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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未了

游在夏日里的鱼

□陆玉生

小时候，有一样最使我不能忘
记的，就是夏天晚上纳凉。

记得吃过晚饭后，村里的闷热
暑气基本消失了，晚风带来了阵阵
凉意。这时父亲就会夹着马扎子，手
拿一把大蒲扇，领着我去纳凉的场
地。我们村有好几个纳凉的地方，但
我们最常去的是学校操场，那儿是
我村最大的纳凉场地，也是最热闹
的地方。操场上来纳凉的男女老幼
一般分为两大阵营，一帮是男人，我
们那儿称作老爷们；一帮是女人，我
们那儿叫老娘们。老爷们这边一般
是听一个王姓二爷说书讲古，他讲
《西游记》、《三侠五义》情节跌宕、波
澜起伏，很是吸引人，头天晚上听
了，第二天一天老想着，不等天黑孩
子们就早早吃了饭来等着。小时候
二爷讲的书在我心里留下了深刻的
印象，也使我懂得了许多东西，那些
神话故事丰富了我的想象力。当然
也有好多解不开的疑惑，比如我曾
问二爷：“天上的玉帝和如来佛祖到
底谁的官大呢？”二爷说：“好比两个

国家，一个管这边一个管那边。”我
又问：“不是玉帝整个天堂他都管
吗？所有的国他都管吗？”这时二爷
也答不出了。

男人这边只一人说书，其他人
都屏息静听，所以一般比较安静。老
娘们那边则不同，七嘴八舌、大说大
笑。女人凑一起尽说些东家长西家
短，谁家儿子娶媳妇了，谁家媳妇生
孩子了，谁家闺女找了个聪俊的女
婿，谁家孙子长得又白又胖。像一塘
聒噪的青蛙，且说着说着常会爆发
出一阵大笑，老远都听得见。每当这
时，男人这边就有人发出一声：“切！
老娘们家。”

我们小孩子有时也不听书，而
是几个人凑一起捉迷藏，一帮藏，
一帮找；找的一帮把藏的一帮全找
完了，就算一场。常常跑得一身臭
汗，没少挨大人骂。到今天我怎么
也想不通，小时候的夏夜，我竟能
带着一身粘汗一头灰土，回到家倒
炕上便睡着了。

七夕的晚上，大人会给我们讲
“牛郎织女”的故事。这会儿我们就
躺在草帘上，津津有味地听，望着天

上的星星遐想，想天上的神仙，想漂
亮的织女，想凶恶的王母娘娘。当我
知道牛郎是去织女洗澡的塘边拿了
她的衣服，才娶到织女时，自己就在
心里悄悄幻想着，有一天也能遇到
那么一次幸运的机会。老人还告诉
我们，七夕的半夜趴在葡萄架下，能
听到牛郎织女一家人的说话，我曾
半夜趴到葡萄架下偷听过，但什么
也没听到。

乡村的夏夜，还有一样不能忘
记的，就是那声震四方、此起彼伏的
蛙鸣。如果白天下过雨，天还似晴非
晴，云缝里会亮出几颗星星。这样的
晚上出去纳凉，就会领略到青蛙高
歌震天的风采，池塘里、水库里、小
河里、田头水沟里的青蛙像听到命
令一般一齐鼓鸣。大小青蛙引吭高
歌、声盖天地。

今天，我们这儿也下雨了。可我
却已有多年没听到蛙鸣了。进城多
年，不知乡下那悦耳动听的、荡气回
肠的蛙鸣如今还有吗？

□曹春雷

炎热的夏季，做一条会游泳的
鱼，是幸福的。

小时候，在乡村里，每个男孩子
都是这样的鱼。

学游泳是乡村男孩子的必修课。
如有谁不会游泳，必会遭到玩伴们的
耻笑：切，连游泳都不会，以后别跟我
们玩了，去找女孩们玩吧。一般先是
在河里，扑通扑通自个儿练习，估摸
练得差不多了，得到会水的玩伴们允
许后，大着胆跟着他们，去水库里试
试火候。

去水库游泳是有风险的。父亲知
道后就会大骂，兔崽子，你再去，小心
我打断你的腿；母亲知道后就会唠唠
叨叨，可不能去那儿啊，那个水库淹
死过人；老师知道后会罚站，站到你
腿酸为止。但，水库是有着巨大诱惑
的。只要能泡在清凉的水里，一切的
风险都被忽略了。想一想，那该有多
爽啊。水，清澈，几乎透明，浅的地方，
你一眼可以看到底，看见摇头摆尾自
由自在游泳的鱼。看见水里的隐
士——— 虾和蟹，它们总藏在水草里，
等着你的手到身边时，才慌里慌张逃
开。你会听见芦苇丛里，野鸭不时嘎
嘎地叫几声，吸引你，让你不出声响

地游过去，妄想来个偷袭，但你刚刚
接触那片芦苇时，它们就扑棱棱飞起
来，落在远处。等你离开了，又飞回
来。依然嘎嘎叫，像是笑话你。

水库是最好的“天体浴场”。可以
光着屁股，在岸边柳树底下，头上戴
着柳条编的草帽，张开了自制的渔
网，网里放进烧烤过的肉骨头，或者
是喂猪用的花生饼，耐住性子，等着
循香而来的鱼儿们。往往战绩颇丰。

有孩子会从水库边的花生地里，
拔几颗花生扔进水里。洗净了，扒开
花生的壳，抠出躺在里面胖胖的花生
仁，吃起来满嘴清香。水库边上的花
生地，往往到秋收时，已损耗去不少。
这块地的主人会一边收花生，一边大
骂“兔崽子”。

最爽的事，是在水里吃西瓜。去
河边的瓜地，软磨硬缠瓜地的主人给
个西瓜，论辈分，喊叔的喊叔，喊大爷
的喊大爷。地里最大最甜的西瓜，往
往是能被抱回来的。西瓜扔在水里，
飘摇在水上，成了“水球”，被推过来，
抢过去，最后玩够了，用拳头砸开，一
人一块分开吃了。

乡村孩子，是田野上的草，泼泼
辣辣，疯长着。

于是，一群孩子，长大，读书，一
条条鱼，游到了城市里。

前几天，我领着儿子，与这久违
的水库重逢。水，依然是清亮亮的。
水面上，野鸭依然在嬉戏。水库边
的树林里，鸟依然婉转啼鸣。只是，
不见了当年的那群孩子。

那群孩子呢？那群孩子正一天
到晚地，游在人海里，走在闹市里。

无论“鱼”游得有多远，都不会忘
记，家乡有一湾清水，一直在那里，张
开着怀抱，等待他们，归来。

童年的夏夜

□水含烟

从小就跟着奶奶生活的我，童
年尤其是学龄前的许多个夏季，是
在上海度过的。闭上眼睛一回想，
绿油油的鸡毛菜和鲜亮亮的草莓
立刻呈现在眼前，清晰得似乎能闻
到菜的清新，舌尖也有了草莓的酸
甜味道。

每天早晨，第一件事就是，跟
着奶奶，提了竹篮子，拐过几条街
巷，去菜场买菜。除了白菜、萝卜、
西红柿们，鸡毛菜是每次都要买
的。因为这个菜不只价格最便宜，
还是小姑和小姑夫的最爱。当然，
后来我也被培养得非常爱吃，尤其
是在听到小姑妈说，共和国的开国
总理周恩来先生最喜欢吃这个菜
后，立刻，这个菜也成了我的最爱，
直到我工作后首次出差去成都邂
逅了空心菜。回家的时候，一定要
绕道到另一条小街，去买草莓。

说实话，买鸡毛菜的过程，已经
模糊了。而如何把草莓们领回家的
经历，那可是清晰如昨。草莓们是被
放在如小笼屉状的容器里，这个容

器至今我不知道该叫它什么，有的
是草编的，有的是竹编的，也许该称
作“筐”吧？但，它的形状与我们北
方的筐是截然不同的，叫“屉”倒是
比较符合实际情况。因为，草莓是
一个个像馒头样被摆放在“屉”中，
每个屉里就一层草莓。装满了草莓
的“屉”们很整齐的一个摞一个，很
像食堂里在蒸馒头。最顶上的屉则
盖着绿油油的叶子。

每次，奶奶都不会买很多，就
一屉。小心翼翼的帮着奶奶把草莓
一粒粒捡到篮子里，那份快乐的心
情，是无与伦比的。

写到这里，浑身的每一个细胞
在瞬间都被那种称作“甜蜜感”的
东西填得满满的。

宿舍院的传达室也是个小商
店，走到那里时，奶奶会给我1毛零
钱，让我去买两块“奶油冰砖”。这
可是当时最高档的冰棍了。

回家后，奶奶去洗草莓，我则
去碗橱里找出那只有着漂亮纹路
的玻璃大碗，还有那只不锈钢的长
把勺子。把冰砖的包装打开，放在
玻璃碗里，迫不及待地用勺子轻轻

的戳呀戳搅呀
搅，嘴里还像孙
悟空从耳朵眼
里掏出金箍棒
时念咒语“大
大大”一样，不
停地念叨着“化
化化”，恨不得冰
砖立刻化开。其实，
要想口感最好，冰砖不
要完全化开。把洗干净了的草莓们
放进去，让红艳艳的草莓们，完全
沉浸在飘着奶油香的冰砖融化物
中。

想想吧，红艳艳的草莓，浸染
在白白的奶油中，色香味俱全的
“冰激凌草莓”，其魅力，如何能不
让馋嘴的我不顾吃相大肆饕餮呢。

风卷残云般，冰激凌草莓就全
填进了我的小嘴里。奶奶则在一边
乐呵呵地看着。然后，和奶奶一起
择鸡毛菜，中午的餐桌上一定会有
或清炒或蒜蓉的鸡毛菜。

很怀念有祖母陪伴，还有鸡毛
菜和草莓同行的童年夏季，那是我
人生最甜蜜的一段日子……

有鸡毛菜与草莓的童年夏日

炎炎夏日，常在

不经意间忆起往昔。

忆起童年在乡村池

塘的嬉戏，忆起越来

越难听到的蝉鸣蛙

叫… …在这个被空

调电扇包围都难打

发的城市夏天里，一

起来品味一下那些

让人难忘的盛夏记

忆吧……

捉 蝉
□慈云祥

捉蝉，是炎炎盛夏里一道亮
丽的风景，也是一生难忘的美好
回忆。

吃罢晚饭，捉蝉的人们便拿
着玻璃瓶、手电筒、小水桶、大布
袋走出家门，沿小路前行，向林
子靠拢，彼此见面打个招呼，便
低头投入捉蝉的战斗中去了。

天渐渐暗下来，一道道电光
如同探照灯在林子里忽上忽下
扫来扫去。捉蝉的人顺着电光目
不转睛地搜寻。偌大一个林子
里，黑压压的人群如蚂蚁般移
动，却很少有嘈杂混乱的不谐之
声，谁如果咳嗽一下都会听得清
清楚楚。

小侄子眼尖手快，一会儿工
夫就捉到了十几个，高声叫喊着
向我展示他的战利品，在我的称
赞声中又跑到前面去了。妹妹更
厉害，竟然提着满满的一小桶放
在了我的眼前。仅仅两个小时，
我们就小桶大瓶的满载而归。月
光下的院子里，我们彼此介绍着
捉蝉的经验体会，一阵阵欢声笑
语如流水把弯腰曲背的辛苦冲
刷得干干净净。

大白天也有捉蝉的，那大多
是些孩童。过礼拜天的小学生是
白天捉蝉的主力军。有的单枪匹
马，有的三两相约，带上铲子和
水瓶或者小水桶，还有竹竿和事
先准备好的面筋，就兴冲冲地向
树林里跑去，童年的我也在其
中。

白天捉蝉有许多小窍门。寻
爬蝉的窝，一要看口径的大小，
二要看口壁的厚薄。超过一厘米
的，说明蝉已经从窝内爬出，你
就没必要再理会。如果口径很
小，口壁却很厚，那不是蝉的窝，
有可能是大蚂蚁或“瞎闯”（一种
昆虫的俗名）的窝，你也不必为
它浪费工夫。仔细寻找吧！爬蝉
的窝口径小，壁却很薄。寻到以
后，你可千万别下手就抠，蝉儿
也狡猾着呢！它一旦感觉到上面
有动静，便改道隐藏，在原来的
窝子里就找不到它了。最好的办
法是：把一根草棒插进窝里，然
后往里面灌水，蝉就顺着草棒爬
上来了。

竹竿是用来捉知了的。知了
也叫飞蝉，捉知了自然也应算在
捉蝉之内了。手拿顶端裹好面筋
的竹竿悄悄地走近大树，循着飞
蝉的叫声看准它所在的位置靠
过去，一粘就是一个，一上午便
可以捉到几十个。

雨后捉蝉最省心省事，也是
最容易取得战果的。你只要在天
黑后拿手电筒在林子的地面上
寻找，或者沿树干上下摸索，就
会把蝉抓在手里。

蝉最终成为人们餐桌上的美
味佳肴。您是否也捉过蝉？雨过天
晴后，咱们一起去捉蝉好吗？


