上还有一对铜钵。只见他不
时拿起铜钵“咣”地来一下或几下，令人振聋发
聩。他的手指在快板上轻盈地跳跃，如同精灵跃
动在音符之间，快板在他手中翩翩起舞。迎合着
唱词与曲调的需要，他又拿起鼓槌左右开弓，在
鼓面连击，清脆悦耳，舒缓如屋檐滴水，疾如快马
扬蹄。看得我紧张刺激，手心冒汗，他却有条不
紊，成竹在胸。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会看的看门道，但更多的
像我一样只看个热闹。他们看观众多了，演唱更
加起劲，和这炎夏的气候一样热情高涨，大有余
音绕梁，三日不绝于耳之感，不时引起阵阵掌声

和喝彩。
我很小就被祖父母带着到处赶场看戏。老丧

或三年这等白事都会请戏，还有年后各处庙会，
戏是主角，戏楼在哪儿，哪儿就是主会场——总
是人最多的地方。祖父、父亲农忙时吼两嗓子，
清闲时也吼两嗓子；祖母、母亲纳着鞋底，做着
针线也会低吟浅唱，虽没唱白，但曲调很美。我
最爱丑角戏《教学》《看女》，好学、好玩又好懂。

外地朋友对我说：“你们十三朝古都陕西人
把秦腔吼得底气十足，粗犷豪放，吼出了对这片
土地深情的眷恋和对美好生活的感恩。”的确如
此，秦腔真像是陕西人刻在骨子里的文化，是祖
辈传下来的基因。

秦 腔
□姚江江

现代人因为忙碌，经常忽略身边美景，而去追
逐外面世界的精彩。正好应验了越是自己熟悉的
地方，越容易被忽略这句话。

我无数次路过“金蚕小镇”，却没有在此停留，
直到上周末应友人相邀才实地造访，真实感觉到
身边的景色也不错。

“镇绕河水南依山，一颗珍珠嵌谷川。自从金
蚕问世后，名扬全球人世间。”家乡安康市石泉县
池河金蚕小镇的夏天，万物蓬勃，“火”劲十足。

下高速，经池河岸边宽阔大道，两边矗立的
“金蚕”标示路灯列队迎接我们。千年“鎏金铜
蚕”就出土于石泉县池河镇谭家湾
村。于是我们又探访文物出土现场，
走进献宝农民家庭，感受献宝家人浓
浓的家国情怀。

国家一级文物“鎏金铜蚕”的面世，
证明了石泉县早在 2000多年前就是一
块兴桑养蚕的热土。蚕丝产品通过古
老子午道，源源不断运往长安，再由古
丝绸之路送往中亚和西欧各国。石泉
县因此享有“中国蚕桑之乡”的美誉。

有着石泉县“白菜心”之称的池河金蚕小镇，
得天地之灵气，享日月之精华。境内峰峦叠翠，
云雾缭绕，稻菽千重，桑田遍布，葳蕤田园，如诗
如画。

路边有百亩荷塘，荷叶亭亭玉立，荷花摇曳生
姿；千亩稻田散落于池河岸边，秧苗青春肥绿，禾
叶清香扑鼻；万亩桑园环绕，遍布田间山岗，桑叶
碧波如海……一蔸草一蔸禾一片叶，一河池水滋
润万顷良田。荷香稻青桑满园，村美人富展笑
颜，尽是一派欣欣向荣景象。

来到池河镇明星村沧海桑田景区，站在天空
之镜玻璃板上，“中国醉美桑海”巨幅标语掩映在
碧绿层染的万亩绿丛中。白云深处，隐隐约约的
山边，阳安铁路好似横空巨蟒挂在远山之上。

两车 10人，绕着沧海桑田核心景区，一会儿
在山岭，一会儿在谷底，一会儿在田间，一会儿
在坡地，忽上忽下，忽左忽右，上下缓行，左右逢
源，穿梭漫山遍野桑树间。应该叫林，还应该叫
森——木、林、森，恰如我们一行人，一人为人，
二人为从，三人为众一般。人多木众树繁盛，万
木成林桑海蓊。竖看成行，横看成片的桑树有

大有小，有高有矮，叶子有厚有薄，在阳光照耀
下散发着墨绿色光晕。仔细瞅瞅，枝叶间挂有
一颗颗微红、深红转黑的诱人桑葚。

人食五谷，蚕吃桑叶。蚕为天虫，饲养礼
重。白白胖胖、密密麻麻的蚕儿，从出生到吐丝
成茧，化茧成蝶，都是在蚕农们虔诚敬拜和祈祷
中完成。喂蚕之前，先用生石灰、漂白粉一类的
消毒剂对蚕室、蚕具全面消毒杀菌。进出蚕室，
必轻手轻脚，不打高腔，不说秽语，祈祷神虫安
详。小蚕初始出，喂养必精心，温度、湿度掌控
好，桑叶清洁不染污，剪细如发丝，薄薄撒在幼虫

上，让细小若微粒的蚕宝宝食之安全，成长有
序。蚕儿经过“一到四眠”喂养后方才成茧，大约
一个月时间完成蜕变。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人们对
于蚕虫的敬仰成为中华传统文化重要理念，代代
赓续弘扬。兴桑养蚕，发家致富成为蚕农愿景。
回眸家中养蚕经历，总有一幅幅熟悉的画面在闪
烁，凡是春风走过的地方，都生长着一望无际绿
油油的桑园。田间地头一棵棵桑树站立，一片片
桑叶迎风摇曳，那是一颗颗亮闪亮闪的星星，如
同星星一样亮闪亮闪的金银，驻守家园。因此，

桑树也成为蚕农眼中的“摇钱树”。生命
不息，奉献不止。一片叶、一条虫，永远
在激励着勤劳纯朴、勇敢善良的中国人。

午餐安排在万亩桑海中的“明星山
庄”。这是一处由学校改造而成的民宿
接待点，山庄集古建筑和现代时尚元素
为一体，尽显乡村和美、幽静高贵之品
位。一古树、两层房、四合院，一茶坊、几
本书、木桌椅，有盆景、有浓荫、有鸟鸣，

烟火气满满。桑叶茶散发缕缕清香，鎏金铜蚕宴
席上，桑叶和当地山野菜充当主角，喝着时尚健
康的桑葚饮品，观桑海沧田，体验采摘乐趣、住特
色民宿、品特色美食，在恬适、淳朴、优雅、静谧大
自然中，觅一处生态福地，徜徉诗意田园，享休闲
惬意生活，乡愁也变得有滋有味。

“金蚕小镇”因荷而美，因蚕桑而兴，因悠悠池
河而灵动。人们到这里亲近自然的绿色，吹吹旷
野的风，看看飘忽在田野上的白云，美景、美食、美
美与共。在这方山水，与一群志同道合的人一起
行走，一起欣赏，醉在山乡，共享美好，真是快哉！

□余佑学

风 吹 过 田 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