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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菏泽

今夏，经过一场大雨的洗礼，
曲曲折折、蜿蜿蜒蜒贯穿流过家乡
的赵王河，河水如此充沛清澈、洁
净一新，雨水漫到河堤，形成透明
见底的河滩。朝气蓬勃的年轻人踩
到河滩里，清凉的河水透过光着的
脚丫或者穿着的凉鞋，传给全身凉
凉的、舒爽的感受。静静的木板浮
桥、红色的太阳伞、碧绿的荷叶、洁
白的含苞荷花、绿色的挺拔的荷
茎、造型活泼的木制蘑菇型凉亭，
形成一幅美妙的度夏图，不由让人
感叹“真是美景如画”。碧水蓝天、
碧叶白荷、鱼儿穿梭、船儿漂浮、岸
上绿树参天成荫、草地上白色的黄
色的五颜六色的花儿、五彩缤纷的
蝴蝶、蜜蜂飞来飞去的情景不失为
画意的地；而枝繁叶茂的树上蝉鸣
不断、绿叶葱茏青绿、光影斑驳、苍
翠欲滴不失为诗情的天。

夜晚，长城桥边的喷泉规模宏
大，造型别具一格，巧夺天工，让晚
上度夏的人们享受到光怪陆离、五

彩斑斓的灯光、此起彼伏的或透明
或白色的喷泉水，体验到凉丝丝的
美感，沁人心脾；太原路彩虹桥边
的喷泉水柱喷得有十来米高，让我
们望尘莫及，但脸上、胳膊上、脚上
感受到喷泉水，如沐甘霖，凉爽之
感，印象深刻。

白天，赵王河边，专门养殖的
一只只幼嫩的黑色水鸭自由自在、
轻快地在水面上浮来浮去，惬意的
生活让人羡慕不已。岸上的草地葱
葱绿绿的，专门栽种、修剪整齐、不
高不矮的植被，更让我们感悟到河
水和绿植带来的神清气爽、神采奕
奕，会轻而易举地忘却夏天的炎
热，何乐而不为？

还有，赵王河畔的一角，种着
不少荷花，亭亭玉立的，很是惹人
喜爱。一片片绿色的荷叶圆圆的，
荷叶之间每每伸出长着骄人脖茎
或者白色或者粉色的荷花，散发出
悠远的清香，陶醉其间，荷香迷人，
吸引人们不断来到这里钓鱼、赏

花。“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
妖。”这美景真是让人魂牵梦索，难
以忘怀……

记得，赵王河澄清如镜，垂钓
区，人们全神贯注，等待鱼儿上钩。
他们旁边放着鱼桶，游动着一条条
活蹦乱跳的或者露着白色肚皮的大
一些的鲫鱼，或者细条的小一些的
草鱼苗儿。“孤舟雪笠翁，独钓寒江
雪。”这种境界，无比沉稳、专注，对
于我们，也有着莫大的鼓舞和激励。

度夏赵王河，“不虚此行”，深
感美景宜人的同时，深切难忘的
是，每次来到这里，总是感悟到人
生的景色无处不在，生活之美无处
不在。走到哪里，美德讲到哪里，就
像不能随手乱仍垃圾、不能随手折
树枝、树叶等等，走到哪里都要做
维护环境美、生态美、自然美、意境
美、创造美的不同凡响的“维护环
境卫生，人人有责”的带头人。最
后，祝愿家乡的美景长在，祖国的
美景长存，江山如画。

每每梦回故乡，总会梦见家乡
的村寨河。在记忆的沙滩上，我拾
起了与村寨河相依相伴的童年记
忆……

从我记事时，村寨的轮廓，只
剩下围着村庄的破败土岗、宽深的
寨濠和碧波荡漾的池水。那时，我
家就住在村西北角，与村寨河相依
相伴。寨墙的土岗上，栽种着许多
柳树和槐树。当春姑娘开始装扮大
地的时候，村寨河边的柳树已是一
身淡妆，合着轻柔的风跳起绿色的

“舞”。进入五月，那一串串、一簇簇
的槐花挂满槐树的枝头，香甜扑
鼻，沁人肺腑，晶莹雪白的槐花，给
村寨河增添了一抹迷人的色彩。孩
提时，村寨河是我们小伙伴玩耍的

“天堂”。三五成群的小伙伴相约来
到河边，站在岸边比赛投掷坷垃
块，看谁投掷得远，比打旋，看谁的
瓦片在水面上旋得多且远。优胜者
乐的又蹦又跳，笑容格外灿烂。

盛夏时节，村寨河水面上水草
漂浮，荷花玉立，呈现出另一番美
景。远望油绿阔叶似碧玉圆盘，粉
红娇花如天仙美人。近观有的荷叶
像一把把大小不一的小绿伞，高高
地举着，果真是“接天莲叶无穷
碧”。“微风过，小荷翻”，荷花争奇
斗艳，竞相开放，有桃红色的，粉红
色的，有杏黄色的，也有蛋黄色的，
更有那“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

蜓立上头”的景致，身临其境，让人
如痴如醉，美不胜收！清晨，以河为
邻的姑娘、媳妇们，第一个吵醒了
村寨河。她们趁着早晨的凉爽去河
边洗衣服。不甘寂寞的女人们，一
边洗衣，一边唠家常、说笑话，欢声
笑语不绝于耳。傍晚时分，村寨河
的万千气象深深地吸引着人们，火
红的晚霞倒映在平静的河面上，村
寨河边的袅袅炊烟，喜笑颜开收工
回家的人们，真是如诗如画，组成
了一幅令人陶醉的乡间美景。此
时，村寨河又成为了村里人天然的

“游泳池”。脸朝黄土背朝天、辛勤
劳作的青壮汉子们，耐不住闷热的
考验，脱去衣褂，“扑嗵嗵”一个个
跃入河水中。仰泳、蛙泳、扎猛子，
尽情地显示水上本领。

儿时，故乡的村寨河，给我们
带来了清凉和无限的乐趣。在河里
捕捉青蛙，也是很开心的事。一场
大雨过后，村寨河涨满了河水，正
是“听取蛙声一片”的时候，它们浮
在水面上，呱呱地叫个不停。有时，
我和伙伴相约捉青蛙，在浅水的岸
边，我们脱下鞋子，挽起裤腿，采一
片藕叶，蹑手蹑脚地寻着蛙声慢慢
靠近，猛地向前一扑，就把青蛙盖
在藕叶之下，“战利品”就到手了，
胜利者兴奋地手舞足蹈。夏天的夜
晚是迷人的，夜色渐笼，河边居住
的老人、青年和孩童们挟着席子，

拿着床单，摇着手中的芭蕉扇，聚
到村寨河的土岗上纳凉、聊天、睡
觉。河风轻轻凉凉，叫了一天的蝉
渐渐消失，洗过澡的人凉爽舒宜，
人们在浅浅的梦里享受着大自然
静甜的爱抚……

冬天的村寨河，给孩子们带来
冬天的乐趣。他们用砖头或抓钩砸
开坚硬的冰面，大家各取一块来，
在冰面上滑行玩耍。一不小心，有
的会仰面朝天地摔在冰面上，引得
大家哄堂大笑。最过瘾的要数和小
伙伴们比赛玩陀螺了。放学后，顾
不得写作业，不约而同来到村外结
了冰的河面上。伙伴们会把笨拙的
棉袄一抡，纷纷拿出自己的宝贝，
四五个人一组，由一人喊“开始”，
起劲地抽打陀螺，比谁的陀螺声音
最响，比谁的陀螺转得时间最长，
比谁的陀螺在冰上钻的坑最深。满
头大汗和身上蒸腾的雾气，似乎也
成了他们炫耀的“资本”。

日月如梭。一晃离开家乡已三
十余年，故乡的记忆常常会在梦里
浮现。村寨河曾是孩子们的乐园，
也是乡亲们的福祉。可如今，村寨
河已经完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
一排排砖瓦房和一座座厂房。行走
其间，留给我的除了甜蜜的回忆，
还有无限的惆怅。村寨河那如诗如
画的美景，如今再也找不到了，不
免让人倍感遗憾！

我对家乡小河的感
情也大概是在童年中积
蓄起来的吧。从我记事
起，村北就有那条没名字
的小河。

对于河的历史渊源，
我也曾不止一次地追问，
爷爷奶奶告诉我，很早以
前我们这儿全靠天吃饭，
春天天气干，风沙特别
大，每当刮起风来，尘土
飞扬，风沙都吹进屋子，
如果盛馍的筐子不盖上，
馒头上就会沾上一层灰
土。而夏秋两季雨水多，
低洼的庄稼地积满了水，
根本没办法排出去，有时
积水半月干不了，好好的
庄稼就被淹死了。甭提多
让人心疼了！后来人们开
始在村北挖出这条小河。
当时往河里输水时，全村
老少都像过年一样高兴，
早早的到河边，等待那期
盼已久让人兴奋的时刻。
也就是从那时起，我们村
开始渐渐富裕起来，这都
归功于这条小河，归功于
那些辛苦挖河的人们。

等我记事起，这条小
河已经变得很漂亮了，河
岸间杂地栽着垂柳与杨
树。每当春天来临，河边
柳树经过一冬小河的滋
养，汲足了营养，迎着春
风迫不及待地早早地吐
出鹅黄色的嫩叶，岸边的
小草也不甘落后，一个个
争先恐后地探出小脑袋，
好奇地打量着这个世界。
燕子飞来了，翩翩地在河
面盘旋、呢喃，俏丽的剪
影和着依依的垂柳倒映
在明净的水面；燕子偶尔
调皮地、轻巧地掠过水
面，荡起一圈圈的涟漪，
慢慢地扩散开去，慢慢
的……草丛里娇黄的蒲
公英花犹如一把把小伞，
将青青的河岸点缀得更
加充满生机。

河两侧各有一条不
宽不窄的生产路，路旁就
是一眼望不到边的庄稼，
蔚为壮观。蓝天下，一台
台机器不知疲倦地轰鸣
着，大地敞开胸怀，小河
水犹如母亲的乳汁，一棵

棵庄稼在母亲的怀抱里，
低声地呢喃，贪婪地吮
吸，吮吸着那威蕤的芳
香，一方方的田地熠熠地
闪着希望的光芒，梦想就
在大地的呵护下茁壮成
长。

那时河水很清澈，一
眼可以望到底，望到随着
水流依依摇曳的水草，望
到在水草间游来游去的
小鱼，望到河底卧着的河
蚌和蜗牛，还能望到蓝天
下游弋的白云的倒影。夏
日，女人们在河边有说有
笑地洗衣；孩子们在河里
捉鱼、摸虾、洗澡；男人们
在劳作之后坐在河边斑
驳的树阴下休憩、抽烟、
闲聊。特别是到了晚上，
那儿更成了人们的乐园，
在忙碌了一天之后，到清
凉的河水里洗个澡，洗却
了一天劳作的疲惫，然后
三五成群地坐在一起谈
论国家的好政策，憧憬着
来前的好收成，欢声笑语
不时从这儿那儿传来。孩
子们更是开心，趁着夜色
躲猫猫、做游戏。小虫在
草丛里低呤浅唱，青蛙在
河边“呱、呱”地唱着希
望。微风混合着泥土和植
物的悠香，轻轻地吹拂着
人们，抚摸着这些憧憬美
好前景的心灵，似乎人们
在这欢笑声中听到小河
欢唱，听到庄稼细细生长
声，听到抽穗、拔节，听到
了丰收的召唤。

时隔多年，小河依
旧 不 负 父 老 乡 亲 的 厚
望，继续承担着滋养乡
土的重任。无论时空如
何变换，小时侯美好的
情 素 依 然 在 我 心 中 永
驻。小河沐浴了我的童
年，抚慰了我的童心，净
化了我的灵魂，更浇灌
了故乡的土壤，充裕、成
就了祖辈，见证了故乡
翻天覆地的变化，丰满了
祖辈的希冀。故乡的小河
呀，你容天、容地、容万物，
你的生命将会升华，村庄
将会在你的怀抱中更加丰
翼，我对你的眷恋将会
和你一起永恒。

故乡的小河
文/刘淑琴

度度夏夏赵赵王王河河
文/卫玲

梦梦回回村村寨寨河河
文/侯凌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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