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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潍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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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买如今这套房时，后面
是一面湖水。夏天的夜晚，坐在
灯下，可以听得见青蛙的叫声。
在城市这样的一个小角落里，
居然能够听得到蛙声，让我不
禁有些诧异。每到夏天，每到夜
晚，便会和老公坐在阳台上，摆
上一张竹床，让我有仿佛回到
童年的错觉。

童年是怎样的模样？童年
在每一个人的记忆中都很美。
特别是童年的夏天，就更美了。
不仅可以跳到湖里戏水，还可
以在池塘里摸鱼摸虾。而我是
个女孩，母亲总不想让我暴晒
在午后的阳光下。于是我便总
是趁母亲熟睡时，偷偷地从她
身边溜走。

夜晚的时候，坐在自家的
院子里，便可以听得到远处的
蛙声，很是清脆。悠悠的凉风吹
过时，我早已躺在了自家的竹
床上，看满天的星斗，听老人们
讲那久远的故事。在她们的故
事中，我为织女惋惜着，又为那
七月七的相会而欢喜着。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夏
天的时候，人们再也不在外面
睡了。家里有电扇和空调，谁还
愿意去外面被蚊子咬。再说了，
随着城市的改建，就连周边的
郊区也划入到城市中，池塘填
了，蛙声也听不见了，就连天上
的星星也难得再看得到了。人

们都住进了楼房里，谁还会注
意天上的那片星空。

所以当老公选中这套房子
时，仿佛又把我带到了童年。当
时，正值新婚时期，每天我们都
有说不完的话，每天的日子过
得都如同蜜一般。每天两人都
会粘在一起，相看两不厌，或许
就是这种情形吧。

可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
那面湖水越缩越小，直到被整
个填平。那段日子，整晚都是翻
铲车的声音，让我夜不安眠。甚
至一度想冲出去，找对方理论。

而老公只是沉默不语。临了，他
说：“我就知道这湖会填的，可
是没想到会这么快。”

没有了蛙声相伴，竟觉得
热得让人受不了。那阳台和那
竹床，再也没有什么吸引着我
的了。童年的梦，还没来得及
重温个够，就这样戛然而止
了。我和老公再也不像当初那
般有着说不完的话了，他看他
的电视，我上我的网，就象是
同一个屋檐下的陌生人。

又是一年夏季，后面早已
盖起了一栋新楼。那池湖水，

仿佛从来都没有过一般。人们
早已习惯了这样的日子，而我
则怀念着有蛙声的时光。老公
说：“等以后条件好了买辆
车，然后咱去乡下盖栋楼房，
就盖在湖边，到时又可以听取
蛙声一片了。”会有那样的日
子吗？我若有所思地说。老公
拥着我：“会的，只要你这样
想，只要咱朝着这个方向奔，
就一定会的。”想着若干年
后，当我坐在自家的小院里，
又可以听得到蛙声，该是怎样
一幅美景。

听取蛙声一片
文/朱凌

竹枝是唐代乐府曲名，竹
枝词由古代巴蜀民歌演变而
来，七言四句，俚语俗词，讲
究押韵，朗朗上口，内容大多
来自民间生活，通俗易懂。炎
炎盛夏，三伏酷暑，几首透着
清凉气息的竹枝词，让我从浓
浓诗意中，探寻到一些消暑度
夏的良方、趣味。

水边林荫清凉，夜来暑气
不侵，可以说是乘凉消暑的好
地方。对此，早在明代，宁祖
武就在《吴江竹枝词》中吟
道：“唐家坊藕太湖瓜，消暑
冰肌透碧纱。水上纳凉何处
好？垂虹亭子看荷花。”

“乘凉最好是琴台，万柄
荷花槛外开。直到夜深方罢

饮，一船明月遇河来。”一百
多年前的清代中期，寓居汉口
的浙江余姚名士叶调元在盛夏
暑热难耐之下，买舟沽酒，漂
泊在琴台的水湄之上，享受晚
霞美景和清凉舒爽之际，还忍
不住吟出“水涨平湖景致多，
远霞红透晚来波。土塘买棹弯
桥口，一路乘凉到小河”的竹
枝词，如今读起来仍然让人心
旌动摇。

山高林密，沟壑纵横，气候
湿润，如我国的庐山、莫干山、
北戴河、鸡公山等，俱是夏日清
凉避暑胜地。故民初教育家刘
景向在领略了山中纳凉的快意
后，在《鸡公山竹枝词》中这样
吟咏：“山腰石罅尽喷泉，万斛

明珠一线穿。三伏炎蒸人欲死，
清凉到此顿疑仙。”

在没有电扇、空调的年
代，扇子、篾席、躺椅等都是
过去盛夏纳凉的主要工具，竹
床尤其重要。在描述百姓市井
生活画面的竹枝词中，有一首
就道出了它的妙处：“后街小
巷暑难当，有女开门卧竹床。
短裤汗衫君莫笑，露宿为的是
乘凉。”诗句写实生动，将女
子夏夜里露宿竹床抵御暑热的
一幕情景刻画得淋漓尽致，让
人在空调营造出的舒适环境
中，对渐渐远去的竹床充满了
怀想。

在脍炙人口的竹枝词中，
消暑内容的还有许多。如清人

郝懿行在《都门竹枝词》中写
道：“底头曲水引流觞，暑到
燕山自解凉。铜碗声声街里
唤，一瓯冰水和梅汤”，描绘
了一幅清时老北京人炎夏之时
喝酸梅汤消暑的画面，读来不
由得唇齿生津。“兰汤浴罢鬓
云偏，单看纱罗态更妍。小巷
香风闻茉莉，纳凉人坐夕阳
天。”有道是心静自然凉，捧
读这首描述旧时妇人浴后在门
口纳凉情景的竹枝词，我的心
里顿时泛起一丝舒适的凉意。

竹枝词中度炎夏，诗情画
意两相宜。这一首首朴实、诙谐
的竹枝词，勾勒出一幅幅生动
的消夏画面，在书香里感受清
凉，真的是一种莫大的享受。

竹枝词里度炎夏
文/李笙清

记不清是从哪年起，我爱上
了野钓。只要天气允许，一到周
末，我就与钓友一起，带上渔具、
帐篷，去钓鱼。

每一个喜欢野钓的人，几乎
都有一群固定的钓友。我们这帮
人，一共有8位，几年下来，春钓山
花烂漫，夏钓骄阳似火，秋钓硕果
累累，冬钓皑皑白雪。我们常说，
有时虽然没钓到鲫鱼、鲤鱼，但总

能 把 最 大
的 一 条 钓
回家，那就
是 人 生 的
安恬、快乐
和健康。

有 人
说，野外钓
鱼，有时连
棵 乘 凉 的
树都没有，
傻 傻 地 坐

在河沟边上，还不如找个茶社打
打麻将来得惬意。可我们野钓人
不以为然。

且不说远有古人“闲来垂钓
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孤舟
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的美好意
境，单是结束了一周紧张的工作，
利用周末的时光，图个清静———
远离城市的喧嚣嘈杂，置身于山
清水秀之间，聆听天籁之音，享受
人间之情——— 也算是一大快乐。

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坐在山
水一色的岸边，听百鸟鸣唱，闻
千虫嘶鸣，赏湖光山色，人与自
然浑然一体。晚上，在山间找一
块平地，支上帐蓬，钓累了钻进
去，在山知了的歌声中，赏明月，
数繁星，聊古今奇闻，交流彼此
对人生的感悟，岂不乐哉？

且不说钓鱼过程中，扬杆抛
杆，装食摘鱼，起身坐下，一天到
晚，忙得不亦乐乎。其实身负重

物就是一种锻炼——— 野钓的人，
要在外过夜，不仅要带足食物、
饮用水，还要带齐各种渔具，窝
食钓饵，及至做饭的炊具、住宿
帐篷、睡垫，哪个人的行囊都在
50斤以上。如果说野外钓鱼不锻
炼身体，那真是不知个中情味。

有位钓友，是一位大学教
授，患心肌炎多年，常年失眠。刚
开始和我们一齐钓鱼时，背着钓
具下山，累得脸色苍白，几年野
钓下来，不仅气色红润，不再失
眠，而且年过半百的人，自己的
行囊自己背。

也有人说，钓鱼玩物丧
志，可我们钓鱼人自有拙见。
虽我们鲜有姜子牙独钓江山的
宏伟志向，但就在我们这帮钓
鱼人中，钓而志向弥坚者举不
胜举。

会不会玩物丧志，关键在
人，而不在钓与不钓。

野钓心得
文/一凡

夏夜悟想
(外三篇)

文/依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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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会倾听和鼓掌
尘世最喜欢
不惹事生非又中规中矩
炸毁山峰
掘断长堤
这样的人
已自觉地
非常自觉的选择了悲剧
无能为力地忘记了曾重创这
唯一的尘世
山脚小歇
河边小坐
我们是否也要承担这属于人
类的耻辱
在最琐屑的时辰
也许还要去问梦境
把“恶”像狼一样养着
必要的时候击毙它
在将明似明的晨曦
在似暗似微的黄昏
一个人再单独地去拜访孔子
在湖边的背影
像一麻袋书长了腿
不要细究
那是风中芦苇的看法

暴雨
暴雨即将来袭
没有必要守候它
像等待新年
愿梦境被包裹
掠窗的急雨将导引
失去的如父亲
他知道在这样的夜
有人将被鼓舞
呼啸不如划着火柴
独火照亮着彼此的颤栗
拥抱再不是一件小事情
梦里闪电划过故乡的坟地
长息与勇行
都被雷声赞许

日子
日子过去了
更像是掉到井里去了
而一个儿童早在那里了
他赤着脚
小脚丫上正淌着污水
他的脸上也是水
那是泪水
他最心爱的玩具掉到井里了
我阴险地躲到后面去了
我怕他央求我为他打捞玩具
而我的日子呢
谁知道它比玩具更珍贵
我阴险地盯着儿童的脸
他的脸突露喜色
是他心爱的玩具浮出了水面
同样那也是我
消失了的日子

没有看到一只蝴蝶
春天就过去了
这不是我的错
长廊的两头太阳让光
模棱两可
如掌控着永恒黄昏的大奸臣
不要埋怨
无人的长廊自有它的青春
也许有蝴蝶穿过
它带走了长廊的春天
翅膀甩下的薄粉就是绝密文件
没有人发现和无人能懂

蝴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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